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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着深圳市软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通物流）拉着

一大车的奇美液晶显示器从宁波的工厂驶出，奇美公司物流

经理王海涛（化名）显得心事重重。在走回办公室的途中，

他寻思着：多年的合作伙伴软通物流何时才能了却自己这桩

心愿？ 从年初开始，王海涛便有了一桩心事。他希望软通物

流能提供一项新的增值服务，以便自己随时跟踪货物信息，

核查货物的准确位置，而不仅仅是被动等待对方的通报。不

久，他便向软通物流相关负责人士提出了这个想法。 双方一

拍即合。软通物流的一位负责人当即告诉他，这正是公

司2007年要实施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年前已经开始着手进

行相关准备工作。 信息化战略 近日，软通物流被评为“深圳

高端服务业十大成长型物流企业”之一，脱颖于近百家参评

单位。很难想象，五年前，软通物流才刚刚涉足物流业，从

最初的陆运转关业务，到不断扩展的物流服务网点，再到配

套的现代化保税仓储物流基地和自主研发应用的信息管理系

统。到目前为止，软通物流已经拥有集装箱货柜车和厢式货

车等自备货运车辆100余辆，在香港、深圳、东莞、上海等地

拥有近30万平方米的集货和分拔中转仓库。 据记者了解，软

通物流成立之初的目标市场锁定在陆运转关领域，而那时国

内几乎没有从事这项业务的物流企业。软通物流及时抓住了

这个机遇，陆续在上海、苏州、南京、青岛等八个城市开通

了陆运转关业务模式。 据软通物流董事长陈思远介绍，21世



纪初，在我国华南、华东逐步形成了中端、低端和高端电子

加工企业集群，两地企业间大规模互为供应关系产生了巨大

的物流服务需求。对于两地为数众多的电子加工企业来说，

以往所采用的空运、海运等运输方式，又分别存在着成本高

、时效低的问题。围绕这一巨大的市场需求，一批有识之士

在华南与华东两地之间奔走协调，经过多方努力开创出跨关

境、跨关区（香港/华南华东之间）的陆运转关业务模式。与

此同时，他们抓住2001年海关启用H883电子通关系统的机遇

，以“快递服务的标准做货运”的理念，打造出该业务模式

高时效、低成本、服务稳定的突出优势，并使这一业务模式

迅速得到了两地企业的认可。2002年，开创这一业务模式的

人士共同创办了软通物流。 如今，作为陆运转关运输这个细

分市场的物流旗舰服务商，软通物流要想保持自身地位，就

必须具备超前意识，事事赶在竞争对手的前面。为了进一步

提升物流服务水准，2003年6月，成立不到一年的软通物流便

开始启动信息化战略，并成立专门的项目小组，公司董事长

陈思远亲自主导工作，要求每个部门全力参与配合。 这项举

措当时在同行业竞争对手中是比较罕见的。业内人士透露说

，IT电子产品销售渠道相比较其他行业而言要简单得多，较

少负责配送业务，因此在信息化服务方面起步较晚，2003年

时还较少被提及，直至目前，该领域的信息化水平仍有待提

升。 提起当初的信息化自主研发日程，软通物流IT部高级经

理朱龙飞至今历历在目。2004年2月，配合信息化建设的公司

内部流程改造完成；2004年3月份，部门开始着手系统开发；

经过一年多的自主研发，2005年年底，软通物流成功推出了

专门针对保税物流管理、交通运输的集货运管理、调度管理



、操作管理、车辆管理、库存管理、财务管理等模块于一体

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命名为“软通物流信息管理系统”

