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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3/2021_2022__E7_89_A9_

E6_B5_81_E6_A1_88_E4_c31_263917.htm “在去年物流成本降

低7000万元的基础上，今年再降4000万，建成西南最大的家

电物流平台。”这是今年初长虹物流公司总经理杨剑从集团

董事长赵勇那儿领到的“目标书”。 近年来，中国家电业产

能严重过剩，利润日趋微薄，落后的物流管理系统是其主要

瓶颈之一。从2005年2月以来，长虹凭借自己的物流平台优势

，整合第三方物流资源，逐渐构建起西南最大的家电物流平

台，对提升长虹综合竞争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四大创新根治

物流“顽疾” 目前中国家电来处境艰难，下游面黄肌瘦临大

连锁的压力，上游面临原材料成本日益走高的挑战，处在中

间的家电制造企业，必须通过内部挖潜的集约型竞争方式，

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谋取一席之地。因此，作为“第三利润源

”的物流被看作是制造企业最有希望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

营效率的环节。 但物流对整个家电业来说，高成本、低效率

、多环节是其通病，短期内很难扭转作为中国家电业“龙头

”的长虹也不例外。有关机构在分析长虹的物流管理体系时

指出，多、少、散、乱是其四大顽疾。 “多”是资源过多，

绵阳40多个原材库房，50多个成品库房，200多个销售库房，

近千辆的大小货车。“少”是效益过少，作为支持服务部门

缺少服务和效益观念。“散”是职能分散，多头管理，比如

，成品配送由销售部门主管，原材料物流同采购部队建设门

主管，没有人对物流总成本负责。“乱”是流程混乱，缺乏

系统科学的操作流程和操作规范，导致运输和仓储管理环节



低效率。 要彻底改变长虹物流现状，必须下“猛药”。对此

，长虹高层开出了“药方”。 物流组织创新。2005年2月，长

虹整合内部物流资源成立新物流公司，构建起采购、仓储、

配送统一平台，统一对长虹的物流业务负责。这种新的组织

框架，责任更加明确，有利于深挖内部潜力、整合处部资源

。 物流观念创新。物流贯穿企业的各个环节，不仅要保证高

节奏的生产，而且要实现最低库存下的仓储和服务及进到位

的成品配送。由此，长虹提出了“物流是流动的仓库”的思

路，用时间消灭空间，摒弃了存货越多越好的落后观念，全

面提升速度观念。 物流技术创新。积极发展企业的物流技术

体系，包括保管、搬运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信息的条码和自

动识别化，以及基于Inter-net的信息实时管理和网络化，这样

，令长虹的物流管理走了上规范化、标准化的道路。 物流管

理创新。推行整合、借力、供应链管理一体化战略等，施行

精细化整合管理。比如，把四川以外的一些物流业务采用招

标制，外包给实力和信誉好的第三方物流商。 “第三种模式

”成本一年降7000万 物流改革并不只是如何降低成本，而是

一个企业的系统工程，最关键还要通过对物流的重构来推动

企业提升运营效率，以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需

求。 从流程上来看，长虹物流首先搭建了一个集采购、储运

和配送于一体的服务平台。在具体操作上，长虹对物流系统

进行“大手术”。一是“节流”。办法是招标。据了解，新

物流公司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招标方式，对公路、铁路

等行业进行集中采购运力，综合运输成本同比下降20%以上

；二是“瘦身”。以前长虹在全国设置了绵阳、中山、南通

、吉林4个基地库房，203个分公司库房，形成了庞大的仓储



体系。这些库房利用率较低，占用大量资金。截至去年11月

底，长虹共减退绵阳外租库房15万多平方米，绵阳外租仓库

费用下降50%。目前，长虹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4个CDC和66

个R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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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