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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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遵循了上述

限定条件的“物”和“流”，加在一起是不是就是物流科学

所指的物流呢？也不完全是。物流的定义很多，迄今也没有

哪个学者的定义天衣无缝，挑不出毛病，大多是各有各的侧

重，因而各有各的片面性。本作者比较赞同的提法是：物流

是物质资料从供给者到需求者的物理性运动，主要是创造时

间价值和场所价值有时也创造一定加工价值的活动。物流并

不是“物”和“流”的一个简单组合，我们讲的物流，并不

是讲实物基本运动规律，也不是从哲学意义研究运动的永久

性。牛顿运动三大定律，是从自然观点出发，简单将物看成

自然的物而将运动看成力学体系的运动，这种运动是物流科

学体系中，机械装备运动操作的基本原理，但都不是我们讲

的“物流”。我们讲的“物”和“流”的组合，是一种建立

在自然运动基础上的、高级的运动形式。其互相联系，也不

是单纯物体与物体之间，寻找运动的规律，而是在经济目的

和实物之间，在军事目的和实物之间，甚至在某种社会目的

和实物之间，寻找运动的规律。因此，物流不仅是上述限定

条件下的“物”与“流”的组合，而且更重要在于，是限定

于军事、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组合，是从军事、经济、社会

角度来观察物的运动，达到某种军事、经济、社会的要求。



而这一要求主要是通过创造的时间价值和场所价值来体现的

。从定义的描述看，也不排除物流在创造一定加工附加价值

方面的贡献。 怎么理解高于牛顿运动之上的物流运动所创造

的这几种价值呢？ 1． 时间价值。“物”从供给者到需要者

之间有一段时间差，由于改变这一时间差创造的价值，称做

“时间价值”。时间价值通过物流获得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① 缩短时间创造价值。缩短物流时间，可获得多方面的好处

，如减少物流损失，降低物流消耗，增加物的周转，节约资

金等。马克思从资本角度早就指出过：“流通时间越等于零

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

的自行增殖就越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

第142页）。这里，马克思所讲的流通时间完全可以理解为物

流时间，因为物流周期的结束是资本周转的前提条件。这个

时间越短，资本周转越快，表现出资本的较高增殖速度。现

代物流学着重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采取技术的、管理

的、系统的等等方法来尽量缩短物流的宏观时间和有针对性

地缩短微观物流时间，从而取得高的时间价值。从全社会物

流的总体来看，加快物流速度，缩短物流时间，是物流必须

遵循的一条经济规律。物流和一般力学运动一个重大区别，

就是它不是简单地按自然科学规律所发生的运动，而是能动

地取得时间价值的运动形式。 ② 弥补时间差创造价值。经济

社会中，需要和供给普遍地存在着时间性差，这可有很多例

证： 粮食生产有严格的季节性和周期性，即使人类已有了改

造自然的能力，创造人工条件使粮食种植不受季节影响，但

周期性仍是改变不了的。这就决定了粮食的集中产出，但是

人们的消费是一年365天，天天有所需求，因而供给和需求之



间出现时间差。 水泥工厂一旦点火，生产就必须连续进行，

每时、每天都在生产产品，但是其消费却带有一定时间隔的

集中性。尤其在地球南北两个近极区，建筑施工有很强季节

性，存在适合施工季节的集中需求，这也出现了时间差。 凌

晨磨制的鲜豆浆在上午出售；前日采摘的菜、果在次日出售

等等，都说明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时间差，可以说这是一种

普通的客观存在，正是有了这个时间差，商品才能取得自身

最高价值，才能获得十分理想的效益。但是商品本身是不会

自动弥合这个时间差的，如果没有有效的方法，集中生产出

的粮食除了当时的少量消耗外，就会损坏掉、腐烂掉，而在

非产出时间，人们就会找不到粮食吃；如果没有有效的方法

，集中施工季节就会出现水泥供给不足，造成停工待料，而

其他不消费季节生产出的水泥便不会无处可放，最终损失掉

。 物流便是以科学的、系统方法弥补，有时是改变这种时间

差，以实现其“时间价值”。 ③ 延长时间差创造价值。第1

个问题讲的是物流总体和不少具体物流遵循“加速物流速度

，缩短物流时间”这一规律，以尽量缩小时间差来创造价值

，尤其是物流的总体，讲规律主要从这一总体地位出发。 但

是，在某些具体物流中也存在人为地能动地延长物流时间来

创造价值的。例如，配合待机销售的物流便是一种有意识地

延长物流时间、有意识增加时间差来创造价值的。当然，一

般来讲，这是一种特例，不是普遍的规律现象。 2． 场所价

值。“物”从供给者到需求者之间有一段空间差。供给者和

需求者之间往往处于不同的场所，由于改变这一场所的差别

，创造的价值称做“场所价值”。 物流创造场所价值是由现

代社会产业结构、社会分工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供给和需



求之间的空间差，商品在不同地理位置有不同的价值，通过

物流将商品由低价值区转到高价值区，便可获得价值差，即

“场所价值”。有以下几种具体形式： ① 从集中生产场所流

入分散需求场所创造价值。现代化大生产的特点之一，往往

是通过集中的、大规模的生产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在一个小范围集中生产的产品可以覆盖大面积的需求地区，

有时甚至可覆盖一个国家乃至若干国家。通过物流将产品从

集中生产的低价位区转移到分散于各处的高价位区有时可以

获得很高的利益。例如，现代生产中钢铁、水泥、煤碳等原

材料生产往往以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吨的大量生产密集在一个

地区，汽车生产有时也可达百万辆以上，这些产品、车辆都

需通过物流流入分散需求地区，物流的“场所价值”也依此

决定。 ② 从分散生产场所流入集中需求场所创造价值。和上

面一种情况相反的情况在现代社会中也不少见，例如粮食是

在一亩地一亩地上分散生产出来的，而一个大城市的需求却

相对大规模集中，一个大汽车厂的零配件生产也分布得非常

广，但却集中在一个大厂中装配，这也形成了分散生产和集

中需求，物流便依此取得了场所价值。 ③ 从甲地生产流入乙

地需求创造场所价值。现代社会中供应与需求的空间差比比

皆是，十分普遍，除了大生产所决定之外，有不少是自然地

理和社会发展因素决定的，例如农村生产粮食、蔬菜而异地

于城市消费，南方生产荔枝而异地于各地消费，北方生产高

粱而异地于各地消费等等。现代人每日消费的物品几乎都是

相距一定距离甚至十分遥远的地方生产的。这么复杂交错的

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差都是靠物流来弥合的，物流也从中取得

了利益。这就是与一般力学运动十分不同的取得“场所价值



”的运动。 3．加工附加价值。有时，物流也可以创造加工

附加价值。加工是生产领域常用的手段，并不是物流的本来

职能。但是，现代物流的一个重要现代特点，是根据自己的

优势从事一定的补充性的加工活动，这种加工活动不是创造

商品主要实体，形成商品主要功能和使用价值，而是带有完

善、补充、增加性质的加工活动，这种活动必然会形成劳动

对象的附加价值。虽然在创造加工附加价值方面，物流不是

主要责任者，其所创造的价值也不能与时间价值和场所价值

比拟，但这必竟是现代物流有别于传统物流的重要方面，也

更是有别于简单力学运动的重要方面。读者若想进一步了解

加工价值问题可以阅读本书的流通加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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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