；2006年5月份，经过为期6个月的测试阶段，软通物流在内

部所有子公司、分公司，以及上海、青岛、宁波、香港等全

国8个操作点同步正式启动了这套自主研发的信息管理系统。

培训工作耗费了这个IT团队不少精力。朱龙飞回忆说，

从2005年开始，IT部门陆续在全国各分公司、子公司做前期

培训工作，分派技术人员去各地进行技术指导。系统研发完

成后，到了测试阶段，公司又让各地主管人员到深圳总部进

行集中培训，回去后指导相关工作。 在系统推行过程中，由

于操作模式有所改变，要求录入的信息远多于以前，加上又

有了规范的操作标准，在实际推行中难免遇到一些阻力。为

了使这套信息系统能够顺利运行，软通物流还专门出台了一

套信息考核办法，规定操作人员当月的实施准确率和协调工

作达到某个标准，便可以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 弊端显现 

软通物流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基本达到了原规划中的目标，

用朱龙飞的话说，实现了所有子公司和分公司的信息共享，

作业流程一体化以及对车辆的实时监控；提高了作业效率和

管理效益，以前经常出现的操作人员加班加点现象不再上演

；同时，也降低了操作成本，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然而，信

息化发展速度超乎意料。朱龙飞和他的IT团队历时两年自行

开发出来的“软通物流信息管理系统”运行了仅半年时间，

便显得底气不足：一方面无法适应公司本身的体制变化；另

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满足市场变化带来的新增服务要求。 本

着未来可能融资上市的目标方向，软通物流独资控股方软通

投资管理公司2006年年底便开始着手内部改革。其中一项重



要决策，就是将软通物流的业务一分为二，将原来的车管部

和车辆运输部门独立出来，并于2006年12月成立了另一家“

软扬快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扬快运）”。软通物流一分

为二后，原来的部门转眼间变成一家业务平行的公司，这就

要求信息系统相应地改变管理模式。然而软通物流信息管理

系统在开发过程中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而是主要针对内部

运作，因此公司改制后，系统对两个公司只能继续按“部门

模式”进行管理。由此导致的弊端显而易见。软扬快运怨声

载道，相互之间的争执亦不可避免。 采用自主开发的信息系

统后，软通物流可以随时向客户报送库存，并发送货物的动

态消息。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作为全球制造中

心的中国，制造企业对物流信息管理的要求水涨船高。2006

年年底，一家苏州的客户要求实现双方的系统对接，下单后

可以直接传送到多家承运商的信息系统，其中包括软通物流

在内。这家苏州的制造商委托一家软件公司推广这项工作，

然而到现在还没能实现目标。 两方夹击的现状，对于软通物

流来说，解决方案惟有采用一套开放式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能够集成多套系统，并与数目众多的客户实现信息对接和数

据交换。目前，软通物流已展开信息系统的更新换代工程，

并计划2007年内应用新的“软通公司信息管理系统平台”。 

该信息平台的应用将为公司服务多样化、运营网络化的需求

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在这个信息平台基础上，可以实现对

客户的在线服务，满足客户实时对单、跟踪车辆信息等需求

。届时，公司内部的管理瓶颈也将迎刃而解。 启动招标 物流

公司的一个IT部门，研发实力终究无法跟大型的专业软件开

发公司相提并论。连朱龙飞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自主研发主



要致力于满足公司自身的信息化需求，有一定的局限性，而

大型的专业软件公司开发团队强，开发信息系统更快，将信

息系统的更新换代工程外包，成本相对而言也较低。 正是迫

于时间压力和成本核算，自主研发的路子行不通了，招标工

作顺理成章排上了软通物流的议事日程。 作为招标工作的主

要执行人，朱龙飞向记者透露了最起码的招标要求。据他介

绍，竞标公司首先必须拥有超过三年的相关产业应用软件开

发经验；必须有20人以上的开发队伍；必须在物流行业有成

功实施的客户案例。 朱龙飞说，在软件公司的开发过程中，

软通物流将派员跟踪开发流程，要求对方把该信息平台的设

计思路和源代码跟公司共享，以便为期一年的免费维护过后

，公司可顺利接手售后工作。 记者了解到，软通物流的招标

工作本月即将正式展开。至此，朱龙飞和他的IT团队停止了

信息系统研发工作。同时，他向记者否认关于当初是否有必

要组建这样一个IT部门的质疑。他说，自主研发的软通物流

信息系统将集成到新的平台中继续使用，而且会更加优化及

完善以前的功能。同时，这个IT部门也不会面临解散，而是

转向今后的信息系统维护职能。 软通体系公司体制改革的另

一项最新重要战略事关信息化。截止到出刊前，记者从其他

途径了解到，软通物流和软扬快运的所有信息化相关运行和

管理工作，都将由软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即将成立的IT部门

负责。据可靠消息，这个规划中的IT部门，正是朱龙飞和他

的IT团队。经朱龙飞本人证实，IT部门移植到母公司软通投

资后，主要职能将包括系统设计、开发及系统维护、升级的

工作以及整合各下属子（分）公司在信息化管理方面的需求

。 一位国际性应用软件的负责人预言：在中国逐渐成为全世



界制造中心的今天，每一家物流公司或早或晚都必须启用信

息系统平台，最好现在就开始行动起来，否则就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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