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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说物流的都已经差不多要把物流这个名词说俗了，而

物流在中国却离开“现代”这个限定词的含义相差很远；现

代物流在海尔却有一点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全面引入现代物

流的观念和做法以后，海尔已经被业内称为“中国物流管理

觉醒第一人”。 当现代物流在中国碰上全面的体制冲突时，

海尔却用自己企业的边界营造出了一片现代物流的蓬勃园地

，并绕开了中国的体制困扰，在海外和方兴未艾的第三方物

流接上了口，可以说是在中国企业中第一个完成了现代物流

对一个制造业企业的全面改造，使自己不但加速向国际性的

企业集团演进，而且正逐渐朝可以得到更丰厚的第三种利润

的服务性企业靠拢⋯⋯ 有许多搞物流研究的专家告诉我，海

尔的案例并不说明许多问题、它也不能给现代物流在中国遇

上的体制碰撞提供什么解决思路，因为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

企业内部自营物流的一个做得很好的典范而已。但当我详细

研究了海尔的案例以后却得出了并不完全相同的看法，如果

中国的体制一如海尔在引进现代物流那样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进行脱胎换骨的流程再造的话，那么中国经济也许会因为现

代物流所提供的升级动力而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可持续发展

”的高度和阶段。 在海尔物流阔步前行了两年多后，仍然使

人感到海尔人对其战略起点的回答颇具深意。所谓站得多高

，决定最终能看到多远，海尔实施物流重组，从一开始就突

破了单纯降低成本的概念，将其定位在了适应新经济时代需



要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战略高度上。 “一个现代企业，如果没

有现代的物流，就意味着最终会无物可流。”张瑞敏将发展

现代物流与企业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了一起。 传统企业一般是

按计划进行采购、制造等活动，由于不重视定单的概念，导

致大量的采购其实是没有定单的采购，采购回来的这些物料

到底给谁也不知道，只能作为库存；同样，大量的制造业也

是没有定单的制造，天天非常忙，却等于是在忙着增加库存

；最后的销售，因为不知道卖给谁，说到底也无异于处理库

存，削价便成了唯一的出路。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家电市场，

越来越多的企业就这样被无奈地拖进了一轮一轮没完没了的

价格战。但是海尔没有去玩这种以亏损、停产为结局的“危

险游戏”，海尔另辟蹊径、消灭库存，使定单真正成为驱使

企业采购、制造、销售运作的动力，让采购回来的每一个零

部件和生产线上的每一件产品都是有主的。现代物流作为实

现为定单而采购最重要的支持系统，浮上了海尔的战略层次

。 在海尔人眼里，海尔要做的物流是一个从源头做起、包括

了供应链过程的物流。 为了打造海尔供应链的高效率，海尔

人以卓越的胆识开始了极其艰巨的流程再造。 世界上的企业

搞流程再造的，真正成功的只有20%，提出这一管理方法的

哈默博士称其为企业的一场“革命”。在海尔经历了两年多

实践流程再造的张瑞敏对此感触很深，“做物流必须搞业务

流程再造。对企业来说，它虽然非常必要，但是非常非常痛

苦和艰巨。” 1999年，海尔集团一改原来那种对上级负责任

的职能管理为对市场负责任的流程管理，组织结构也由金字

塔式改革为扁平化，并成立了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推

进本部。物流下设采购、配送、储运三个事业部负责，将分



散在各产品部门的物流业务集中起来，实行全球化统一采购

、配送和储运。整合企业内部资源每年为海尔节约资金上亿

元，使海尔物流的规模化优势得到了极大发挥，然而，海尔

物流的脚步并不会囿于企业内部。在整合内部资源的同时，

海尔的供应商也由原来的2336家优化至978家，国际化供应商

的比例上升了20%，世界500强企业中，GE、爱默生、巴斯夫

等44家已成为海尔的供应商。强大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不仅

有力地保障了海尔产品的质量和交货期，而且一批国际化大

公司已经以其高科技和新技术参与到海尔产品的前端设计中

，目前可以参与产品开发的供应商比例已高达32.5%，他们与

海尔共同面向用户，使订单增值，而海尔和分供方之间从过

去简单的买卖关系，变成了今天双赢的伙伴关系。 就在青岛

海尔开发区工业园，爱默生投资5000万美元的一家电机生产

厂刚刚签约投建，作为海尔的分供方之一，这家工厂所生产

的产品将全部供货给海尔。巨大的用户资源和企业规模赋予

了海尔在国际市场上强大的吸引力，也为海尔的供应链管理

提供了支持和基础。 21世纪的市场竞争将不是企业与企业之

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谁的供应链总

成本最低、反应速度最快，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中国家

电行业的物流供应链上，海尔这样的龙头企业在自身变革的

过程中，对于推动新技术、新标准在链条上、下游企业中的

应用、改变整个链条的商业模式无疑将会产生相当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作用已经开始悄然地发挥效力。目前，

海尔的采购订单100%由网下下达，网上支付已达到了总支付

额的20%，网上招标竞价因为防止了暗箱操作，使价格管理

透明化、准确化也得到大量采用。计算机网络应用使海尔的



采购周期从原来的平均10天缩短到3天，供应链成本大大降低

，同时也使得那些不能与海尔网络对接的企业永远失去了与

其同行的机会。 在张瑞敏看来，80年代企业制胜的武器是品

质，90年代是企业流程再造，进入2000年，新经济时代，速

度又成为企业制胜的武器，而这个速度就是要最快地满足消

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为提高企业的市场响应速度，海尔以订

单信息流为中心，独创了全球供应商资源网络、全球用户资

源网络和计算机信息网络“三网”同步运行的模式。 在海尔

国际物流中心的中央控制室，海尔集团副总裁梁海山演示了

一笔商用空调订单快速运作的全过程：3月25日，成都百货大

楼通过海尔电子商务平台下达了55台商用空调的订单，海尔

的物流采购部门和生产制造部门同时接到订单信息，在计算

机系统上马上显示出制造部门的缺料情况，采购部门向压缩

机供应商在网上发布订单，配送则根据网上显示清单4小时内

及时送料到工位。3月30日，55台空调成品入库，在海尔国际

物流中心，这批定制产品正在准备出库和配送。所有与定单

有关系的部门和个人，在接到定单信息的一刹那，都同步、

而不是依次行动起来，海尔物流以最快的速度赢得了与用户

、与海尔敏捷制造体系、与供应链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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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