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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运输在整个物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运输成本在

整个物流系统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大。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对全国物流运行基本情况的统计，2004年，全国社会物

流总费用为 29 114 亿元，运输费用为16 558 亿元，占社会物

流总费用的 56.9%，占商品价格的 4%～ 10%。由此可以看出

，运输对物流总成本的节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会计学上

将物流成本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部分。据有关行业统

计，2000 年国有物流企业运输工具闲置率达 49%，形成了相

当高的隐性成本，认识并控制隐性成本是物流优化环节中重

要的一步，也是为企业节省开支、增加利润的重要途径。 1 

运输隐性成本概念、类型及特征 运输隐性成本是一种隐藏于

物流运输总成本之中、游离于财务审计监督之外的成本，是

由于运输主体行为有意或无意造成的具有一定隐蔽性的将来

成本和转移成本，是成本的将来时态和转嫁的成本形态总和

。 它具有如下特点： （1）隐蔽性。运输中隐性成本具有隐

蔽性，而以会计核算内容为主题的显性成本具有历史性，即

历史上已经发生、当期必须支付。隐性成本中的一部分是潜

在成本，要在将来才起作用，比如对运输工具造成的破坏以

及所损失的机会成本。由于将来的事情能否发生以及如何发

生是不确定的，因而更难以认识。所以笔者认为，认识隐性



成本的潜在性是关键。 （2）放大性。 （3）爆发性。运输的

隐性成本积累量越大，其爆发性越强，危害也越大。例如在

运输线路上决策总是失误的话，运输的不合理性会加大，运

输成本会偏高，物流公司就会丧失市场竞争优势，用不了多

久就会发生破产危机。 物流隐性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返程或起程空驶：空车无货载行驶是不合理运输

最严重的形式。在实际运输组织中，往往需要调运空车，但

是，因调运不当、货源计划不周形成的空驶是不合理运输。

造成空驶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依靠自备车送货提货而单程

空驶；工作失误或计划不周造成货源不实；车辆过分专用，

无法搭运回程货物等。 （2）对流运输：在同一线路或平行

线路与对方运程的部分发生重叠交错的运输。 （3）倒流运

输：是指货物从销地或中转地向产地或起运地回流的一种运

输现象，其不合理程度要大于对流运输，原因在于往返两地

的运输都是不必要的，形成了双程的浪费。倒流运输也可以

看成是对流运输的一种隐蔽形式。 （4）迂回运输：不选取

短距离却选择路程较长路线进行运输的一种不合理形式。 

（5）重复运输：在未达目的地之处或目的地之外的其他场所

将货卸下，再重复装运送达目的地的运输。 其另一种形式是

，同品种货物在同一地点一面运进，另一面同时又向外运出

。 （6）过远运输：是指调运物资舍近求远，拉长了货物运

距的浪费现象。 （7）运力选择不当：在近距离运输中选择

火车及大 型船舶（起运准备、装卸时间长，机动灵活性不足

），长了运输时间。 （8）托运方式选择不当：可以选择最

好的托运方式而未选择从而造成运力浪费及成本支出加大的

一种不合理运输。 2 隐性运输成本发生的原因及危害 物流运



输隐性成本是运输主体在追求收益过程中不正确和不正当经

济行为造成的成本失真，隐性成本的存在使得本已很高的运

输费用变得更高。笔者认为，运输隐性成本发生源自 3 方面

因素：市场管理体制、市场运行体制和企业决策机制。 （1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原有

