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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 *基本观点 物流受利益推动 物流受信息引导 创造有

利于物流的宏观环境是政府和国家的职责 *基本定义：生产部

，消费部，物流 为了把问题简单化，我们先给物流下一个简

单易懂的定义。人类要生存，必须消费一定量的物质，还必

须有一个提供这些物质的系统，于是我们可以把一个社会分

为两大部分：消费部和生产部。物质从原材料、生产、运输

、储存、分配和销售等等最终到达消费部的消费者手中的所

有流动就统称为物流。 *理想的物流 物流的理想状态是随心

所欲的通畅，想流就流，想止就止，该通就通，该堵就堵，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完全满足人们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在

物流条件好的地方，生活的需要和生产的需要都较容易得到

满足，生产发展得快，生活也提高得快。以往的大城市都在

物流方便的河边、海口逐渐形成。所以，物流环境的好坏决

定了经济的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流都是好的，有些流对某

些人好，对另一些人不好，如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卖鸦片给

中国。 物流业面临的问题，无非是生产部内部以及生产部与

消费部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人类社会的生产部如果有孙大圣

的神通，一切问题就好办了。孙猴子有火眼金睛，能洞察顾

客想要什么，还能千变万化，转眼之间就能把顾客要的东西

变出来。这就是物流问题的完美解决。虽然现实世界中没有



孙大圣，但人们还是希望通过密切的分工和合作逐步接近孙

猴子的水平。 *现实的物流 现实的市场经济的物流相当于无

数个猪悟能互相竞争，要把自己的产品卖给消费者。我们可

以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立体的物流网络。政府和大公司是网

络的支柱，小公司构成无数的节点，一环扣一环连接起来。

每一个环节的连接的好坏，都给周围的发展造成影响。物流

的网络不断生长、衰亡，经常有一些老环节断裂，也经常有

一些新节点产生，在新节点的周围又形成新的连接，很象一

个有机体，血管通畅的地方，细胞健康生长，血管断裂之处

，细胞发育不良，组织坏死。物流网络中连接得好的地方越

来越坚固发达，连接得不好的地方越来越脆弱。某个政府和

公司的垮台，会造成地区物流网络的崩溃，使人民的正常生

活受到破坏。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比如阿根廷和前苏联以及

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除了人祸，天灾也仍然是影响物流的

重要原因之一。 物流就象水流一样有其规律性。水往低处流

，物流也往容易流的地方、被需要的地方流。 *影响物流的三

要素 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地区物流状态的好坏？首先是自然因

素。如果一个地区山高水险、气候恶劣、人烟稀少，那肯定

桥也难架，路也难修，物流不会好。如果两个地区自然条件

基本一样，修路、架桥、建机场、码头的成本都差不多，那

决定这两个地区物流状态好坏的就是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

。我们下面就分析影响物流的人为因素以及解决方法。总共

有三个方面：利益因素，信息因素和宏观环境。 *利益因素 

我们知道，物流因人的需要而产生，这个需要是消费者对物

质的需要和生产者对利益的需要。因为人的需要，所以有物

流，这就是利益因素。利益是物流流动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物流的每一寸流动都受利益的驱使，没有利益决不会有物流

