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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说 1.物的概念 物：物流中的“物”的概念是指一切可以

进行物理性位置移动的物质资料。物流中所指“物”的一个

重要特点，是其必须可以 发生物理性位移，而这一位移的参

照系是地球。因此，固定了的设施等， 不是物流要研究的对

象。 物资：我国专指生产资料，有时也泛指全部物质资料，

较多指工业品生产资料。其与物流中“物”区别于，“物资

”中包含相当一部分不能发生物理性位移的生产资料，这一

部分不属于物流学研究的范畴，例如建筑设施、土地等。另

外，属于物流对象的各种生活资料，又不能包含在做为生产

资 料理解的“物资”概念之中。 物料：是我国生产领域中的

一个专门概念。生产企业习惯将最终产品之外的，在生产领

域流转的一切材料（不论其来自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 

燃料，零部件，半成品，外协件以及生产过程中必然产生的

边、角、余料， 废料及各种废物统称为“物料”。 货物：是

我国交通运输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概念。交通运输领域将其经

营的对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一类是物，除人之外，“

物”的这一类统称为货物。 商品：商品和物流学的“物”的

概念是互相包含的。商品中的一切可发生物理性位移的物质

实体，也即商品中凡具有可运动要素及物质实体要素的， 都

是物流研究的“物”，有一部分商品则不属于此。因此物流

学的“物” 有可能是商品，也有可能是非商品。商品实体仅



是物流中“物”的一部分。 物品：是生产、办公、生活领域

常用的一个概念，在生产领域中，一般指不参加生产过程，

不进入产品实体，而仅在管理、行政、后勤、教育等领 域使

用的与生产相关的或有时完全无关的物质实体；在办公生产

领域则泛指与办公、生活消费有关的所有物件。在这些领域

中，物流学中所批之“ 物”，就是通常所称之物品。 2.流的

概念 流：物流学中之“流”，指的是物理性运动。 流通：物

流的“流”，经营被人误解为“流通”。“流”的要领和流

通概 念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联系在于，流通过程中，

物的物理性位移常 伴随交换而发生，这种物的物理性位移是

最终实现流通不可缺少的物的转 移过程。物流中“流”的一

个重点领域是流通领域，不少人甚至只研究流 通领域，因而

干脆将“流”与“流通”混淆起来。“流”和“流通”的区 

别，主要在两点：一是涵盖的领域不同，“流”不但涵盖流

通领域也涵盖 生产、生活等领域，凡是有物发生物理的领域

，都是“流”的领域。流通 中的“流”从范畴来看只是全部

“流”的一个局部；另一个区别是“流通 ”并不以其整体做

为“流”的一部分，而是以其实物物理性运动的局部构 成“

流”的一部分。流通领域中商业活动中的交易、谈判、契约

、分配、 结算等所谓“商流”活动和贯穿于之间的信息流等

等都不能纳入到物理性 运动之中。 流程：物流中之“流”可

以理解为生产的“流程”。生产领域中之物料是 按工艺流程

要求进行运动的，这个流程水平高低、合理与否对生产的成

本 和效益以及生产规模影响颇大，因而生产领域“流”的问

题是非常重要的。 物流：是指物质资料从供给者到需求者的

物理性运动，主要是创造时间价值和场所价值有时也创造一



定加工价值的活动。 3.物流的划分 宏观物流：是指社会再生

产总体的物流活动，从社会再生产总体角度认识和研究的物

流活动。这种物流活动的参予者是构成 社会总体的大产业、

大集团，宏观物流也就是研究社会再生产总体物流， 研究产

业或集团的物流活动和物流行为。 微观物流：是消费者、生

产者企业所从事的实际的、具体的物流活动属于微观物流。

在整个物流活动之中的一个局部、一个环节的具体物流活动

也 属于微观物流。在一个小地域空间发生的具体的物流活动

也属于微观物流。 4.物流系统的五大目标 服务目标：物流系

统是“桥梁、纽带”作用的流通系统的一部分，它具体地联

结着生产与再生产、生产与消费，因此要求有很强的服务性

。物流系统采取送货、配送等形式，就是其服务性的体现。

在技术方面，近年来出 现的“准时供货方式”、“柔性供货

方式”等，也是其服务性的表现。 快速、及时目标：及时性

不但是服务性的延伸，也是流通对物流提出的要求。快速、

及时既是一个传统目标，更是一个现代目标。其原因是随社

会大生产发展，这一要求更加强烈了。在物流领域采取的诸

如直达物流、联 合一贯运输、高速公路、时间表系统等管理

和技术，就是这一目标的体现。 节约目标：节约是经济领域

的重要规律，在物流领域中除流通时间的节约外，由于流通

过程消耗大而又基本上不增加或提高商品使用价值，所以领

先节约来降低投入，是提高相对产出的重要手段。 规模化目

标：以物流规模做为物流系统的目标，是以此来追求“规模

效益” 。生产领域的规模生产是早已为社会所承认的。由于

物流系统比生产系统 的稳定性差，因而难于形成标准的规模

化格式。在物流领域以分散或集中 等不同方式建立物流系统



，研究物流集约化的程度，就是规模优化这一目标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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