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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欧美以及日本的物流业走在世界最前沿，得益于一套完善

的物流市场管理及法制管理体系，了解国外物流新趋势，借

鉴他们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发展现代物流业是十分有益的。

1、专业物流与共同配送形成规模 国外专业物流企业是伴随

制造商经营取向的变革应运而生的。由于制造厂商为迎合消

费者日益精致化、个性化的产品需求，而采取多样、少量的

生产方式，因而高频度、小批量的配送需求也随之产生。目

前，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经济发达国家，专业物流服务已

形成规模。共同配送则是经过长期发展和探索优化出来的一

种追求合理化配送的配送形式，也是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

国家采用较为广泛、影响面较大的一种先进的物流方式，它

对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2、装备技

术与管理水平高速发展 目前，发达国家已形成以信息技术为

核心，以信息技术、运输技术、配送技术、装卸搬运技术、

自动化仓储技术、库存控制技术、包装技术等专业技术为支

撑的现代化物流装备技术格局。其发展趋势表现为信息化、

自动化、智能化和集成化。其中，高新技术在物流运输业的

应用与发展表现尤为突出。 3、电子物流与快递业务发展强

劲 基于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促使电子物流的兴起。企业通

过互联网加强了企业内部、企业与供应商、企业与消费者、

企业与政府部门的联系沟通、相互协调、相互合作。消费者

不仅可以直接在网上获取有关产品或服务信息、实现网上购



物，而且可以在线跟踪发出货物的走向。电子物流还带动了

快递业务的强劲发展。可以说，电子物流已成为21世纪国外

物流发展的大趋势。 4、保护环境与绿色物流将成亮点 物流

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物流发展的同时也会给城市环

境带来负面影响。为此，21世纪对物流提出了新的要求，绿

色物流应运而生。绿色物流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对物流

系统污染进行控制，即在物流系统和物流活动的规划与决策

中尽量采用对环境污染小的方案，如采用排污量小的货车车

型、近距离配送、夜间运货等。 绿色物流的另一方面就是建

立工业和生活废料处理的物流系统。发达国家政府还在污染

发生源、交通量、交通流等三个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形成倡

导绿色物流的对策系统。 阅读材料： 现代物流产业主要呈现

了七大发展趋势，它使现代物流业具备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和

增长潜力。主要有： (1)国际化——服务于全球化经营和国际

贸易的跨国界物流日趋兴旺。目前，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生

产总值的30％、国际贸易的60％和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

。一个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国际生产体系”已经形成；互

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崛起，为全球范围内快速、系统的物流服

务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技术支撑。 (2)电子化——

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和电子商务的介入方兴未艾，物流业已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电子化发展阶段。物流的电子化，包括了

物流的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智能化、无纸化、柔性化

、集成化等一系列发展内容和趋势。 (3)共同化——物流企业

的功能综合和物流运作的园区聚集新成气候，物流共同化发

展，拓展了物流服务的内涵。除了传统的储存、运输、包装

、流通加工等服务外，现代物流还在外延上扩展至市场调查



与预测、原材料采购及订单处理；向下延伸至物流配送咨询

、物流配送方案的选择与规划、库存控制策略建议、贷款回

收与结算，直至全面介入企业客户经营等。物流能力不仅在

微观上对企业的发展极为重要，随着物流业内涵的不断丰富

，现代物流也日渐成为社会生产链条的领导者和协调者。 (4)

社会化——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发展第三方物流服务业务

，可以不必拥有多少设施和装备，就像多式联运经营人一样

，更多的是进行策划、组织和管理。 (5)专业化——建立集物

流、商流、信息流于一体的新型物流配送中心。长期以来，

商流与物流分割，严重影响了商品经营和规模效益。实践证

明，市场经济需要更高程度的组织化、规模化和系统化，而

现代物流配送中心把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符合世界目前

物流信息化、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 (6)个性

化——在物流行业推行“CS(Customer Satisfaction)”战略，物

流企业应该结合自身条件，为顾客提供个性化的增值服务，

如货运集运、库存管理、贴条码标签、分拣选拣、订单执行

，并可以扩大到售后退货管理、货物回收销毁、因特网订单

执行和电脑装配等其他的增值服务领域，实施个性化经营。

(7)信息化——实现物流的信息化。从事物流业务离不开“三

流”，其中信息流最为重要。建立相应的物流决策支持体系

及数据仓库是物流信息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物流信息系统

的基础之上，根据库存模型、预测模型等发展决策模型，采

用运筹学、人工智能等技术，解决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问题

，实现物流决策支持系统。采集、利用好宏观信息、生产流

通及价格信息等，提高企业快速反应能力。只有改革创新物

流体系，使物流业沿着国际化、电子化、共同化、社会化、



专业化、个性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才能保障电子供应链

畅通无阻，使我国物流产业适应新经济形势的要求，保障国

民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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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