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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5_90_8D_E8_c67_468673.htm 根据日本物流管理协

议会的资料记载，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济已基本恢

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企业进行大规模设备投资和

更新改造，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大幅度上升。1955年

成立了生产性本部，该团体为了改进流通领域的生产效率，

确保经济的顺畅运行和发展，组织了一个由伊泽道雄为团长

的大型考察团，于1956年秋季考察了美国的物流。当时日本

还没有“物流”这个词，代表团的名称为“流通技术专业考

察团”。该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著名教授肯巴斯先生讲

到，美国30年来国民经济之所以顺利发展，原因之一就是既

重视生产效率又重视流通效率。美国产业界真正认识到物流

的重要性基本在1950年前后，在此之前一直只重视销售，仅

把运输、保管、包装、装卸等物流活动作为销售的辅助性活

动。日本流通技术考察团在美国还发现，原来日本被称为流

通技术的运输、包装等活动，美国人称为Physical

Distribution(PD)。日本考察团回国后便向政府提出了重视物

流的建议，并在产业界掀起了PD启蒙运动。在日本能率协会

内设立了PD研究会，邀请平原直先生(历任装卸研究所所长

、日本装卸协会会长，被誉为日本“物流之父”)担任会长，

每个月举办PD研讨会；在流通经济研究所，日本权威物流学

者林周二教授等也组织起PD研究会，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启

蒙教育活动。经过8年的努力，1964年日本政府终于开始对PD

引起了关注。通产省几次邀请平原直先生去政府机关说明PD



的重要性，为政府官员们讲课。同年7月，通产省决定讨论物

流预算案时，担心新闻媒体在报道中讲PD日本人听不懂，于

是邀请平原直先生同内山九万先生(日本通运株式会社专务董

事)商议。内山专务认为PD中的“P”，即Physical在这里并不

是“物质”的意思，而是“物理”的意思，Distribution是“

流通”的意思，所以应把PD译为“物理性流通”，但又觉得

作为一个名词，“物理性流通”字数过多、过长，只好缩为

“物的流通”。于是“物的流通”这一新词在全日本媒体上

发表了。 此后，“物的流通”在日本逐渐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产业构造委员会内设立了“物的流通分会”；1970年成

立的日本最大的物流团体之一就叫“日本物的流通协会”。

同年成立的另一个日本类似的物流团体，日本物流管理协议

会每年举行的物流会议也都叫“全国物的流通会议”。 1970

年以后很多人又觉得“物的流通”也有点长，于是就干脆简

称为“物流”了。“物流”这个词在日本至今仍在使用。 二

、中国物流启蒙 众所周知，物流在国外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日本从美国引入了PD概念，用日文汉字“物流”替代了美国

