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物流理念发展物流产业 
一、前言 
 
  物流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有近二十个年头。在 80年代末期曾经有过一次研
究、引进和实践物流的高潮。特别是在 90年以《配送研究》一书出版为标志，由前国家物
资部主持的物流配送制的推广。但主要是由于体制上的许多限制，经济市场化水平和管理信

息化水平还不高，使得物流产业发展缓慢。加入WTO已经指日可待，对传统仓储运输业的
保护也就是 1——3年，而我们至今还拿不出能够与跨国物流公司相抗衡的物流企业来，甚
至要推出具有现代物流意义的本土物流企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学者认为，我国物流产

业与美、欧、日的差距在不考虑基础设施的情况下至少是 10年。  
 
  然而，物流产业巨大的市场潜力却是客观存在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估算数

字，1990年我国物流费用总支出约为 500亿美圆，占当年 GDP的 14.5%。如果降到世界平
均水平 11.7%，则我国物流企业的运作空间为 96亿美圆；如果降到亚洲平均水平 11%，则
我国物流企业的运作空间为 120亿美圆。有学者根据 1992年全国第三产业普查资料推算，
我国全社会物流费用支出总水平约占 GDP的 20%，约 580亿美圆；物流费用占商品总成本
的比重从帐面反映已超过 40%。还有咨询机构认为全世界的物流产业市场容量为 30000 亿
美圆，而现有的物流服务能力仅有 5000亿美圆左右，仅为市场需求的 1/6。  
 
  事实上，我国产业界正在形成五条物流体系：以海洋运输为代表的运输物流体系、以商

品加工和配送为代表的仓储物流体系、以服务型竞争战略为代表的制造商物流体系、以海空

港集散为代表的口岸物流体系和正在浮现中的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配送物流体系。但网络化

程度不高，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然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物流服务是企业竞争战略的重要手段。要提升经济的

整体竞争力来应对市场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必须尽快发展我国的物流产业。  
 
  二、新一轮的物流热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现了新一轮的物流热。  
 
  在学术界，8月份上海海运学院林国龙教授等翻译出版了美国物流界老前辈鲍尔索克斯
教授等学者的新著《物流管理？？供应链过程的一体化》，并很快于 2000年 1月第二次印刷。
由王之泰教授和邬跃博士发起的“中国物流网”于 11月 11日开通，表明我国物流学术界已经
站到了“新经济”的潮头。  
 
  在中央政府方面，11月 2日，国家经贸委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企业现代物流研讨会”。
这是我国政府综合经济部门第一次召开面向工业生产企业的物流管理研讨会（此前大多是由

前国家物资部和国内贸易部主持，主要面向物资流通企业）。  
 
三、把科学的物流理念交给企业 
 
  物流的理念不同于物流的定义。物流的定义告诉我们物流是什么。而物流的理念告诉我



们物流的哲学，物流的思维方式。无论是物流理论界还是物流产业界，不仅要知道物流的定

义，更要理解给出定义的背景和思维方式，要知道定义所代表的是什么，物流的概念统领的

是什么，以及企业进入物流产业和开发物流服务新品种的途径和方法。对物流理念的把握于

物流产业的发展更为重要。具体来说，就是要理解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运营方式的变化和

这种变化对企业竞争战略态势的影响。  
 
  物流是个大概念。许多学者都认为或承认对物流存在不一致的看法。企业界则常常感到

物流的概念过于宽泛而不易操作。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对“物流学”的术语标准化工作相对滞
后使得有时缺乏研讨的共同平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学的“物流”或“综合物流”与西学的
“后勤”或“商业后勤”（区别于军事后勤）在语义上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前者使人很自然的
把物流看成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而少有支持、服务、响应、从属以及战略的意义；再一方面

则是物流服务的运作几乎涉及到所有产业并要求这些产业进行物流化调整；第四个也是最重

要的方面是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尤其是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浮现和
发展使得几乎所有的经济和管理理念都在不断丰富之中。  
 
  当然，物流不是一个“筐”。如果一个概念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产业是无所不包的话，就会
因为没有特定的作业范畴而很快失去生命力。  
 
  正如世界银行运输专家兰布洛克所说：中国的物流产业“要在发展的初期就与国际接轨，
不能自成一套”。  
 
  四、从企业运营的的角度来解读物流的理念 
 
  按照目前被普遍认同的由美国物流管理协会在 1985年所下的定义：“物流是以满足客户
需求为目的的，为提高原料，在制品，制成品以及相关信息从供应到消费的流动和储存的效

率和效益而对其进行的计划，执行和控制的过程”。相应的物流功能性活动则包括：需求预
测，订单处理，客户服务，分销配送，物料采购，存货控制，交通运输，仓库管理，工业包

装，物资搬运，工厂和仓库或配送中心的选址，零配件和技术服务支持，退货处理，废弃物

和报废产品的回收处理等。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物流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存货的流动和储存的过程，是信息
传递的过程，是满足客户需求的过程，是若干功能协调运作的过程，是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

效益的过程，因此，物流也是一个规划、管理和控制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