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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8_B5_84_E8_c31_516815.htm 物流标准化的普及有

赖于产业自身的发育程度，但是国外企业已逼在门口，一批

跨国公司的紧密追随者正随之而起，另一些身处外围的企业

，在对物流标准化的推拒还迎之间将失掉成长的机会。 2004

年9月16日，一向比较沉寂的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会议室爆发出

一阵阵愉快的笑声。这源于宝洁公司首席信息官斯蒂夫戴维

一场诙谐、幽默的演讲。 “建立全球产品目录库的目的是要

让每一个商品只有一个条形码，就像每个人只有一个身份证

一样。” 斯蒂夫戴维举着手中一个柱状的物体向大家比划着

。 按照他的日程安排，他在中国逗留时间只有3个小时，而

他此行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想借这场国际供应链最新技术

研讨会，将宝洁参与的全球产品目录库中国数据池的开发计

划，与其中国的商业伙伴们进行交流。 宝洁试图将其供应链

管理理念进一步传递给他在中国的客户。 标准从无到有 虽然

宝洁，强生、雀巢、联合利华等强势供应商，在中国的敛财

之路顺风顺水，但无一例外受到信息渠道不畅通的牵连，它

们在全球推行的与客户之间互相渗透的关系同样在中国卡壳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所做的调查显示：在国内被调查的234家

