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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 “虽然很多人都关注并且有很多人都在参与物流标

准化工作，但物流标准化的现状仍然混乱。” 从物流标准化

提出来便积极参与、主持制定了《物流术语》国家标准的中

国物流技术协会理事长牟惟仲先生对记者说。他认为，如果

缺少国家法律法规、多头管理与多数物流企业发展水平不足

这三个瓶颈不突破，那么，目前看似热热闹闹的物流标准化

工作产生的实际作用将十分有限，更多的作用在于为几年以

后物流标准化的真正推行做准备。 法律法规缺失 “没有法律

法规为依据，推进标准化工作很难。”牟惟仲表示。可以说

，缺少有强制效应的法律法规可算物流标准化过程中最大的

软肋。 目前，只有卫生标准、安全标准与环保标准被纳入国

家强制性标准范畴。现有的物流标准只是在推荐性标准中设

定强制性条款。例如，物流业的基础标准比如《物流术语》

国家标准，虽然很多企业都认同并执行，但并不是强制性标

准。 以交通运输中的安全管理标准为例，目前全国物流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组织制定。其中会规定物流运输过程中必

须按照什么要求装车、必须怎么运输、必须使用什么材料捆

绑等等操作规范。以前在这些环节，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或者

标准可参照执行。比如在运输钢板的时候，都是用钢丝绳从

钢板中间勒住，勒住的地方会形成凹痕，影响产品质量，造



成浪费。这种捆绑方式和采用的材料显然不合要求。又如运

输电冰箱等电器，按规定如果包装箱没损坏而电器有损坏由

厂家责任，如果包装箱有损坏而电器也有损坏，责任在运输

企业。通常运输企业都是用绳子两头一系就可以了，运输中

绳子很容易勒坏纸制的包装箱，这时候，电器本身出现问题

难以追究责任，厂家与运输企业容易互相扯皮。其实，运输

过程中的标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货物运输的安全。比

如运输车在刹车、转弯甚至翻车时，按照标准规范执行的货

物应该跟随车体一起晃动，而不会由于惯性脱离车体，造成

危险或损失。 事实上，这类涉及到安全的标准相当重要并且

急需，但是国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要求，只是作为推荐

性标准，而非市场准入标准，所以企业并不重视。原因很明

显，使用普通草绳或者钢丝绳包装捆绑比使用规定的特别材

料要便宜得多，企业不会自动给自己增加成本。 法律法规的

缺失对物流标准化中的设备标准化影响也很严重。设备标准

化主要包括货架标准化、托盘标准化、叉车堆垛机标准化等

内容。以货架为例，现行标准对货架强度的要求主要从承重

量上作出了规定，例如承重500千克不变形。这算一个强制性

条款。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企业对此有自己的想法。现在

国内有几百家货架企业，市场竞争这么激烈，只要客户不明

确提出要求，货架企业就不会主动在承重等安全性能方面下

功夫，毕竟这需要厂家在材料、形状和加工等环节重新考虑

与投入，而成本上去后竞争优势就降低了。此外，一些货架

企业还抱着这样的想法，货架质量好不好，没有一年半载或

者几年时间是看不出来的，等到货架坍塌时，早过了企业定

下的保质期。这无疑为货架安全埋下隐患。 有一家外资货架



企业的总经理就对国内货架安全标准提出了质疑。他认为，

由于国内货架检测方法没有实现标准化，不同企业采用的标

准就会产生较大的差异。例如，有些国内企业生产的货架标

示的安全系数与真实情况不相符，如果按照他们采用的国际

标准来检测，比如承重量500千克的货架，可能需要从各个方

向施于更大的力量直到其变形，来确定货架可以承受的极限

重量，各种检测至少要两三天时间才能完成。他抱怨国内货

架企业在进行承重量检测时，只是放了500千克的货物到货架

上，只要货架还完好就算达标了。可见，不同标准下的检测

方法无论对货架强度的要求还是对生产企业的要求都存在不

小的差距。 牟惟仲认为应该将货架分为几大类，规定承重多

少吨以上的货架强度必须达到多少，然后在此基础上规定安

全系数，日本的安全系数为4，美国为3，欧洲为2。我国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定2或3，一旦定下安全系数就成为国家标准，

所有企业都必须同样执行。因为执行低系数的企业肯定比高

系数的企业省工省料。不过我国目前还没有这类标准，各种

技术要求参差不齐。 所幸，货架的标准问题开始受到业内企

业的自觉重视。2007年10月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南

京召开了“货架标准编制研讨工作会议”。南京音飞货架制

造有限公司、南京诺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六维物流设

备实业有限公司等主要的货架企业主动参与。“货架术语”

