
METERAIL7连锁企业配送中心的配置要求 
(1)配送中心的合理布局要求。现实的配送中心的分布，对配送中心的经济活动有很大的影
响，配送中心一旦建成，就需要利用各种规划的技术的方法，用低的成本完成向用户的配送。

但是配送中心的分布现状，如果难以和用户进行有效衔接，配送中心的活动便会受到很大的

抑制。国内外都有不少例子，证明了配送中心、仓库、转运站乃至生产工厂，由于分布不合

理导致失败的结果。 
 
  为了追求配送中心的合理分布，便需要在它未形成之前，规划它的布局。要根据现状和

发展的预期，确定配送中心应当如何布局，在特定条件下又如何确定一个配送中心的位址。

考虑的原则主要有如下方面： 
 
  1)动态性原则。考虑配送中心的布局，绝不宜将环境条件和影响因素绝对化，配送中心
许多有关影响因素都是变化着的：其一，用户是变化的，用户量有增减变化，用户中选择该

配送中心的用户数量也随用户对市场的选择而变化，用户的需求有变化；其二，交通条件有

变化；其三，成本和价格因素有变化。 
 
  2)竞争原则。配送活动是接近用户的服务性非常强的活动，因此，用户的选择必将引起
配送服务的竞争。如果不考虑这种市场机制，而单纯从路线最短、成本最低、速度最快等角

度考虑问题，一旦布局完成，便剥夺了用户的选择，会导致垄断的形成和配送服务质量的下

降。基于竞争的原则，配送中心的布局要充分体现服务性，如果这方面考虑不足，一旦布局

之后也会由于服务性不够而在竞争中失败。 
 
  3)低运费原则。配送中心必须组织对用户的配送运输，因而运费原则极具特殊性。这也
是竞争原则在运费方面的具体体现。由于运费和运距有关，所以低运费原则常常简化成最短

距的问题，用各种数学方法求解出配送中心与预计供应点与预计用户之间的最短理论距离或

最短实际距离，以做为配送中心布局的参考。 
 
  4)交通原则；配送中心的主要活动，一方面在配送中心内部，这有赖于配送中心的设计
及工艺装备；另一方面，配送中心的配送活动领域远在中心之外的一个幅射地区，这一活动

则需依赖于交通条件，这也是配送中心布局的一个特殊原则。应该说，竞争原则，低运费原

则的实现和交通条件关系密切，也要通过交通条件实现。交通原则的贯彻有两方面：一方面

是布局时要考虑现有交通条件；另一方面，布局配送中心时，交通作为同时布局的内容，只

布局配送中心而不布局交通；有可能会使配送中心的布局失败。 
 
  5)统筹的原则。配送中心的层次、数量、布局是与生产力布局，与消费布局等密切相关
的；互相交织且互相促进制约的。设定一个非常合理的配送中心布局，必须统筹兼顾，全面

安排。既要做微观的考虑，又要做宏观的考虑。 
 
  连锁经营配送中心的合理布局在考虑以上原则的基础上，关键是解决定位选择与数量配

置这样的两个问题： 
 
  ①配送中心的定位选择。连锁经营企业配送中心其主要任务是为各连锁分店服务，加之

采购品种多，供应厂商多，无法考虑到离供应厂商的距离远近，唯一考虑的是如何方便地为



各连锁分店服务。 
 
  随着连锁规模的扩大，连锁分店的数量大增，地域分布更广，运输上的压力也更大，为

此，配送中心应尽可能地定位在中心区域。这个中心区域并不是指市中心，而是指相对众多

的连锁分店来讲，位置较为适中，便于分送商品。此外，配送中心应具备一定的规模，有必

需的场地，交通较方便，信息传递畅通等条件。 
 
  ②配送中心的数量配置。一般而言，对于一个中小城市的连锁经营企业，其连锁分店有

限，地域分布较广，加上这些城市的交通一般都很紧张，如果只设一个配送中心恐怕很难解

决问题。加之单个的配送中心规模过于庞大，在组织上和管理上会带采不少难以预料的困难，

经济上也难做到合理。选择合适的地点配置若干个分中心，各自承担本地域的配送任务，同

时用电脑网络把各配送中心联结起来，由总部加以协调。 
 
  (2)配送中心的人才配置要求。配送中心能否充分发挥其各项功能和作用，完成其应承
担的任务，人才配置是关键。为此，必须为配送中心配备数量上合理，具有一定专业知识，

具有较强组织能力，结构合理的领导班子和专业干部，以确保配送中心的顺利运转。 
 
  (3)配送中心的管理水平要求。连锁经营企业作为一种全新的流通模式和运作结构，要
求其配送中心达到科学化和现代化。只有通过合理的科学管理制度、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手

段，才能确保配送中心基本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从而保障连锁经营企业整体效益的实现。 
 
  (4)配送中心的装备配置要求。连锁经营企业配送中心面对着成千上万的供应厂商和瞬
息万变的市场，对内又承担着众多连锁分店的配送和及时满足他们不同需要的任务，这就要

求必须配备现代化装备，才能使其获得必要的物质条件。其中，尤其要重视计算机网络的运

用，通过现代化的计算机网络可以广泛收集信息，及时进行分析比较，通过科学的决策模型，

迅速做出正确的决策，这是解决系统化、复杂化和紧迫性问题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