人一贯使用的Physical Distribution(PD)，而我国现在广泛使用

的“物流”，实际上是从日文汉字“物流”翻译而来。 1978

年11月，原国家物资总局会同国家计委、财政部，山东、陕

西、广西三省有关单位共17人组成中国物资工作考察团，由

原国家物资总局副总局长陶力同志带队，赴日本考察生产资

料管理和流通现状，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本工业技

术文化中心的协助下，分组访问了日本的商社、生产企业、

物流企业，与日本通产省、运输省官员，日本钢铁联盟、日

本物的流通协会的物流专家、学者进行了专题座谈。考察团



一行听到了一个新词，这就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物流”。

在回国后写出的考察报告中，专门介绍了商流和物流的涵义

及日本物流合理化管理经验，该考察报告被收录在由中国物

资经济学会编写、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外国和港澳

地区物资管理考察》一书中。 1979年3月，中国物资经济学会

筹备组成立后，开始与国外的物流团体取得联系，准备向国

外派团组考察物资流通。1979年5月，以原国家物资总局科教

局局长梅洛同志为团长、原国家物资总局储运局副局长桓玉

珊为秘书长，交通部、铁道部、国家经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等

单位组成的中国物资工作者代表团，赴日本参加第二届国际

物流会议，并首次专门对日本的物流进行了考察。同年10月

，桓玉珊副局长应中国物资经济学会筹备组之约，向在京的1

700名物资工作者作了题为《国外重视物流研究》的学术报告

，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介绍了国外物流现状。同年11月20日出

版的中国物资经济学会筹备组刊物《物资经济研究通讯》，

刊载了该学术报告的全文，使物流知识在广大的物资管理干

部中流传。 1979年10月22日至11月6日，应中国物资经济学会

筹备组的邀请，以社团法人日本能率协会会长、日本物的流

通协会副会长十时昌先生为团长、东京大学教授林周二先生

为顾问、大和运输株式会社社长小仓昌男先生为副团长的“

日本物的流通协会物流访华团”一行10人，作为国外第一个

来访的专业物流团体，先后访问了北京、武汉、成都、重庆

、上海等城市，在各地共举行了11场物流学术讲演和座谈。

日本物流专家、学者详细介绍了日本、美国的物流现状和物

流管理经验，给我国的物资工作者带来了崭新的物流概念，

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讲演内容后来在专业刊物上登载，“物



流”一词进一步在我国传播开来。 1980年3月，中国物资经济

学会正式成立后，学会理事长余啸谷同志(原国家物资总局副

总局长)和秘书长高博同志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同年6月

组织了中国物资经济学会赴日代表团，考察了日本物流。在

日本两个最大的物流团体--日本物的流通协会和日本物流管

理协议会的精心安排下，代表团对日本的物流理论研究、企

业物流管理、物流人才培训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考

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之后，中国物资经济学会顾问(

原国家物资总局总局长)李开信同志、中国物资经济学会副理

事长(原国家物资总局副总局长)宋尔廉同志等都曾率团出访

了日本、美国，考察物流或参加国际物流会议。截止1989年

，中国物资经济学会共组织了19批物流团组出国访问考察或

参加国际物流会议，全面、系统地掌握了国外物流发展现状

和管理经验，为我国物流启蒙和宣传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1979年至1989年期间，中国物资经济学会接待的国外物流

专业考察团组有21批之多。日本物的流通协会会长田中文雄

先生、理事长山芳雄先生、常务理事小河信雄先生、山本茂

男先生、角田国雄先生都来过我国。日本物流管理协议会理

事长、权威物流学者宇野政雄先生也率团来过我国。东京大

学教授、权威物流学者林周二先生曾4次率团来华进行物流学

术交流。其他日本物流专家、学者，如著名的物流成本权威

学者西泽修教授、装卸搬运学者梁濑仁先生、企业物流权威

学者唐泽丰教授、著名流通经济学者田岛义博教授以及企业

物流专家河野力、山越完吾先生都来我国做过物流讲演。林

周二教授在中国科学会堂进行物流学术讲演时，北京物流界

的学者、教授、专家和企业经营决策者700多人参加，会场座



无虚席，3个多小时的学术讲演，中途无一人退场，可见中国

人对物流的新鲜感和浓厚的兴趣。 1981年，在《物资经济研

究通讯》上首次大篇幅连载北京物资学院王之泰教授编写的

“物流浅谈”，系统地论述了物流概念、物流管理、物流结

构及物流信息等。1982年，中国物资经济学会秘书处靳伟(本

书作者)紧接其后，连续在《物资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

为“日本物流管理沿革、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的文章，

详细介绍了日本从物流用语的引进到物流理论研究、物流管

理实践的全过程。与此同时，《天津物流》、《物资流通研

究》、《物资管理自动化》等专业杂志也陆续发表或转载了

许多物流方面的文章。 我国出版的第一本物流专业著作

是1986年2月由吴润涛、靳伟、王之泰三人翻译、由中国物资

出版社出版的《物流手册》。该书52万字，出版后获“全国

优秀畅销书奖”，很快销售一空。同年9月，靳伟、薛宝田和

李振三人又翻译出版了《物流管理入门》。1987年，李京文

、徐寿波为主编，王之泰、吴润涛为副主编的《物流学及其

应用》一书出版。这些文章和专业书籍的发表和出版发行，

使我国物流业界了解了物流知识，掌握了国外物流现状和发

展趋势，为我国企业物流实践提供了参考，也为我国后来的

物流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还为我国的物流文库提供

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为我国物流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另

一个民间团体--中国物流研究会，1984年8月在北京成立。由

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柳随年同志任会长，原国家物资总

局干部高博同志任秘书长。成立大会收到了国务院总理李鹏

同志的祝词。该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收到了150多篇论文

，100多个单位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人数达500多人。该研究



会1987年7月在蚌埠召开了首届年会，也有50多个城市，29所

大专院校、科研单位，35个大型企业，150人出席，收到论

文70余篇。会上，代表们就物流学、物流发展战略等重要理

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显示出中国物流研究会这

一专业学术团体的勃勃生机和中国理论界对物流的极大关注

。 1986年秋季，北京科技大学邀请德国多德蒙特大学教授、

著名物流学者尤尼曼先生来华讲学，与该大学吴清一教授、

中国著名物流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第二年，在吴清一教授

的主持下，该大学邀请了日本的“物流之父”平原直先生来

北京举办物流培训班，为我国开展物流人才教育开了一个好

头。1989年，吴清一教授又以录像的形式展开了物流启蒙教

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89年4月，中国物资经济学会在北

京成功地举办了第八届国际物流会议，有21个国家，360名代

表出席，同时举办的国际物流机械展览会也获得了圆满成功

。国际会议之后，“物流”用语在中国大地进一步传播开来

，物流理论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可喜局面。 20世纪80年代，中

国交通运输协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铁道学会、中国

商业经济协会、中国包装技术协会等民间团体以及北京物资

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华中工学院、国家经

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北京起重机械研究所、天津物流研究所

、襄樊物资流通技术研究所等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以及中国

物资出版社，也以各种方式积极开展了物流知识宣传普及、

启蒙教育和国际交流等活动，与中国物资经济学会、中国物

流研究会一样，为我国的物流启蒙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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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