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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15.1一贯托盘物的回顾 在美国单元货载系统(从发货到将

货物装上托盘或装入集装箱、敞车、棚车、容器，使一定数

量的货物，成为一个大件进行运输和保管的机制)十分发达。 

欧美的托盘化复合一贯运输发展很快，可以说是一贯托盘化

的先进国。日本现在仍处于以人工装卸为中心的后进状态，

说日本是一个后进国一点儿也不为过。 在日本，1949年试验

采用托盘，1970年制定了JIS（日本工业标准--译者）。20多年

来有许多厂家和运输业者采用托盘，担多采用符合自己公司

的商品可设施的规格。因此，一般在自己公司中使用，而且

主要用来搬运可保管，很少在运输中使用。可以说企业之间

基本上没有采用一贯托盘制。 日本的托盘数估计为三亿个左

右（国民平均每人两个多一点）。托盘种类在1000种以上，

然而符合JIS规格的较少。符合JIS规格的托盘普及率估计

为30%。使用最多的托盘是1100*1100MM规格，普及率约

为20%。 目前日本只是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厂家等同一企业

或企业集团内部实行托盘一贯化，啤酒业、部分日用杂货业

、石油化工业等同一行业内部也实行，其它企业还根本没有

达到一贯托盘化的程度。 日本在托盘化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

，如接收单位尚未确立搬运托盘化体制，运输部门使用托盘

没有优惠措施，托盘通用机制还没有建立，托盘费用较之欧

美高出2-3倍等等。 15.2实行一贯托盘运输的必要性 可以看出

一贯托盘化对于货主、对于运输业、对于社会均有很大好处



，社会效益就不用说了。对于企业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可以

使搬运作业标准化、计划化、机械化。在对物流系统做出贡

献的同时，还可以弥补许多不足。如在缓角劳动力不足，抑

制物流成本方面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尽管效益这么好，而且

日本使用托盘已经超过40年，但还仅限于在啤酒业、日用杂

货业和化学工业等一部分企业使用。 15.2.1产业界还没能实现

一贯托盘化的原因 （1） 装载效率下降，运费增多。连同托

盘装卸，托盘本身占有一定的重量和体积，这部分超过的重

量或体积，成为无效运载，使运费增多。 （2）运输过程中

，容易发生货物散落、倒塌。运输途中的破损或到达后的装

卸者需要人手，同时为防止货物散落，也要增加成本。 （3

）托盘不好回收，所以回收率很低。托盘离开了企业，当货

物到达后托盘不能及时返还，即使过后返还，回收率也很低

。 （4）各企业的托盘规格不一。日本正在流通的托盘估计

有3亿个，种类有1000种。因为规格不统一，通用托盘系统没

能建立。 （5）收集单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一贯托盘化体制

。收货单位从托盘卸货时的搬运环境和机械还不完备。同时

托盘不适合营业使用的情况较多，就是说单件货运对于当前

的营业来说有些过大。 （6）一贯托盘化的利益分配不合理

，发货单位的负担过大。制造托盘需要很多很资，而且损耗

大。投资者不一定能得到托盘投资的回报。 （7）运输车辆

一适合在一贯托盘化系统中使用。运输机具的规格和托盘规

格不一致，不能进行一贯运输。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很好

地回收。这已经成为一贯托盘化运输的瓶颈。日本托盘的型

号在一千种以上，不利于实行托盘通用系统。 15.2.2托盘通用

制 15.2.2.1没能实行托盘通用制的原因 (1)行政机关没有实行



有力的一元化领导。 (2)没有得到国铁等物流业界的支持。

(3)物流机具、车辆、包装等有关行业的规格标准与标准托盘

规格不一致。 15.2.2.2实行托盘通用制，"托盘标准化"是绝对

必需的 日本在托盘标准化方面还处于后进国家的行列。我们

在上面说过，日本从1965年--1974年即提出一贯托盘化的问题

，但却只有啤酒业和部分日用杂货业以及石化工业采用，是

非常遗憾的事情。泡沫经济时期，为应付运输紧张的形势，

一度曾经大力提倡过，遗憾的是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运输需

求下降，一贯托盘化也随之降温。 最近（1997年--译者注）

由于日元升值，出现内外价格差，以致价格体系受到破坏。

搬运的机械化，和以使人们从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为目的

的运输效率化，重新被提上日程。又由于年轻工人不愿意从

事人力搬运的工作，为了保住年轻的劳动力，企业如何推行

一贯托盘运输，已成为必须认真对待的紧急课题。 15.2.3提高

物流效率的核心问题，是推行一贯托盘运输的问题 从日本物

流今后的发展看，在全国推进托盘化是绝对必要的。 1991

年12月产业构造审议会流通部会，和中小企业政策审议会流

通小委员会，提出了《关于综合推行物流效率化的对策》的

中期回复咨询报告。为具体贯彻这个报告，通产省认为物流

是一种超越个别行业的广范的经济活动，为提供一个以便改

革的框架，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提出了《物流合理化方针》

（19个行业）。作为其中的一项提出了"单件货载用机具（托

盘、周转箱）规格统一"的问题。目的在于统一托盘规格以便

于一贯托盘化运输，促进普及。在这种要坟下，行政机关和

产业界开始致力于推行一贯托盘化运输，提高物流效率。 从

政府方面来说，通产省和运输省从1992年开始在积极支持提



高物流效率，各省厅（相当于我国的部--译者），也都在积

极开展工作。在这种形势下，由通产省牵头，组成"推进一贯

托盘化运输的标准化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梁漱仁山梨大学

讲师），研究从1992年开始的3年时间推行一贯托盘化运输，

经调查提出以下报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