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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在中国物流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单列一节“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内容。
此举标志着现代物流的产业地位在国家规划中得以确立。
这是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必然，是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和支持物流业发展的重要体现，也包含着全
国物流界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所做的研究和推动工作。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
物流理论来源于物流实践，推动着实践的发展。
物流概念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引入我国以来，老一辈物流工作者艰苦努力，做了许多基础性、启蒙性
的研究推介工作。
年轻一代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承前启后，向老一辈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把物流学术理论研究继续
推向深入。
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跨入新世纪的这几年，我国物流研究随着实践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无论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应用效果，还是物流研究机构的发展和研究人才的成长，都有比较大的
进步。
据初步估计，目前国内已经挂牌的专职物流研究咨询机构不下100家，专职物流研究人员上千人，再加
上各方面兼职人员，每年产生的物流学术理论文章数以万计。
为适应我国物流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的形势，搭建一个检阅、交流、推广、物流研究成果的基本平台，
中国物流学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创办了“中国物流学术年会”，从2002年起每年举办一次。
今年11月，将要举行第五次中国物流学术年会。
本次年会共收到组织推荐、媒体选送和作者自荐来稿512篇。
这些文章，分别来自全国26个省市区、240多个单位的820多位作者，总字数接近500万字。
经过专家评审，共有130篇获奖，其中，一等奖9篇、二等奖23篇、三等奖32篇、优秀奖66篇。
参加评审的专家普遍反映，本次年会的论文来源广泛，题材多样，研究较深，。
质量高于以往任何一年。
为使这些研究成果得到更快更好地推广，我们从2005年学术年会开始，选编优秀论文出版《中国物流
学术前沿报告》，供业内人士学习、交流、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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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物流学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奉献给大家的第二本《前沿报告》。
与上年相比，所选文章的选题更为广泛，立意聚焦于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内
容具有创新或独到见解，对物流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书是中国物流学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奉献给大家的第二本《前沿报告》。
与上年相比，所选文章的选题更为广泛，立意聚焦于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内
容具有创新或独到见解，对物流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作者所在区域和文章所研究的行业来看，入选文章大都产生在物流发展活跃的地区和行业。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物流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从作者年龄结构来看，年轻一代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开始成为物流研究与实践的新生力量，显示了
我国物流学术理论研究生机勃勃，后继有人的光明前景。
    《中国物流学术前沿报告》的产生，凝聚了各方面人士的心血。
感谢提供参评论文的政府有关部门、物流相关协会、企业的领导和物流科研、教学、新闻等单位和作
者本人；感谢来自院校、研究机构和媒体的专家不辞劳苦参与评审工作；感谢上海海事大学为本书提
供资料，许多业界同仁献计献策，中国物资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发行做了许多工作，大田——联邦快
递有限公司给予大力支持，促使本书在“第五次中国物流学术年会”召开之际如期出版。
    每次《中国物流学术前沿报告》的出版，总会留有一些遗憾。
特别是许多很好的文章我们不能一一收录，书中难免还有一些错讹和纰漏，恳请读到本书的同志们批
评指正。
《中国物流学术前沿报告》，将在大家的关心与支持下，努力追赶中国物流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步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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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供应链管理服务供应链：供应链研究的新趋势刘伟华 季建华摘要：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供应
链作为服务运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步开始得到重视。
产品服务化的兴起，服务外包的不断增长，供应链管理研究已经开始从产品供应链走向服务供应链，
服务供应链正逐步成为供应链研究的新趋势。
本文分析了服务供应链国内外研究的最新进展，总结了国外关于服务供应链的五种定义及国内关于服
务供应链的三种定义，总结了服务供应链的三种模型和框架，分析了国内外不同行业中服务供应链的
研究情况。
通过对服务供应链的研究现状分析，提出了服务供应链和产品供应链的相同与区别，其中，两者在产
生背景、主要管理内容、主要管理目标、主要集成内容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而两者在渠道结构、上
下游供需内容、运营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区别。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服务供应链在定义与内涵研究、运营基础理论研究、不同行业应用研
究上的三大研究趋势。
 关键词：服务供应链产品供应链研究进展趋势20世纪初，全球劳动力集中在农业和制造业，服务业劳
动力所占的比重很小。
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社会产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服务业逐渐开始兴起。
当前，服务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服务经济正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服务业成为
投资的最大热点之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服务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
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为服务供应链的兴起提供机遇，服务供应链作为最近几年刚刚兴起的服务管理研究
新领域，其研究尚且处在起步和发展阶段。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服务供应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评述其研究现状并提出了对今后研究方向的建
议，希望能促进服务供应链管理在已有的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和进一步开展。
一、从产品供应链转向服务供应链（一）产品服务化的兴起近年来，许多制造企业逐步把产品的含义
从单纯的有形产品扩展到基于产品的增值服务，这种趋势称为产品服务化。
许多公司都在积极实施产品服务化，如通用电气的能源管理服务，壳牌石油的化学品管理服务，施乐
公司的文件处理服务，IBM、惠普的信息服务，伊莱克斯的一体化电气解决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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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物流学术前沿报告》（2006-2007），是我们奉献给大家的第二本《报告》。
应该说，“一回生、两回熟”，但编完本书，掩卷沉思，不禁多出一些遗憾和困惑，感到更大的责任
与压力。
在各方面作者的支持下，学术年会来稿数量越来越多，质量不断提高，这是值得欣慰的“好事”。
但作为这项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怎样保证评审工作的高标准、高质量？
怎样做到“好文章”不被“遗漏”？
怎样把“中国物流学术年会”办成国内最高级别、最具权威的物流学术会议？
怎样才能使一年一度的《中国物流学术前沿报告》真正站在我国物流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怎样使我们的“年会”和《报告》走出国门？
怎样把更多的更高水平的物流研究工作者团结起来，为促进和推动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
这些问题，我们在深入思考，不懈追求。
也真诚地希望各位作者、读者献计献策，我们共同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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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国物流学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奉献给大家的第二本《前沿报告》。
与上年相比，所选文章的选题更为广泛，立意聚焦于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内
容具有创新或独到见解，对物流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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