工商企业中，只有6家与贸易伙伴的数据一致，仅占2.6％。 9

月9日，宝洁、强生、雀巢、联合利华等中国公司的高层领导

聚在北京，他们还带来了天南地北的客户，甚至请来了蓝色

巨人IBM、中国IT企业富基旋风、用友等IT企业，物流企业宝

供以及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等。他们是为了一个标准的公用平



台而来。 这是一项叫做ebXML的国际标准。ebXML的优势在

于它的跨行业架构和通用性，比起传统的EDI，它不再局限于

单个企业之间的数据交换，它可以一对多，也可以多对多。

对于越来越复杂的供应链，它为不同行业的企业在同一个平

台进行交易扫清了障碍。比起EDI，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价位

要低得多，据说，这项标准在宝洁、强生、联合利华试点成

功后将由中国编码中心向全国推广。 同时，巨头们还一起探

讨了在整条供应链上托盘的高效使用。他们认为目前托盘大

多限于各个企业内部使用，并没有进入流通环节，导致多次

人工搬运，效率低下。如果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物流的各个

环节如运输、保管、发货、输送、进货都将以托盘为基本单

元，即可大大降低流通成本。此项标准正在由中国物品编码

协会制定，宝洁、强生等表示，他们将尽最大力量推进和支

持这项工作进行。 从1997年，宝洁就开始积极奔走，大力游

说中国本土零售商采用其管理模式，以实现共赢。 在美国，

宝洁成功的秘诀在于，信息技术投资强化了企业的核心价值

，比如获取零售商销售数据，并为其店铺提供实时存货和现

金流信息的零售连锁系统，其目标就是帮助零售商提高销售

额，进行自动补货，减少零售商的缺货损失，同时还可为他

们进一步控制库存，从而达到双赢。这些技术投资符合宝洁

一贯的思维。 但是在中国，这种技术投资所形成的竞争优势

却无法得到充分的表现。宝洁遇到了太多的连EDI（电子数据

交换）也没有的零售商和分销商，能与宝洁用电子订单交易

的也就是沃尔玛、家乐福、上海华联等一些大型零售企业。 

面对中国的信息化还不是十分普遍的现状，宝洁的大部分订

单只能采取电话或传真等方式进行，出错率居高不下。这两



年，虽然宝洁的许多上下游企业也开始逐步普及信息管理系

统的建设，宝洁有60%的订单都是通过电子商务形式与零售

商沟通。但各个客户收集起来的数据因为分类、格式、类型

、长度缺乏统一标准而无法共享，充其量只是一个个信息孤

岛，严重影响了宝洁的物流管理和电子商务运作，出错的事

仍然时有发生。这些现象造成中国宝洁的经营成本比国外高

很多。 宝洁零售客户系统经理沈锋说：“由于信息不畅，常

常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场面，产品在各节点的仓库里大量积压

，消费者却在货架上找不到自己需要的商品；制造商有着旺

盛的生产能力，零售商却大呼市场缺货。” 这种情况下，力

推行业标准成了宝洁的头等大事，今年7月底，宝洁公司正式

启动中国200家分销商数据交换系统，按照计划，全国各大分

销商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将与宝洁的系统进行链接。 深谙此

项工作意义的沈锋认为，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更需要有一个

独立的公用平台，最好是任何一个零售企业都可以利用这一

平台实现供应链的最优化设置，降低成本。 因弱小而紧从 巨

头力推行业标准无疑给国内许多物流企业带来了压力。 在中

国，跨国巨头们通常利用其供应链的主导和强势地位，以市

场行为去控制其配套服务商。就拿物流标准的问题来说，因

行业不同，跨国企业往往各家有各家的标准，为了分别满足

几家跨国企业的要求，从2001年开始，宝供物流企业集团先

后与宝洁进行了EDI连接、与飞利浦又用XDI对接，如今在宝

供内部，至少有7种不同的电子数据无线链接方式。 宝供尚

可如此，可中国的现实情况却是物流企业大多规模小，服务

意识和服务质量以及技术软件也不尽如人意。大多数物流企

业仅能提供单一功能的运输、仓储和配送服务，很少能提供



物流策划、组织，以及深入到企业生产领域进行供应链的全

过程管理，尤其在行业标准的建设方面，更是遥不可及的事

情。 比如，要采用一套硬件方面的标准，企业可能要更换所

有的托盘、货架，最起码5年以后才可能见到效益，对于大多

数企业来说，并不一定能投资得起。所以，在中国物流市场

上，常常会生出一些诸如劳燕分飞的闹剧来。 面对中国如此

不成熟的物流市场，跨国企业大多要不自己进入中国市场，

同时也带来为自己服务的国外第三方物流公司，如沃尔玛、

麦当劳等；要不就走本土化战略，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或

对中国物流企业进行改造，为自己服务，如宝洁、IBM、诺

基亚等。 宝供信息总监唐友三分析认为，归根结底还在于我

国物流企业的弱小而至，对于强大的跨国企业来说，他们并

没有把中国物流企业当作其供应链上一个集成的物流服务供

应商，而只是一个运输或仓储的工具。这种情况下对于跨国

企业的指令，作为独立于其供应链之外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

只能是言听计从。 有需求何以没动力 与热心的跨国企业和他

们的紧密追随者相比，其他物流企业对物流标准化却冷漠的

多。在9月10日全国物流标准技术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除中

远、中外运和宝供几家大型物流企业外，并没有看到国内其

它物流企业的踪影。记者分别拨通上海虹鑫等几家物流企业

的电话，诧异的是，对方对年内成立的3家关于物流标准化的

组织机构均不知晓。 在所有的标准化不完善的受害者当中，

感受最深的还是来自一线的物流企业，必竟他们损失的是真

金白银。山东三联家电物流配送中心的高金玲总经理说，由

于货物条码没有统一的标准，公司每天要多花1分多钱为每件

进出仓库的货物更换或贴上统一的条码，以便录入信息系统



，进行统一管理，实时监控。而每天进出公司的货物至少在1

万件以上，单此一项，每天就损失100多元。这还不只是直接

损失，公司因此要花费的人力、时间以及降低的效率则是无

法估算的。 在刚刚成立的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上，张成海

