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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5_B8_88_E8_c31_595375.htm 一、物流系统的一般

要素 和所有的系统一样，物流系统的一般基本要素由三方面

构成。 1．劳动者要素。它是所有系统的核心要素、第一要

素。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建立一个合理化的物流系统并使

它有效运转的根本。 2．资金要素。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

实现交换的物流过程，实际也是资金运动过程。 同时物流服

务本身也是需要以货币为媒介，物流系统建设是资本投入的

一大领域，离开资金这一要素，物流不可能实现。 3．物的

要素。物的要素包括物流系统的劳动对象，即各种实物。缺

此，物流系统便成了无本之木；物流的要素还包括劳动工具

、劳动手段，如各种物流设施、工具，各种消耗材料（燃料

、保护材料）等。 二、 物流系统的功能要素 物流系统的功能

要素指的是物流系统所具有的基本能力，这些基本能力有效

地组合、联结在一起，便成了物流的总功能，便能合理、有

效地实现物流系统的总目的。 物流系统的功能要素一般认为

有运输、储存保管、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

物流信息等，如果从物流活动的实际工作环节来考查，物流

由上述七项具体工作构成。换句话说，物流能实现以上七项

功能。 1． 包装功能要素。包括产品的出厂包装、生产过程

中在制品、半成品的包装以及在物流过程中换装、分装、再

包装等活动，对包装活动的管理，根据物流方式和销售要求

来确定。以商业包装为主，还是以工业包装为主，要全面考

虑包装对产品的保护作用、促进销售作用、提高装运率的作



用、包拆装的便利性以及废包装的回收及处理等因素。包装

管理还要根据全物流过程的经济效果，具体决定包装材料、

强度、尺寸及包装方式。 2． 装卸功能要素。包括对输送、

保管、包装、流通加工等物流活动进行衔接活动，以及在保

管等活动中为进行检验、维护、保养所进行的装卸活动。伴

随装卸活动的小搬运，一般也包括在这一活动中。在全物流

活动中，装卸活动是频繁发生的，因而是产品损坏的重要原

因。对装卸活动的管理，主要是确定最恰当的装卸方式，力

求减少装卸次数，合理配置及使用装卸机具，以做到节能、

省力、减少损失、加快速度，获得较好的经济效果。 3． 运

输功能要素。包括供应及销售物流中的车、船、飞机等方式

的运输，生产物流中的管道、传送带等方式的运输。对运输

活动的管理，要求选择技术经济效果最好的运输方式及联运

方式，合理确定运输路线，以实现安全、迅速、准时、价廉

的要求。 4． 保管功能要素。包括堆存、保管、保养、维护

等活动。对保管活动的管理，要求正确确定库存数量，明确

仓库以流通为主还是以储备为主，合理确定保管制度和流程

，对库存物品采取有区别管理方式，力求提高保管效率，降

低损耗，加速物资和资金的周转。 5． 流通加工功能要素。

又称流通过程的辅助加工活动。这种加工活动不仅存在于社

会流通过程，也存在于企业内部的流通过程中。所以，实际

上是在物流过程中进行的辅助加工活动。企业、物资部门、

商业部门为了弥补生产过程中加工程度的不足，更有效地满

足用户或本企业的需求，更好地衔接产需，往往需要进行这

种加工活动。 6． 配送功能要素。是物流进入最终阶段，以

配送、送货形式最终完成社会物流并最终实现资源配置的活



动。配送活动一直被看成运输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看成

是一种运输形式。所以，过去未将其独立作为物流系统实现

的功能，未看成是独立的功能要素，而是将其作为运输中的

末端运输对待。但是，配送作为一种现代流通方式，集经营

、服务、社会集中库存、分拣、装卸搬运于一身，已不是单

单一种送货运输能包含的，所以在本书中将其作为独立功能

要素。 7． 物流情报功能要素。包括进行与上述各项活动有

关的计划、预测、动态（运量、收、发、存数）的情报及有

关的费用情报、生产情报、市场情报活动。对物流情报活动

的管理，要求建立情报系统和情报渠道，正确选定情报科目

和情报的收集、汇总、统计、使用方式，以保证其可靠性和

及时性。 上述功能要素中，运输及保管分别解决了供给者及

需要者之间场所和时间的分离，分别是物流创造“场所效用

”及“时间效用”的主要功能要素，因而在物流系统中处于

主要功能要素的地位。 三、 物流系统的支撑要素 物流系统的

建立需要有许多支撑手段，尤其是处于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

中，要确定物流系统的地位，要协调与其它系统的关系，这

些要素必不可少。主要包括： 1．体制、制度。物流系统的

体制、制度决定物流系统的结构、组织、领导、管理方式，

国家对其控制、指挥，管理方式以及这个系统地位、范畴，

是物流系统的重要保障。有了这个支撑条件，物流系统才能

确立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2．法律、规章。物流系统的运

行，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企业或人的权益问题，法律、规章一

方面限制和规范物流系统的活动，使之与更大系统协调，一

方面是给予保障。合同的执行，权益的划分，责任的确定都

靠法律、规章维系。 3．行政、命令。物流系统和一般系统



不同之处在于，物流系统关系到国家军事、经济命脉，所以

，行政、命令等手段也常常是支持物流系统正常运转的重要

支持要素。 4．标准化系统。是保证物流环节协调运行，保

证物流系统与其它系统在技术上实现联结的重要支撑条件。 

四、 物流系统的物质基础要素 物流系统的建立和运行，需要

有大量技术装备手段，这些手段的有机联系对物流系统的运

行有决定意义。这些要素对实现物流和某一方面的功能也是

必不可少的。要素主要有： 1．物流设施。它是组织物流系

统运行的基础物质条件，包括物流站、场，物流中心、仓库

，物流线路，建筑、公路、铁路、港口等。 2．物流装备。

它是保证物流系统开动的条件，包括仓库货架、进出库设备

、加工设备、运输设备、装卸机械等。 3．物流工具。它是

物流系统运行的物质条件，包括包装工具维护保养工具、办

公设备等。 4．信息技术及网络。它是掌握和传递物流信息

的手段，根据所需信息水平不同，包括通讯设备及线路、传

真设备，计算机及网络设备等。 5．组织及管理。它是物流

网络的“软件”，起着连结、调运、运筹、协调、指挥其它

各要素以保障物流系统目的的实现之作用。 把物流师站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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