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流师考试综合辅导：物流规划注意事项物流师考试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1/2021_2022__E7_89_A9_

E6_B5_81_E5_B8_88_E8_c31_641973.htm 把物流师站点加入收

藏夹 欢迎进入：2009年物流师课程免费试听 更多信息请访问

：百考试题物流师论坛 欢迎免费体验：百考试题物流师在线

考试中心 １ 物流系统是由许多不同层次的系统组成的,各个

层次在地位与作用、结构与功能上表现出等级秩序。 按照物

流范围的不同,物流系统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层次秩序,即国家

一级物流系统→省市一级物流系统→企业物流系统。高一级

的物流系统包含低一级的物流系统，在进行物流规划时应该

表现出这种层次性。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家一级的物流规

划,应是着重以物流基础设施和物流基础网络为内容的物流基

础平台规划,应当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国策相吻合。这个物

流基础平台的规划，应当从现代物流综合的角度进行全面的

规划,组建综合的网络，其中包括不同运输方式线路的合理布

局和使网络发挥更大效用的综合物流结点－－物流基地，以

及相应的综合信息网络。 第二，省、市一级的物流规划，应

当着重于地区物流基地、物流中心、配送中心三个层次的物

流结点以及综合的物流园区规模和布局的规划。物流基地、

物流中心、配送中心三个层次的物流结点是省、市物流外结

内连的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物流设施，也是较大规模的投

资项目。这三个层次物流结点的规划是省、市物流运行合理

化的重要基础。 第三，企业的物流规划，应当着重于“物流

支持营销”的规划。生产企业，尤其是大型生产企业，从“

营销支持”和“流程再造”角度进行物流系统的建设规划，



会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素质，增强企业的运营能力。 鉴于我国

仍然处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部门体

制所形成的局部利益，部门分割现象仍然存在，物流规划应

当由部以上的更权威的、更综合的机构去组织和制定。在省

、市、自治区，应当由地区政府统筹物流规划事宜。应优先

做好高一级的物流系统的规划,即国家一级,这样能够更有效,

更合理地解决我国物流系统中不合理的地方。 ２ 在物流规划

中应加强对运输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 在物流系统中，运输基

础设施属于基础平台，其合理统一的配置是物流系统高效运

作的前提。在物流运输资源稀缺的情况下,需要由政府对物流

运输基础设施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建设。 我国多年来在计划经

济体制下，物流业的管理权限被分别划归成若干个部门。如

铁路、公路、航空、海运等运输资源，分别直属铁道部、交

通部、航空总局、海运局等统辖。这几种基础运输方式之间

的规划发展，由于条块分割严重而无法做到科学有效的统一

配置，资源浪费惊人。比如，北京市在做物流系统发展规划

时，交通部、铁道部两个基础设施部门各自进行研究，缺乏

彼此联系。由于北京铁路枢纽建设比公路发展得早，因而在

北京，铁路枢纽比公路一级枢纽离城市要近一些，这样铁路

枢纽竟然被圈在公路枢纽之内。因此，在物流规划中，打破

部门之间的限制、加强协调、进行统一规划，就显得极为重

要。否则，这种各自为政进行的规划会使资源始终得不到整

合，资源的浪费会继续加重，长此以往，各部门的投资会被

固化，那时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为此，在我国现代物

流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国家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的

时候，应该首先作好物流发展的整体统一的规划，克服以前



条块分割的局面。应该从建立全国的综合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体系的角度出发,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铁路、公路、

航空等的不同战略分工,使它们的干线网互相错开、互相衔接

而不是重叠,然后再建设一些铁路、公路、航空互相连接的枢

纽站或是枢纽航空港,通过铁路、公路支线运输将它们连接起

来,这样各种运输方式才能起到互补的作用,物流运输资源才能

得到最大的利用。而这种统一的规划,需要打破体制上的障碍

，需要从国家利益而不是铁路、公路或是民航的部门利益出

发。目前,可以采取下述对策来达到部门之间的这种统一规划

： （１）可以设立全国物流规划的组织或办事机构,来统一协

调。 （２）可以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经济贸易委员会来

进行组织统筹安排。 （３）可以要求铁道部、交通部等在制

定发展规划时,特别要注意物流基础设施和物流结点上的一体

化考虑。 （４）各部门在制定规划时,应防止部门利益的干

扰,要采取专家介入的决策机制,尤其是要有部门外专家论证的

程序。 ３ 在物流规划中应注意物流结点的建设 物流系统的网

络由点和线这两个基本要素组成。在物流点上主要包括单一

功能点、复合功能点和枢纽点,这三点在功能上不断完善,在物

流网络结构中的辐射范围也不断扩大,规划、设计和管理的难

度也逐渐加大。连接物流网络中的结点的路线就构成了线，

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都属于物流网络的线.物流基地、物

流中心和物流园区都属于物流的点。我国在物流网络建设方

面,目前还存在着不平衡,在硬件的投入上偏重于线的建设,比

如到２００２年，我国基本建成了“二纵二横三条重要路段

″的国道主干线，总里程达到１．７万ｋｍ,但忽略了物流基

地、物流中心的建设。由于物流结点的建设明显落后于线的



建设,物流系统点与线没有结合好,使得我国物流资源分散、封

闭,物流网络缺乏联系和动态性。因此在当前我国物流状况比

较落后的情况下,建设一些连接多种载体的枢纽点对于形成全

国统一、开放和先进的物流网络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在物流

规划时,应加大对于物流基地和物流中心的规划和建设,通过这

些结点将各种物流网络线连接起来,更充分地发挥物流网络的

作用。 政府在对物流基地和物流中心等物流结点进行统筹规

划时,应该首先考虑交通干线、主枢纽规划的建设,通过调查生

产力布局和物流现状?熏并根据各种运输方式衔接的可能性,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规划,主要考虑其空间布局、用地规模和未来

发展． 目前,有许多城市制定了物流发展规划，都对自己的物

流中心、物流基地和物流园区进行了规划。这些物流结点的

建设将会提高这些城市的整体物流水平。但是如果从物流运

作的功能整体和跨边界的特点来看,以城市的行政区划为基础

来制定物流结点的规划具有局限性,可能会出现物流结点分布

过密或者物流结点的作用不大的情况?熏从而影响整体的物流

效果。因此建议应以市场辐射区域或经济地理区域为基础对

物流结点进行发展战略规划,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辐射范围和

能力。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市场、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东北

地区和西南地区市场等。显然,这样的发展战略规划必须由政

府来协调组织制定。 ４ 在物流规划中应注重物流人才培养体

系的完善 物流系统中，人才因素是系统整合的关键要素。物

流技术的创新和物流系统的运作需要具有综合素质的物流专

业人才。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物流发展重视不够，物流方

面的人才缺乏，物流教育水平比较低,学科体系不健全,物流从

业人员的素质亟需提高。政府应该在物流规划中包含物流人



才的培养,为我国的物流发展增加人才储备?熏以适应我国物流

快速发展的需要。主要是规划好物流人才的培养体系，其中

包括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一方面要在高校拓展设置物流管

理专业，资助扶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物流领域的研究和创新

活动；另一方面要支持行业协会举办从业和执业培训，建立

物流行业的职工终生教育系统，既满足中国现代物流业的专

业人才需求，又保证行业升级发展的人员素质提高。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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