。简而言之，物流是因人们的利益追求而产生，物流的流动

是人的利益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的结果。所以人的利益问题

解决得好，物流就顺，解决得不好，物流就流的不顺。利益

问题如何解决呢？自古有两种办法：文的和武的，或者通过

谈判合作或者靠武力强权。日本人曾经在中国搞物流，搞“

大东亚共荣圈”，因为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受到强烈的

抵制和反抗，结果以失败告终。因此并非有利可图物就一定

流，必须各有关方面的利益得到比较公平合理的分配物流才

会顺畅，如果利益发生冲突，物流就会受阻，或者流不动，

或者成本较高。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更多地通过谈判

和合作解决他们的利益追求。因此和平时期的物流首先由参

与物流的原材料、生产、储运、销售、消费等各方的合作的

能力决定，合作得好，物流就流得顺利，合作得不好，物流

就不顺。人群的合作能力有高有低，由其文明的发达程度决

定。我们可以把物流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能力分为签约

能力和守约能力。签约能力是人们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签下

合同和协议的能力。守约能力是人们信守协议、诺言，履行

合同的能力。如果签了约不能守，合同相当于一张废纸，法

律也如同一纸空文。一个地区的人如果善于签约和守约，说

明他们的利益问题解决得好，说明他们的合作能力强、文明

程度高，说明他们能提供货真价实和童叟无欺的产品和服务

。人要达到真诚的合作，必须有起码的关于平等的理念和基

于这一理念建立起来的公正的法律，人群的文化和道德素养

在这里起着相当重要作用。从物流的历史看，物流随着一个

社会的诚信度的提高而变得更容易，如货币的使用和信用卡



的产生等等。一部分物流先是被资金流、而后又被信息流所

取代。 下面的例子可以形象地说明利益问题及其解决的方式

对物流的影响。物流的世界到处有十字路口，如果人们善于

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制定出法律和交通规则并且人人遵守，

大家都照交通指示信号行动，物流就畅通无阻，做生意的效

率就高，大家都可发达。这就是合作的好处。如果人们不能

合作，或不愿通过协商和妥协解决问题，不能制定出合理的

制度，或者有人想靠特权获得更大的利益，搞歪门邪道，贿

赂收买警察，强行通过等，必然经常发生摩擦、挤撞、扯皮

，结果物流常常受阻。这相当于一个落后的体制和社会，还

没有能力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交通制约系统。我们可以把这种

因利益分配影响物流的现象称为物流的十字路口现象。利益

问题要靠谈判、合作解决。显然，通过协商、和平合理解决

利益冲突是改善物流的一个关键，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

。 *信息因素 通过十字路口之后，物流将遇到丁字路口，也

就是应该往哪个方向流的问题。物流应该往哪个方向流才能

获得较大的利益？这必须通过市场调查和研究才能知道。这

就是解决物流问题的另一关键：信息因素。比如一列车苹果

运到丁字路口，应该往东还是往西？如果有可靠的情报显示

东城的苹果过剩，那我们就知道要把苹果运到西城才能卖更

好的价钱。如果没有情报，那就只好瞎碰。也就是必须有正

确的信息引导，商品才能到达它该去的地点、找到需要它的

消费者，实现它的价值。 没有正确信息引导的物流是盲流，

没有正确信息指导的生产是盲目生产，而在正确信息指导下

的生产是计划生产。因此，物流的盲目与否，由能否获得有

关信息和信息的准确与否决定。没有信息引导，物流寸步难



行。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得到准确的信息？我们首先要清楚

信息从何而来。所有信息都靠人来感知、提供、收集和整理

，人们是否愿意和能够提供可靠的信息？是否有人要刻意制

造虚假的信息？这个问题与人的能力和诚意有关。因而信息

问题、丁字路口的问题的解决，除了靠提高感应能力，既感

知和应变能力之外，也有赖于一个社会的诚信度的提高，既

加强真实信息的传播和减少虚假信息的流通。作为一个生产

部门，如果能够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错综复杂的各种信

息中，作出较为正确的判断和采取行动，就多了一点在生存

竞争中获胜的机会。人并非全知全能，在现今的社会，人类

不能摆脱生产和流通的盲目性，正如我们难于获得足够正确

和全面的信息来预知股票市场的变动。随着人类信息能力的

提高，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计划性也将不断提高，从而逐步

减少盲目性和浪费。 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有助于我们进

一步理解利益因素和信息因素对物流的影响：假设有很多人

在剧院里看戏，突然发生火灾，如果这些人不能协商合作，

又不明真相，争先恐后、夺路奔逃，其结果就必然是象一群

不能协商的老鼠，慌不择路、你拥我挤、自相践踏。反之，

如果他们的理性能控制他们的惊慌和恐惧，使他们能达成某

种协议和进行有效的合作，如选出部分人断后灭火、部分人

维持次序，约定最后离开者将得到补偿等等，就可能有多一

点人能逃出困境。显然，通过迅速的信息交流达到利益的妥

协和合理分配，可以提高物流整体效率，使群体获得最大好

处。 *物流的宏观环境 解决了影响物流的利益因素和信息因

素的问题之后，物流就顺利通过了十字路口和丁字路口，接

下来我们要考虑物流的宏观环境。物要有路才能流，无论走



海陆空。但路是怎么来的？路不是天生就有，要人来修建和

维护。这个“路”就是物流的宏观环境，是与物流业有关的

主要硬件和软件，如主要公路、铁路、桥梁、车站、码头、

机场、海关、公共物质集散地、信息情报中心、公共图书馆

、公共媒体、通讯网络、交通图的绘制发行、交通天气预报

、流通所用的货币的定制和金融系统、相关的法律和规定等

等。这些重要的硬件和软件，同所有的生产竞争者和消费者

的利益都直接有关，因此物流的宏观环境应该是属于公共拥

有的设施和资源，不应由个别企业或个别人所垄断。如果公

路成为私路，到处设关立卡，或管理不好，车匪路霸出没，

都对物流业极为不利。若是有关企业破产，也会影响整个物

流网络的正常运行。物流的宏观环境一般是由大家都信得过

的、有决定力量的公司、机构和部门来负责，这个“公司”

是公共公司，这个“机构和部门”经常是政府。比较合理的

情形是政府受人民的委托承担这些责任。当然，该由谁来负

责修路架桥，这归根到底也是由利益因素决定的。从物流的

角度来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为他们相

信政府能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希望政府把这些公共

设施建设好和管理好，以保证物流的通畅、经济的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政府如何能满足生产和消费者的需

要，创造出一个有利于物流的环境呢？这是各党派、社会团

体、生产者的代表、消费者的代表和组织应该关心和协商、

督促解决的问题。 利益因素、信息因素和宏观环境是解决物

流问题的三要素，它们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其中宏观环

境最为重要，而宏观环境的形成又直接受利益因素和信息流

通的制约。把这三个问题解决好，物流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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