博士吸引了记者的视线，他来自中国编码中心并被任命为物

流标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是《物流配送系统标准体

系及关键标准研究》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令搞学术出身

的张成海最头疼的问题是不同标准之间的协调。“物流涉及

的面比较广，与很多行业都有密切的关联，比如电子商务等

。虽然物流标准可以自成体系，但它与其他标准体系有交叉

。我们的课题实际上是一个物流标准体系的搭建工作，涉及

很多标准，这些标准不是我们一家（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就

能做得了的。比如，涉及到运输标准，就要由运输主管部门

或其委托的专业协会来做。” 建立这样的体系需要多部门的

参与，但倘若这些部门之间互不通气，各自为政，就很难实

现标准的兼容，更枉谈形成统一体系了。 张成海另一个烦恼

是，此前，一些被人们认为将彻底改变物流面貌的标准化举

措，比如储运单元代码、物流单元代码、标准化物流术语等

，在推广过程中相继遭遇滑铁卢，使标准化的推广问题变得

更为现实。 张成海说：“标准化的投入就是如此，如果带不

来利益，企业就不会用。”比如，要采用一套硬件方面的标

准，企业可能要更换所有的托盘、货架，因为5年以后才能见

到效益，或者干脆投资不起，所以企业采取了抵制态度。 “

即便是过去国家统一宣传的行业标准，对于企业来说，只要

不是强制性标准，不爱用的就不用。很多企业只有在产品因

标准问题而卖不出去的时候，才会去采用。” 张成海对此颇



为无奈，行业标准的落实却要复杂得多，难度也大得多，如

果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出钱、出力，全力推广，任由一项标

准自生自灭，其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实，他的无

奈也正是新成立的物流标准技术委员会即将面临的问题，记

者向新任主任委员王忠敏表达了这一疑虑后，他只轻描淡写

地答了一句：“不实行标准化的企业最终都要被拒绝在市场

的门槛之外。” 不过，企业是最务实的，利益是他们平衡取

舍的直接杠杆。在采用和不采用之间，他们尚余多少时间走

回避路线呢？而由政府部门自上而下推行的标准是否真正能

来自企业，用之企业，为企业效益的提高搭一条直通路。如

果不能服务于更普遍的企业，那么，物流标准化的确立是否

会脱离更广大的市场现实，不能被广泛认同的标准是真正的

标准吗？ 政府的角色 实际上，目前我国已有了《商品条码》

、《储运单元条码》，这些国家标准制定出来以后，有关部

门原指望藉此规范物流条码应用，但1年下来，实际应用率不

足15%。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技术部李建辉分析这种现象认为

，物流标准化之所以被物流企业如此淡漠，根本原因在于它

还没有市场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技术标准通常是从行业

自发需求中产生的。新加坡原来没有自己的托盘标准，在与

国外托盘租赁公司的竞争中，本地的专业物流公司逐渐形成

规模，在行业协会和技术标准委员会的努力下，最终形成了

自己的托盘标准。在我国，市场需求还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

，由于标准化的普及有赖于产业自身的发育程度，宝洁等跨

国巨头之所以在中国遭遇标准的尴尬其实正是这个原因。” 

中国物流学会常务理事王佐的的看法是，物流标准化是一个

相辅相成、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所以，在中国也应如此，



物流应当由政府来创造产业发展机遇，行业规范则是在市场

推动下自发完成的。 统计显示，物流企业的“非标准化状态

”，让国民经济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以2000年为例，全国物

流费用支出高达17880.8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0%，如果

物流费用占比降低一个百分点，就可节约近900亿元。可见，

物流标准化已是阻碍物流发展的一个瓶颈，建立统一的物流

标准势在必行。 其实，我国对于物流标准制定也由来已久，

但由于国内物流业脱胎于传统的运输业，不同领域间往往各

干各的，相互割裂，铁路、公路、海运、航空都各有自己的

标准，不同工业部门也各自为政。以托盘为例，采用欧美标

准的物流企业有之，采用日韩标准的也有之，还有的干脆自

己制订，由此造成的托盘和产品包装箱尺寸不匹配，让物流

自动化成了“镜花月水”。 年内，又有两家关于物流标准的

制定机构成立。据称，9月10成立的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

要负责物流基础、物流技术、物流管理、物流服务方面的标

准化工作。8月12日成立的物流信息技术管理委员则侧重于物

流信息基础、物流信息系统、物流信息安全、物流信息应用

等标准的制定，两家统一由国家标准委领导。 不少物流人士

认为，国家标准委统一领导下的全国物流标准技术委员会和

全国物流信息技术委员会的格局虽然理想，但对于物流业本

身来讲，还是应当由政府来创造产业发展机遇，行业规范都

是在市场推动下自发完成的。宝洁等跨国企业借助市场改造

本土物流企业其实已经是这种行业规范形成的初级形态。他

们认为，政府部门应借势将物流标准的制定与这些跨国企业

同步发展，无疑会推动中国物流标准化的建设。 也有一种观

点认为，随着国外公司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物流标准化水平



会依靠“拿来主义”迅速提升。尽管这种假设存在可能性，

但恐怕没有人愿意因此付出惨重的市场份额代价。从这个意

义上讲，我国的标准化建设必须抓紧时间，在加入WTO

后3-5年的缓冲期内有所作为。虽然标准的制定和施行中存在

着不少消极因素，但物流业界必须为此付出努力，因为这是

掌握中国物流自身命运的唯一办法。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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