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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质量的提高，其核心在于运作的准备充足与否及对标

准和流程的执行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决定胜负的因素 着眼于

未来的发展，货运量的集约化和货运线路的集约化，都为我

们实施分区运输的服务模式提供了物质的可能性。分区运输

对于细节的要求非常高，主要包括：运输线路分区规划、服

务供应商的选择、现有运输模式的切换、服务供应商的考核

、运输例会的运行和持续改进的保证、运输监管制度的完善

和实施等，尤其是我司准备在南京设立配送中心而由一套班

子统一管理、调度，这样对于整体协调及分区运输的操作就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运输线路分区规划 1.1对于铁路运输

来说，必须拥有两家可相互替代的服务供应商。 对于两家提

路服务供应商，必须同时都具有承运2类价格的能力，从而保

证在正常情况下货运价格的最低；而且两家服务供应商要具

有向二级城市的配送能力，并能够随着同方电脑业务的发展

不断延伸配送服务的能力。 1.2对于航空运输来说，每一家服

务供应商一般都只背靠一两个航空公司，服务能力也只限于

各自的服务范围之内，因此，对于未来加急货物及高值货物

的运输服务供应者，我们应针对其实际线路的运作能力至少

选择两家供应商，并且两家供应商的运作范围及能力既具有

互补性同时也应尽量具有可替代行，这样才能增加相互之间

的竞争性，而且对于航空服务供应商来说也要具有向二三级

城市配送的能力。 1.3对比各种运输模式的规划运作，公路运



输的合理规划（包括货量和路线）、实际运作及管理水平的

高低，更能真正体现一个公司的物流运作实力及管理水平。 

下面参照2001年全年的运输数据和2002年前9个月的运输数据

来规划具体的公路分区运输问题。 2001、02年公路运输省市

的数据份额：（略） 从两年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我司全国

公路运输省市所占的份额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用这

份数据作为分区规划的标准是有其参照意义的。 1.3.1河南、

陕西两省从运输路线上说是一条线路，两年的份额同样都是*

％，因此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运输区域来操作、管理； 1.3.2华

北区（除北京、河南）、宁夏两年的份额分别为**，而且大

同、呼和浩特、包头及银川在运输线路上都是一条线路，因

此这两个地区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运输区域来操作、管理；

1.3.3东北区两年的份额均为*％，而且东北区天然的就是一个

运输区域； 1.3.4由于华东区在全国所占的份额非常大，因此

对于华东区专门划分出两个运输区域，以增强相互的竞争性

： 1.3.4.1南京、上海、安徽两年的份额分别为*％、*％，在运

输线路上可以以南京为中心辐射苏北、上海、安徽等地；或

者上海一条线路，南京、苏北、安徽一条线路，因此这三个

地区为一个运输区域； 1.3.4.2苏州、浙江两年的份额分别为*

％、*％，在运输线路上，可以以苏州为中心覆盖苏南、温浙

地区；或者分别以苏州、杭州为中心各自辐射苏南、浙江地

区，因此这两个地区为一个运输区域； 1.3.5北京地区两年的

份额同样都是*％，作为北京市内的运输，按照现有的运输价

格计算应该说是非常低廉的，因此如果把北京单独作为一个

运输区域，服务供应商在价格上很难接受，所以我们准备将

北京并入华东两个服务供应商中的一个来运作。 1..4对于南京



区域配送中心的运输规划，总的原则是以华东地区、华中地

区为主，兼顾全国的策略，再加上对于南京的物流管理也是

由北京的一套班子进行管理，因此我部建议对于南京的服务

供应商的选择最好是北京的服务供应商的分部，但必须要有

仓储管理能力、极强的运输能力，这样才能保障南京物流工

作的质量，而且也便于双方的沟通，并能够保证管理的一致

性； 2、现有运输模式的切换：应该说按照上述分区规划来

运作既最大限度的照顾了现有的运输格局，又保证了近期物

流的总体发展，具有一定的实施可能性。 如果进行切换的话

，如何进行操作呢？首先让我们对现有的运输模式做一下梳

理，其实，我司现有的运输模式就隐含着分区运输的影子，

只是由于现在的货量并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没能将分区工作

进一步细化，做的还比较粗糙而已。 2.1××航空：主要负责

航空货物的运输； 2.2××快送、××快运：主要负责铁路货

物的门到站、门到门运输； 2.3××快运：负责东北区、华东

区的南京、安徽、上海的公路货物运输； 2.4××物流：负责

华北区（含北京、河南）、华东区的苏州、浙江的公路货物

运输； 其中××航空、××快送、××快运都是一级服务供

应商，而××物流除北京、济南的货物由自己承运外，其它

地区的货物都要由二级服务供应商来承运，因此主要是“卖

货”。对比现在的4家服务供应商，未来的服务供应商将至少

达到8家，而且对于服务供应商的要求要相对提高，至少具有

专线运输的能力。 对于运输模式的切换必须遵循一个策略：

成熟一区域发展一区域、发展一区域规范一区域、规范一区

域成功一区域。 由于我司的现有航空货物并不是很多，因此

对于航空服务供应商的增加暂时没有必要提到日程来；而对



于铁路货物的运输，现在实际的模式于规划中的模式也基本

吻合，因此变动的可能性也并不大；真正变动最大的地方就

是公路货物运输。 关于公路货物运输我们将按照切换策略，

对每个规划中的运输区域进行考核，凡是达到单独运输的条

件（主要是货量方面），那就选择足够承担的供应商来进行

实体操作，随后对新引进的服务供应商的运作进行考核、规

范直至成功。然后周而复始进行操作，直至切换完毕。 3、

服务供应商的选择和考核 对于物流模式切换的成功与否，服

务供应商选择是否得当是个非常关键的环节。选择服务供应

商我们准备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核、选择： 3.1是否熟悉当地

情况、是否具有覆盖全国的物流网络； 3.2是否具有提供低廉

的价格、优质的服务、灵活的运营能力； 3.3是否具有行业运

营经验及标准化的运营程序； 3.4是否具有信息技术系统和整

合性的物流资源； 服务供应商引进后，必须加大对其的管理

力度，我部将对现有的考核制度进行修订，对服务供应商的

车辆满足虑、紧急定车满足虑、准时率、投诉率、异常事件

处理效果、及运价是否可随市场调整状况等作出严格的考核

，从而保证服务质量的提高。 4、 运输服务的监管 由于需要

管理北京8家服务供应商以及南京的服务供应商，北京需要增

加两个运输管理专员来分别管理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服务供

应商，对于服务供应商的考核力度及细度都要加大加深；并

且对于各自的管辖区域至少要保证每季度必须询查一个区域

，及时了解当前的服务现状及客户未来的服务需求以保证服

务质量的提高。并且希望与大区合作，有专人来了解运输服

务质量，每月进行沟通从而保障信息的及时性。 对于运输服

务的监管，首先是对服务供应商的工作范围进行明确，其次



是必须要将每月的运输考核、例会制度贯彻下去。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完善自身的运作，不断的提高服务质量，真正达到

双赢的目的 我司的物流服务外包以分区运输的模式进行操作

，应该说是符合我司的现状和近期发展的，但是从长远的角

度考虑纯粹的第三方物流道路才更符合物流服务外包的核心

。只是由于国内暂时没有哪一家可提供这种全方位的物流服

务，因此我司对于此方面的信息时时跟踪即可。如果说我司

能够在与现有的物流服务供应商的合作中选出一家有实力、

也有能力的服务供应商加大合作力度及忠诚度，以及慢慢考

核培养，我想真正的第三方物流模式是完全可以实施的。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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