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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变为内需主导型，物流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2.1

多批次、小批量配送急剧增加 企业将所开发的各种各样的新

产品，不断地推向市场。目的是为进一步适应： (1)个性化、

多样化。 (2)由看重数量到看重质量。 (3)现用现买等消费需

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面对这样的市场，零售商必然地采

取： (1)及早发现畅销商品和滞销商品。 (2)提高柜台利用效

率。 (3)采取小批量进货等措施。因而零售商对多批次、小配

量配送的要求迅速增多。2.2物流的供求缺口 1965年--1974年

，高度经济增长时代，物流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1973年石

油危机之后进入低经济成长时期，产业结构由重厚长大变为

轻薄短小，物流量停止增长。后来一个时期的情况，如通产

省"物流及经济成长研究会"（召集人：神奈川大学教授中甲

信哉，1991年3月）的报告指出："1981年以后，由于扩大内需

，日本国内的生产及消费都很活跃，由于物流量的增加；由

于各种原因造成的运输距离的扩大；由于物流所需要的各种

因素以及产业构造的软件化、服务化的进展；由于生活方式

、价值观的改革等原因形成的日本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化，在

物流服务方面产生了新的物流需求。这种物流时代下的服务

需求的增长又成为一种新的物流需求，带动了物流量的增加

。" 以上物流资料视频下载文章均来自“物流资料网

”www.56the.com 从物流的供应来看，汽车运输的比例增加，

物别是汽车运输中的营业性运输（以吨千米为单位占50%）



的急剧增长，出现了司机不足、载货效率降低以及由于道路

拥挤所造成的运输效率下降。因而《物流及经济成长研究》

报告中提出警告："到2000年，载重汽车承运的货运量只能承

担它应该承运的日本国内货运量的60%。" 2.3人手不足与工时

缩短 运输省政策审议会在其咨询回复报告《关于物流业劳动

力对策问题》中提出：从物流业劳动密集型性质考虑，劳动

力缺乏十分严重，如不及早解决，劳动力问题将成为瓶颈，

日益影响运输服务的顺利开展。关于工时缩短问题，报告中

警告说："到2000年按一个劳动力全年总劳动时间为1800小时

计算，则需比现在增加86万人使之达到213万人，即使按2000

小时计算，总人数也将达到193万人。可以预料，劳动力不足

的问题将日趋突出。 今后在物流业中劳动力问题，将成为长

期性的、结构性的紧迫问题，有可能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

和国民生活提高的瓶颈。 2.4地价高涨 日本由于80年代后期出

现泡沫经济，地价大幅度上涨。地价的上涨成为阻碍物流中

心、仓库等物流设备投资的一大原因。 1965年--1974年经济

高度成长时代，由于物流量增大，需要重视并解决物流基本

设施不足、交通事故增多、汽车废气污染等问题，但这些问

题还没有发展到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影响国民生活水平提高

的瓶颈的程度。1987年以后，由于国民经济转为内需主导型

经济，物流量增大，多批次、小批量配送急剧增多，汽车运

输增多，以致交通公害、环境污染、能源过量消耗等问题使

社会环境迅速恶化。 特别是城市运输和地区内运输使用载重

汽车成为唯一手段，单纯依靠汽车运输致使大都市的汽车过

密，在引发交通阻塞、交通混乱和交通事故的同时，也引发

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的大气污染、振动、噪音等环保问题



和能源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物流必须采取措施努力使自己

符合社会的要求，并与社会系统相协调。 2.6物流成本上升 为

满足多批次、小批量和JIT（即适时物流--译者）等高物流服

务，和其它的（非正规的、过高的）服务需求所提高的运输

费用；由于商品多品种化和商品生命周期缩短等难以确定的

因素所造成的库存费用上升；由于劳力不足造成的人头费用

增加；由于地价上升造成的物流中心的投资费用增多；由于

道路混乱造成的公路运输的效率下降，物流成本上升，成为

企业经营上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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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