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流系统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物流系统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030333940

10位ISBN编号：7030333942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赵林度　主编

页数：3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流系统分析>>

内容概要

本书分三部分共八章，从物流系统分析基本框架出发，介绍了物流系统分析理论、物流系统分析方法
、物流系统建模技术、物流系统优化技术、物流系统仿真技术、物流系统响应技术、物流系统控制技
术。
本书从系统的观点介绍物流系统分析内容，提供了一个揭示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的物流系统内在
复杂性的工具，为微观的企业物流系统和宏观的社会物流系统分析，提供了系统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
术。

本书可以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物流管理和物流工程及相关专业，特别是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管理科学
与工程、系统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教师、本科生、研究生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可以作为从事供应链
管理系统规划、设计和应用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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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物流系统分析基本框架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
物流也不例外。
可以将物流的各种要素视为一个系统，用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进行研究，这也是系统工程方法论的一
个基本特点。
物流系统作为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和巨大的经济价值已经引起广泛关注。
物流系统分析提供了一个揭示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的物流系统内在复杂性的工具，它成为物流、
物流系统、物流系统工程理论方法的集合体。
　　1.1物流系统分析基本框架概述　　物流活动包含了物流功能的实施和管理过程，主要由运输、储
存、包装、装卸搬运、配送、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基本物流活动组成。
物流活动是当今社会发展和企业经营活动中最具影响力的要素之一，它是社会和企业生产、再生产或
连续生产的前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所以物流活动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物流活动构成了物流系统的基本要素，与此同时物流系统又运行于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经济
系统中，它一端连接着生产者一端连接着消费者，同时又使原材料或半成品、产成品进入另一个生产
领域进行再生产。
　　物流系统是相对环境而言的，既有运行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宏观物流系统，也有运行于物流网络
节点（如企业内部物流或仓库内物流）的微观物流系统。
物流系统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处于重要地位，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或制约作用，它
支撑着社会发展和企业经营活动中每时每刻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设备投入生产、加工和装配等环节
，以及每时每刻产出的大量产成品满足社会需求。
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物流系统工程作为一项科学的组织管理技术应运而生。
　　物流系统工程属于物流与系统工程两门学科的交叉性边缘学科，它将系统工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推广应用到物流领域。
　　物流系统工程以物流系统为对象，从物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观念出发，将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融为一体，应用分析、推理、判断、综合等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建立系统模型，揭示各个组成部分、各
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而应用最优化方法探索物流系统的最佳方案、最佳效果，实现系统最满意的结
果，即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为物流系统规划、设计、管理和控制选择最优方案，以低物流成本、
高服务水平达到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目的。
　　物流系统分析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次探索物流、物流系统、物流系统工程领域的问题，系统
的观点成为研究领域内的核心思想。
广泛的网络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的强有力支持，不仅有助于实现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有效
集成，而且有助于构筑一个以信息系统为中枢的系统化体系。
因此，可以认为物流系统分析的灵魂在于系统。
　　1.2物流系统　　物流系统是随着工业化发展的历程，从手工物流系统、机械化物流系统、自动化
物流系统、集成化物流系统、智能化物流系统逐步发展起来的。
目前，现代化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物流系统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
将正确的货物，送达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客户。
可见，物流系统已经发展成为与生产活动密不可分的包括工艺、设备、控制、管理在内的一个复杂系
统。
　　1.2.1物流概论　　人类社会自从开始进行商品交换以来，就存在着与生产和流通相适应的物流活
动。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物流活动的形式由简单到复杂，范围由小到大，技术水平由低到高。
在物流活动实践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们逐渐形成了对物流的理解和认识，进而从对物流概念的研究
扩展到对物流理论的研究。
物流的最原始含义是指实物的实体运动，即物的流通，人们通过物流活动实现商品交换，以满足各自
的生产或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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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物流的概念　　1985年，美国物流管理委员会（2005年更名为美国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将物流
定义为：“物流是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的的，为提高原材料、在制品、半成品、产成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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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采购、订单处理、客户服务、存货控制、分销配送、
仓库管理、工业包装、物料装卸搬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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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物流活动的发展，其含义和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上述定义，1998年10月，美国物流管理委员会对物
