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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概念 1.1什么是物流 "物的流通"(Physical Distribution)这一

术语，在日本始见于1955年--1964年。1956年10月--11月，日

本生产效益本部派"流通技术专门考察团"赴美考察。该考察

团回国后，发表了《流通技术》（日本生产效益本

部Productivity Report第33号）的考察报告。报告中首次

将Physical Distribution译为"物的流通"。而生产物流为人们广

泛使用则是在1964年--1965年。1964年通产省产业构造审议会

流通部会，设立流通委员会。1965年1月内阁会议在所制订的

中期经济计划中，强调指出加速"物的流通"的现代化。1965年

运输省发表的《运输白皮书》副题即为《近代化过程的物的

流通》。这一时期"物的流通"受到极大的关注。 其后，"物的

流通"简称为"物流"，它具有了更为广泛的内涵。 1.1.1流通的

概念 关于"物流"，应首先从"流通"谈起，而流通又离不开经济

活动。所谓经济活动是一个生产和消费的总的体系，基本上

由生产和消费两种功能构成。而将其制造产品、创造价值的

生产和使用产品的消费连接起来的即是"流通"。 亦即在生产

与消费之间，存在着： a)社会间隔(生产的人和消费的人不

同)。 b)场所间隔（生产场所和消费场所不同）。 c)时间间隔

（生产时期和消费时期不同）。 原始社会是自给自足经济，

这些间隔很小。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这种间隔也逐渐增

大。正是流通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这些社会的、场所的和时

间的间隔联系起来。沟通生产与消费之间社会间隔的是商业



或贸易的流通（亦称商流）。这种沟通，是在生产者和消费

者之间为所有权的转让架设桥梁，产生所有权的功效，例如

买卖活动。 此外，联结场所、时间间隔的则是物流（物的流

通），是物品由生产者向消费者的转移，创造场所性价值和

时间性价值。如运输和保管。 运输联结生产和消费，在产地

和销地之间架设桥梁，创造场所功效，如啤酒工厂生产啤酒

，如果啤酒只是存在于工厂的仓库里，则它的功能与价值丝

毫没有实现，只有当需要啤酒的人把它买来饮用，才实现其

功能和价值。同样，也只有把清凉的饮料，由山下运到山顶

才能滋润爬山人的喉咙。 保管是联结着生产和消费的时间间

隔，也就是在生产时间和消费时间之间搭桥，创造时间功效

。如我们的主食稻米，在秋天收获却在全年消费。为将集中

生产的产品，逐渐地、平均地消费，就需要进行时间上的调

整，这就是要把它们保存在仓库里的原因。另外如冷库和冰

箱，在酷暑的季节销售较多，因而需要在夏季到来之前增加

生产以满足夏季的需要。 如上所述，流通就是通过买卖消除

社会间隔；通过运输消除场所间隔；通过保管来消除时间间

隔，以实施所有权和物品的转移。 1.1.2商流与物流的关系 下

面我们来谈谈构成流通要素的商流与物流之间的关系。 有人

认为商流是物流的上游的概念。确实，物流不是先于商流存

在的，而是有了买卖行为之后，才有物流。物流虽然只是在

商流确定之后实现买卖的具体行为，但如没有物流，买卖行

为也无法实现。从这一点来看，商流和物流是相辅相成、互

相补充的。因此，在流通领域中，物流与商流应该同属主要

功能。 关于在流通领域中物流如何界定的问题。1965年5月统

计审议会（流通统计部会）《关于改进物资流通消费统计工



作的咨询回复报告》中提出的流通体系，其中，物流基础设

施和信息基础设施指社会资本。物流基础设施指道路、铁路

、港口、机场、流通中心，而信息基础设施则指通讯基地及

通讯卫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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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