、“货架分类及代号”、“仓储移动式货架设计规范”、“

仓储货架生产管理要求”等4个物流行业标准的主要内容已确

立，上海国宝物流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参与的“托盘货架”、

“贯通式货架”两个行业标准主要内容已确定，南京音飞货

架制造有限公司参与的“组合式工业货架设计与计算”、“



工业货架规格和额定重量载荷”两个国家标准正在申报。 作

为另一个常用的物流器具，托盘的各项标准目前也在待确定

中。受到业界广泛关注的中国托盘规格标准，究竟是采用日

本的1100×1100标准还是欧洲的10000×1200标准成为主要分

歧点。实际上，托盘的标准化之争某种程度上是贸易之争、

利益之争。抛却经济上的因素，单纯从保障安全的技术角度

分析，物流装备行业专家李守林先生认为，10000×1200的托

盘更稳定一些，因为在此规格托盘上堆放的货箱为矩形，码

放第二层货箱时可以调换长宽方向，从而错开上下层货箱与

旁边的货箱形成同一个缝隙，而1100×1100的托盘上货箱为

正方形，则无法错开。 叉车等工业车辆的国内标准相对成熟

，但也有企业认为现在的叉车标准太多太细，比如连气膜厚

度等都作了规定。他们认为管理部门只需要将涉及安全、环

保的标准及其检测方法规定下来就可以了，至于其他方面是

企业随成本的调节灵活处理的细节，不必完全一致。 多头参

与协调难 与物流是个新兴行业一样，物流标准化也是一个新

话题，也同样存在多头组织、多头制定、多头管理的麻烦。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物流行业有明显的发展。到90年代后

期，整个国家都开始关注物流，其实早在那时，物流标准化

的话题就已经被相关部门提上日程。 物流是个新行业，因此

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管理部门，而是由相关行业的管理部

门负责相应方面的管理，同时各部门抽掉人员组成联席会议

进行部门之间的统一协调。比如管理部门，国家发改委、交

通部、铁道部、民航总局、商务部等都参与物流行业管理。

物流设备领域的管理也大体如此，交通工具属于交通部管理

，生产和运输的一些轻型设备属于机械工业部管理，物流信



息系统属于信息产业部管理等等，每个管理部门都在制定标

准。比如，条码标准的归口管理单位是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集装箱标准的技术归口单位是交通部科学研究院，托盘标准

的归口管理单位是铁道部科学研究院。 “参与的组织多了，

难以协调各方负责范围，标准的制定反而变得更加复杂。”

牟惟仲如此认为。 目前主要有三方在负责物流标准的制定。 

第一方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标准化部与全国物流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2003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同意由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牵头筹建“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直属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秘书处挂靠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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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标准化部参与制定的物流管理标准相

对较多。 第二方是北京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标准化室与全国

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及机械工业物流仓储设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是由原国家

技术监督局于1997年6月批准成立的一个跨部门（交通部、建

设部等）的专业性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北京起重运输机

械研究所。2005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同意成立机械工业

物流仓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北京起重运输

机械研究所。机械工业物流仓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要

负责有轨巷道堆垛机、无轨巷道堆垛机、桥式堆垛起重机、

搬运车辆、出入库输送设备、剪叉式升降台、垂直提升机、

自动导向车、货架、分拣设备、拆码垛机器人等物流技术领

域国家及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他们参与制定的物流设备的

技术标准相对较多。 第三方是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2003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全国

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物品编

码中心。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要负责物流

信息基础、物流信息系统、物流信息安全、物流信息管理、

物流信息应用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他们参与制定的物流信

息技术相关的标准较多。 这三个物流领域的标准委员会负责

的范围互相有所交叉和覆盖，虽然在人事上三方人员互相兼

任，但在具体的标准制定上，作为不同的组织，仍然各自争

取自己作为主导方。 比如货架标准，以前一直没有一个权威

的部门负责，现在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机械工业物

流仓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都认为这属于自己的范围。 比

如冷链物流标准，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认为冷链物流

如同危险品物流，属于物流中的特殊种类，标准应由其负责

，同时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还了解冷链物流的管理过

程，制定标准更合理。但是中国制冷学会也认为这属于他们

的范围，因为他们对制冷技术更了解，并且他们认为冷链设

备标准归属物流相关组织没有先例。据透露，中国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上报成立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的申请因此搁置下来