流的定义进行了修改，将其定义成供应链管理的一部分。
　　我国在2001年8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
（GB/T18354―2001）中，将物流定义成：“物流（logistics）是指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
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
施有机结合。
”　　早期的物流管理理论仅仅局限于运输领域，随着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应用实践的发展，企业
逐渐认识到整合物流功能或物流系统能够带来巨大的效益。
在物流运营实践和利益的驱动下，企业逐步开始集成各个物流子系统，形成了物流系统。
在企业由于降低物质消耗而增加的“第一利润源”和因节约活劳动消耗而增加的“第二利润源”被尽
量挖掘之后，物流作为降低成本的“第三利润源”被提了出来。
因此可以认为，物流概念正在不断扩展，并逐步形成了现在的广义物流概念（图1-1）。
　　2.物流的特点　　物流始终伴随着采购、生产和销售的价值链过程，没有物流的支持就不可能实
现价值增值，物流已经成为生产和交易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物流不单纯考虑生产者对原材料的采购，以及生产者本身在产品制造过程中的运输、销售等市场行为
，而是综合集成整个价值链过程进行思考的一种战略措施。
因此，在物流管理战略目标的驱动下，物流逐步形成了如下几个特点。
　　1）系统性　　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不仅各自构成了一个具有同等重要价
值的子系统，而且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集成系统――物流系统。
在原始市场驱动和增值市场吸引下，物流系统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持续发展（图1-2）。
　　2）复杂性　　物流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重要作用，使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有效集成变得相
对比较复杂。
物流中所包含的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搬运、配送、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环节并不是简单地环环
相扣，而是一个交织着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具有复杂结构的网络。
　　3）高成本　　物流活动贯穿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物流系统中的每一项活动都需要消耗一定数
量的成本。
在物流环节就包含了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搬运、配送、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综合成本，正是由
于物流高昂的成本，物流被视为降低成本的“第三利润源”。
　　4）生产和销售的纽带作用　　物流发挥着连接生产和销售的纽带作用（图1-3）。
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物流通过物流系统的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
理等基本功能活动架起了企业通向市场、服务客户的桥梁。
物流具有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使其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发挥了重要的服务职能。
　　3.物流的分类　　根据物流对象、物流目的、物流方向以及物流范围的不同，人们可以从不同的
角度、采用不同的标准对物流进行分类。
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物流分类方法，常见的物流分类有以下几种方式。
　　1）宏观物流和微观物流　　按照物流系统性质分类，可以将物流分为宏观物流和微观物流。
　　宏观物流是指国民经济范围内、社会再生产各过程之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
间的物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交易关系越来越复杂，社会物流的规模
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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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物流是从社会再生产总体角度认识和研究物流活动，其主要特点是综观性和全局性。
　　微观物流主要是指企业物流，研究微观主体――企业内部的物流活动，可以将其再区分为正向物
流和逆向物流。
通常企业逆向物流是指处理废旧物品的物流活动；而企业正向物流又包含采购物流、生产物流和销售
物流。
　　（1）企业采购物流，即为生产企业提供原材料、在制品、半成品、零部件和产成品时，物品在
提供者的原材料仓库供应地与需求者之间的实体流动。
对于生产企业而言，是指生产活动所需要的原材料、备品备件等物品的采购、供应活动所产生的物流
；对于流通领域而言，是指交易活动中从买方角度出发的交易行为所产生的物流。
　　（2）企业生产物流，即生产过程中，原材料、在制品、半成品、产成品等在企业内部的实体流
动。
生产物流和生产流程同步，是从原材料购进开始直到产成品发送为止的全过程的物流活动，如果生产
物流中断，生产过程也将随之停顿。
　　（3）企业销售物流，即指生产企业或流通企业出售商品时，物品在供方与需方之间的实体流动
。
通过销售及售后服务，物流服务提供商可以回笼资金进行再生产。
　　2）自理物流和第三方物流　　按照物流组织主体分类，可以将物流分为自理物流和第三方物流
。
　　自理物流就是通常所讲的第一方物流和第二方物流，是指卖方或买方企业自行承担的物流活动，
物流服务并非其核心业务。
　　第三方物流是指由买卖双方以外的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专业化物流服务，物流业务是
其核心业务。
第三方物流是物流社会化、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3）国际物流和区域物流　　按照物流活动的空间分类，可以将物流分为国际物流和区域物流。
　　国际物流是指伴随着国际间经济交往、贸易活动以及其他国际交流所发生的物流活动，它是国内
物流的延伸和扩展，是跨越国界、流通范围扩大的物的流动。
　　相对于国际物流而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物流，则属于区域物流。
区域物流对于提高该地区企业物流活动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活福利环境，稳定物
价，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张敏2004）。
　　4.物流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流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深化，分别从不同的视角
认识和理解物流，使物流概念呈现多元化趋势。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物流技术，推动着物流产生了一次大的飞跃式发展。
大型专用船舶、集装箱、自动化仓库和计算机网络，以及其他先进的物流装备获得了大量的应用，随
着物流功能的不断提高，其应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等物流技术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并进一步推动物流技术快速发展
。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物流更加注重“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在追求个性化发展的
过程中，促进了物流的范围、质量、效率和成本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物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
物流的发展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一样，都存在由厚变薄、由长变短、由重变轻的发展趋势（图1-4），这
种发展趋势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物流管理理念，也改变了物流产业的结构，改变了物流产业发展的基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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