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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什么是配送 关于配送，我们在前边已经说过，是指短距

离少量的运输。 最近经济增长，物流量增加，同时又要求优

质的物流服务，配送地位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配

送实现现代化，而配送的现代化必须研究解决降低运费，提

高配送服务效率，防止多余的交错运输，加强配送中心建设

，实现商、物分离，计划配送以及协同配送等问题。 14.2协

同配送问题 14.2.1配送效率下降,配送成本上升 现在,企业对配

送效率低下,及由此而引发的配送成本的上升颇为烦恼,城市和

区域内的物流形势极不乐观,特别是东京地区和京都、大阪地

区交通不畅已有长期发展（慢性化）的趋势。因而采取禁止

大型车辆进市，扩大禁止停车区域等措施，致使配送效率下

降，配送成本增加。此外，由于修订道路交通法，载运重量

和高度受到了限制，汽油交易税增加等也使得配送成本提高

。更由于氧化氮限制法的实施，今后对车辆的排气要求越来

越严，也必然招致配送成本的提高。 14.2.2迅速而准确的配送

是企业应解决的课题 配送是对顾客服务的最后一环，如何迅

速而准确的配送，是企业在经营方面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今后应下大力气推行物流协同化，特别是要搞好协同配送。 

在日本，已有许多企业开始实行协同配送，如日本唱盘中心

（股份公司）提出"在销售上竞争，在物流中协同"的口号开

展协同配送。"七个十一"公司以主力批发为窗口，从交易批

发商处进货然后再分送到物流中心和零售店。实行收货一元



化行星物流（莱昂、桑士达等11个日用杂货厂家设立的协同

配送运营公司）的协同配送也已走上轨道。 14.2.3协同配送的

定义 所谓协同配送，按运输省的定义，是指"在城市里，为使

物流合理化，在几个有定期运货需求的货主的合作下，由一

个卡车运输业者，使用一个运输系统进行的送配"。（运输省

流通对策本部《协同运输系统导入推进纲要》协同配送就是

把过去按不同货主、不同商品分别进行的配送，改为不区分

货主和商品集中运货的"货物及配送的集约化"。也就是把货

物都装入在同一条路线运行的车上，用同一台卡车为更多的

顾客运货。 14.2.4协同配送的两种类型 协同配送可以分为下

述以货主为主体的协同配送和以物流业者为主体的协同配送

两种类型。 14.2.4.1以货主为主体的协同配送 由有配送需要的

厂家、批发商、零售商以及由它们组建的新公司或合作机构

为主体进行合作，解决个别配送的效率低下问题。这种配送

又可分为发货货主主体型和进货货主主体型。 （1）发货货

主主体型。 ①与客户的协同配送：用于采购零部件或采办原

材料的车，均可用于产品的运输，即都可以参与协同配送。 

②不同行业货主的协同配送：不跑空车，让物流子公司与其

它行业合作，装载回程货或其它公司合作进行往返运输。 ③

集团系统内部的协同配送：企业集团、大资本集团、零售商

集团等内部的协同配送。 ④同行业货主的协同配送： a.集团

协同配送：组成集团相互合作，共同利用配送储存设施，在

配送能力不足的地区互相扶持协同配送。 b.共同出资组建新

公司进行协同配送：建立协同物流公司或协同配货公司。 c.

建立合作社进行协同配送：组建合作社，一起进货，一起配

送。 d.通过同行业VAN增值网进行协同配送：以同行业VAN



增值网为基础进行配送。 （2）进货货主主体型。零售商以

中心批发商（一级批发商）为窗口，从中间批发商（二级批

发商）处统一进货再配送给物流中心或零售商店。 14.2.4.2以

物流业者为主体的协同配送 由提供配送的物流业者，或以它

们组建的新公司或合作机构作为主体进行合作，克服个别配

送的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一类协同配送又可分为公司主体型

和合作机构主体型。 （1）公司主体型。 ①运送者的协同配

送：向特定交货点运送货物，交货业务合作化。 ②共同出资

组建新公司开展协同配送：本地的运送公司（特别零担货物

运送业者、包租业者）共同出资组建新公司开展送货到户业

务。 （2）合作机构主体型。 ①运送业者组成合作机构开展

协同配送：运送公司组成合作机构，将各成员在各自收集货

物或配送货物地区所收集的货物运到收配货据点，统一配送

。 ②运送合作机构和批发合作机构合作，开展协同配送：运

送业者的合作机构和批发商的合作机构合作，设置收集货物

和配送货物的据点，运送公司的合作机构统一承包批发商的

集货和配货的业务。 协同配送的具体形式有以上一些，协同

配送目的在于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提高物流服务

水平。主要是货主（厂家、批发商和零售商）和运送业者通

过协同配送，解决运输过程中那些效率低下的问题。 14.3协

同配送的优势 从货主（厂家、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角度来说

，通过配送可以提高物流效率。如中小批发业者，各自配送

，难以满足零售商多批次、小批量的配送要求。协同配送，

送货的一方可以实现少量物流配送，收货一方可以进行统一

的一总验货，从而达到提高物流服务水平的目的。 从卡车运

送业者的角度来说，日本卡车运送业多为中小企业，不仅资



金少，人才不足，组织脆弱，而且运输量少、运输效率低、

使用车辆多、独自承揽业务，在物流合理化及其效率上受到

限制。如果实现合作化，则筹集资金，大宗运货，通过信息

网络提高车辆使用效率，进行往返运货等问题均可得到较好

解决。同时，可以通过协同配送，扩大向顾客提供多批次、

小批量的服务。 协同配送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员、

物资、金钱、时间等物流资源的效率（降低成本），取得最

大效益（提高服务）。还可以去除多余的交错运输，并取得

缓解交通、保护环境等社会效益。 14.4采取协同配送是提高

物流效率，实现货物集约的有效形式 神奈川大学的中田信哉

教授指出：今后物流进步的关键是集约化。具体地说在物流

据点方面，实行物流据点等物流设施集约；在运输方面通过

混载（混合装载），实现货物的集约。 实行混合装载，提高

物流效率，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企业来说都会带来效益。

作为混合装载形式之一的协同配送，对于货主，对于运输行

业有很多好处。遗憾的是尽管有这么多的好处，在日本实施

协同配送的企业运寥寥无几。 这是为什么呢？ 14.4.1日本协

同配送发展的障碍 （1）有可能泄漏企业机密。 （2）难于进

行商品管理。 （3）担心出现纠纷，担心服务水准下降、货

物破损或污染。 （4） 担心协同物流设施费用及其管理成本

增加。 （5）担心成本收益的分配出现问题。 （6） 主管人员

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困难。 （7） 缺乏实现协同配送的领袖

型人物。 （8）为建设协同配送设施而投入改善交通环境的

投资不易合理分配。 （9）建立协同配送系统的专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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