。 不过所幸，在标准制定前各方争取主导权，一旦标准制定

下来，各方基本没有争议，都会协同执行。 行业发展桎梏 物

流行业本身处于发展初期，大多数物流企业尚处于发展初期

，对标准不够重视，也是致使物流标准化工作难以快速推进

的重要原因。 技术标准通常是从行业自发需求中产生的，标

准化的真正动力应该来自于市场而非政府的行政手段。但在

国内，物流概念的兴起也不过是最近20年的事情，行业内的

大型企业除了中外运、中储等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和外资企



业外，绝大多数都是民营或国有的中小企业，在物流设备制

造领域，更是如此。据称，在一些地方，更有甚者，找一亩

地拿铁丝网一围便是储运公司，搞辆车便叫运输公司，不明

白什么是物流，管理手段落后，运作水平较低。在这种堪比

物流作坊式的企业里，谈何标准化。 实际上，大型国有企业

和较大的民营企业对标准化都很重视，所谓的企业对标准化

工作反应不积极，是由于物流行业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小企业

占绝大多数所造成。中小企业尤其中小民营企业，本身文化

知识的积累不够，操作理念比较陈旧，技术水平低；另一方

面，相关的标准缺失或者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加上法制宣

传也不够，所以企业不重视标准化。牟惟仲认为，只有等到

行业整体进一步发展，多数企业成长起来后重新定位自己的

战略，考虑到长期发展时才会慢慢重视标准化与规范化。比

如，有些企业已经认识到，未来的市场竞争就是标准之争，

参与制定相关标准能使自己在今后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大型企业和外资企业对此认识得更加清楚深刻。一家日资叉

车企业生产总经理就表示，不管每次标准化会议讨论的标准

真正的技术含量如何，他们都必定到场，并且竭力参与。他

所谓的“竭力参与”指的是竭力将本企业采用的标准推荐为

行业标准。如果他们缺席某次标准化会议，他便担心某些对

自己不利的标准有可能成为行业标准，到时候遵守对自己不

利的标准可能需要重新设计产品、调节生产等等，并由此产

生一系列成本；如果不遵守的话，又会感觉自己被边缘化并

且竞争时缺少一项资本。 为了便于标准的普及应用，牟惟仲

表示，标准的制定者和推行者在制定标准时需要顾及行业内

多数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不能照搬日韩或者欧美标准，需



要根据具体产品、具体情况参考适合的国际标准，制定符合

中国国情的标准。比如货架安全系数的确定，日本标准的安

全系数通常较高，欧美相对低一点，而安全系数每提高0.5，

可能需要重新选材、重新设计、改造加工工艺等。这对于工

业发达国家企业而言，是件不太费力的事情，但是对我国目

前的制造业水平来说，可能很吃力。这种高标准不太适合国

情，我们取其中比较接近国内实际情况的参数更好。实在需

要一个高标准的话，可以分类区别对待，比如货架，规定多

少米以下是一个安全系数，以上是另一个更高的安全系数。 

何时物流行业标准化建设才能逐渐完善，各项标准齐备并得

到企业的全面普及？牟惟仲认为这跟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

，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产生相应的标准，起到规

范市场、引导企业发展的作用，这是根本。其次，行业人才

知识技能的提高和国内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也会促进标准化

。同时，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定部门也会逐渐认识到物流的需

求。比如超载，当国家对此立法后，超载现象马上得到有效

遏制。无法否认，法律法规的出台需要长时间的酝酿，而物

流行业至少还需要等待三到五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除非

出现重大事故，就像危险品运输一样，比如某地的大型仓库

里的货架垮塌，影响恶劣，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政府重

视，否则照目前的状态平稳发展，法律法规的出台就比较缓

慢。尽管很多人关注而且很多人在参与物流标准化工作，但

是安全的标准缺少法规做依托难以制定，一些急需的标准由

于多方参与主导难以出台，所以牟惟仲认为业界目前的工作

只能是为今后物流标准的出台作准备而已。 其实，标准对国

家经济与行业发展的重要性早已不容置疑。在经济全球化与



国际贸易日益繁荣的情况下，传统的贸易壁垒已逐渐被更为

隐蔽的新壁垒所取代，其中就包括以标准为代表的技术壁垒

。可以说，掌控了标准，就掌握了主动权。不仅国际贸易如

此，标准对于国内经济以及行业的发展、市场的规范以及企

业的发展都同样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物流行业已经逐渐由

起步阶段进入发展阶段，而相关标准缺失或者滞后问题却越

来越突出。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标准越早出台越有利于行

业的规范发展。因此，我国物流标准制修订工作应当受到更

多重视并加快进行，以更好地促进行业、市场、企业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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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