的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运输市场的发展需要，在许多方面对

运输市场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一是交通基础设施总量不足；

二是港口、民航结构性矛盾突出；三是交通运输总体技术水

平(基础设施、装备工具等)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四是适

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交通一体化和运输管理系统有待进一步加

强。这些都是运输隐性成本滋生的温床。 （2）信息化管理

水平目前还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已成为制约社会

化运输体系的“瓶颈”。高级管理人才缺乏，使得企业不能

作出科学的决策，一线操作人员素质不高，也导致隐性成本

的产生。 （3）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竞争无序，使得运输

企业隐性成本增加。 （4）运输不合理现象存在。 物流运输

隐性成本的主要危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掩盖了经

济数据的真实性。物流运输隐性成本 掩盖了运输活动的真实

性，使一些经济参数失真，使人们对运输活动的观察有可能

偏离实事求是的轨道，会带来一系列危害性和不良后果。物

流目的是节省成本，运输隐性成本的存在，使得人们在降低

物流成本时不知道从哪些方面去做，隐性成本的隐蔽性使得

人们无法对运输环节的经济数据进行测算。 （2）降低了人

们对管理层的信任度。对隐性成本造成成本管理的混乱和无

序状态的治理，是管理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对物流运

输中许多不合理的运输方式不能优化处理，不能降低不必要



费用的发生，总是导致运输过程中决策的失误，则管理层的

信任危机就会加剧。 （3）导致物流企业“猝死”现象增多

。从理论上讲，企业的生死兴衰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

是实践中许多企业都是迅速壮大、效益连年翻番，却又会在

之后的一夜之间变成负债累累、大量亏损的空壳。这种特有

经济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就是运输隐性成本的存在。 物流运

输隐性成本这个隐藏于物流企业的财务成本之中、游离于其

财务监督之外的怪物，其产生、隐匿和爆发的过程，就是一

些物流企业“疯长猝死”的历史。 3 加强对物流运输隐性成

本的控制一般来说，如果解决了物流运输隐性成本的问题，

物流运输系统就会大大减少费用支出，运输成本就会大大降

低，企业就能不断发展壮大。 树立新的成本观 （1）树立有

效成本观念。这是物流企业增值和获取利润非常重要的一环

。 （2）树立未来成本观念。在物流运输活动中不仅要节约

当期成本，更要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注重当前行为

对今后成本的影响。 （3）树立全程成本观念。任何物流企

业要长期发展，不仅要追求当期收益最大化，而且要追求长

期收益最大化。 （4）树立全员成本观念。企业的所有员工

既是成本控制者，又是利益创造者。因此各部门人员都要注

意运输合理化，尽量减少成本的浪费。 降低隐性成本 （1）

制定科学的市场管理制度市场环境对运输成本的影响很大，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强法制建设，

有利于运输市场的有序运行。从市场整体战略说，要发展社

会化的运输体系。运输社会化的含义是发展运输的大生产优

势，实行专业化分工，形成良好的第三方物流，不仅要提高

整个供应链的效应，而且还应促进物流产业本身的完善和发



展。构建物流集团，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组建运输物流集团

公司，形成辐射全国铁路、水运、公路联运网络，在速度、

成本、管理上占据竞争优势；建成全国商品物流配送中心，

形成全国连锁网点，提供物流配送，同时还应尝试开展社会

化物流配送服务，降低成本，提高竞争能力；组建区域性仓

储集团公司，在主要港口码头和交通枢纽建立大型仓储设施

，适应日益扩大的物流量需要，为企业提供仓储服务；建立

物流信息网络，为用户提供运输、加工、仓储、配送和技术

咨询一体的新型物流信息。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先进的信息

技术是物流社会化的条件，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有助于社

会化体系的形成。 （2）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和激励监督机制

有序的市场竞争和运作机制的建立，市场监督体系的健全，

是完善运输市场体系的重要基础。没有市场规则，没有监督

机制，运输市场就不能有序运行。有了竞争，运输企业就会

尽量减少运输费用，降低运营成本。同时科学的评价体系、

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都有助于物流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

，提供优质服务，进而降低运输隐性成本。 （3）科学决策 

经济主体的决策水平是影响隐性成本的直接因素。物流运输

决策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运输方式、运输服务商和运输

路线的选择，运输计划编制及运输能力配备等。企业主体要

作出科学的决策，应从影响运输合理化的 5 个主要因素（运

输距离、运输环节、运输工具、运输费用、运输时间）着手

，从物流系统的总目标出发，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对

运输子系统中运输方式、运输路线、运输工具以及与其他子

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并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如

计划、运力、供需矛盾等，选择合理的运输方案，降低隐性



成本。比如充分利用运输工具的额定能力，减少车船空驶和

不满载行驶的时间，提高运输工具实载率；提高运输能力，

降低单位货物的运输成本；开展中短距离铁路、公路分流和

“以公代铁”的运输，在公路运输经济里程范围内尽量利用

公路，缓解比较紧张的铁路运输；尽量发展直达运输，减少

中转换载及由此带来的货损，提高运输速度，降低装卸成本

；提高运输的计划水平，从而提高运输效率；依靠科技进步

，发展特殊运输技术和运输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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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