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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wwxx"> “这活越来越不好干了，当初跑广州一趟运费

大约在一万，而现在5000块还有人和你抢生意”胡家宁感叹

中带着一些不解。胡家宁是绍兴中国国际轻纺城物流中心（

以下简称“物流中心”）内的一家物流企业的货车司机。 犯

愁的不只是胡家宁。入驻中国国际轻纺城（以下简称轻纺城

）一家纺织企业负责人张先生向记者抱怨，“传统的运输、

仓储、配送的物流服务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但又找不到合适

的专业物流公司”。 而像轻纺城这样的专业市场在全国并不

少，但为其服务的各类专业物流服务市场，由于公平信息平

台建设滞后，物流服务配套设施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制造企

业和物流企业双方的供需失衡问题日益突出。“两业”联动

亟需相应的平台和桥梁，更需要其在功能和服务范围向产业

链上下游延伸。 平台待升级 “从理论上讲，通过电子商务平

台的形式，将轻纺城内的货源和物流中心的车源信息结合起

来，帮助双方降低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物流中心的高青

云（化名）略带着自嘲的口气说，“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

距离的。2004年我们就做了一个电子商务平台。但是做到现

在，平台上的信息却越来越少”。 中国国际轻纺城的张先生

告诉记者，物流中心开发的180多条运输专线，很容易使轻纺

城内的企业与物流企业建立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发布的信

息自然会越来越少。 “从功能上讲，轻纺城是绍兴地区纺织

类产品的集散地，物流中心则是为轻纺城提供配套服务”高



青云认为，“传统物流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制约轻纺城的发展

，应该将加工、联合采购、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等外包服

务入市场服务范围，将打造集商贸、物流、信息于一体的综

合型专业市场，成为发展的主方向”。 “轻纺城边上有一个

纺织品原料市场。从物流管理的角度，如果由物流中心为其

提供配送服务，将绍兴的纺织品生产企业都纳入该体系当中

，即完善轻纺城产业链条，又可以统一配套，降低了双方的

物流成本。可谓是一箭双雕。”高青云不无遗憾地说，“我

们尝试过，但是认可这种做法的企业比较少。” “专业物流

服务交易市场，应该组织形式多样的物流供应见面会、洽谈

会，为制造业物流供需衔接创造机会和条件。”有关专家建

议。 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提出的《关于推进制造业

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政策建议》中指出，物流服务交易市场

为区域经济服务的同时，“应打破区域封锁和地方保护等行

政垄断，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覆盖全国的物流服

务市场，促进物流资源规范、有序、高效流动。” 共享是纽

带 信息共享是物流服务交易市场运作的重要保障。欧麟咨询

总经理王祖锦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

的信息系统不能互通互联，信息资源不能有效的交换与共享

。” 事实表明，企业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正在改变传统的市场

竞争法则，企业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其内部是否能有效地发挥

组织机能，更需要在这个全球化的供应链条中具有协同工作

的能力，供应链的竞争已经成为全球商业竞争的核心内容。 

“供应链的竞争非常注重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协同需要海

量信息的共享和快捷传递，这是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的基础。

”王祖锦分析说，“许多企业都认识到IT系统在供应链协同



中的重要地位。企业具有相关完备的信息系统，但是与它相

关配套企业的信息系统可能还不完善；有的则是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配备各自的系统，但是多方的系统并不匹配。这两种

情况都阻碍了信息共享，进而影响了供应链协同”。 应该说

，建立信息共享基础之上的公共信息平台，是物流服务交易

市场服务功能的重要保障。而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两个主体

——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的信息系统为何迟迟不能对接？ 北

京易通交通信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逄诗铭表示，“在我们

服务于许多跨国公司中，目前还没有一家企业，完全将我们

的数据与它的信息系统对接的公司。而是通过若干接口，用

电子表格的方式传统信息，然后对方再将其导入到自己的系

统中。” “这种操作方式对制造企业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双方信息能够共享，制造企业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货损、

货差、仓储及配送等等信息，对企业掌握生产和营销管理都

大有裨益。反之，不但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而且企业的

及时决策也会有很大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信息共享对“

两业”联动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运输、仓储等环节，而是贯

穿于供应链的始终。王祖锦以汽车产业为例，向记者详细阐

述了信息共享在产业链中的重要作用。“汽车生产企业每年

不仅要制定年度销售计划，还有月度计划及周计划。相对于

年度计划，月计划和周计划需要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及时

做出流动调整。这种滚动调整是从前方的需求变化拉动的。

公共信息平台的建立，一方面可以使主机厂及时了解市场反

馈信息，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另一方面，主机厂生产计划调

整，作为其上下游企业——供应商和销售商在最短的时间内

作出相应的配合。计划调整涉及到销售商、主机厂和供应商



的信息系统，要使主机厂的需求变化，让供应商能够及时知

道。因为信息变化涉及到零部件、车型等很细微的环节。信

息系统共享会大大提升供应链运作效率。 因此，制造企业在

企业物流管理流程规模化、核算精细化的基础上，积极推动

物流管理的信息化进程，使制造企业、物流企业建立面各上

下游客户的信息服务平台，实现数据及进采集和对接，是建

立物流信息共享机制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标准需统一 如果说

专业物流交易服务市场功能的完善，有赖于以信息共享为前

提的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那么物流信息标准的不统一则是

当前信息共享的最大障碍。物流企业之间的信息系统自成体

系，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信息平台之间难以对接，使“两业

”难有交集。 物流服务交易市场的运作不单单依托物流产业

，它的发展需要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密切配合。我国制造业和

物流业中众多的中小企业，也使物流服务交易市场公共信息

平台的运作并不理想。 北京德利得物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恽

绵认为，一是中小企业多，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发展的不

确定性、需求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物流行业信息化在中小企业

难以推动。因此，要实现物流服务交易市场内制造企业和物

流企业的信息对接共享，制修定物流信息领域的行业规范是

当务之急。 在今年3月出台的《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

就明确提出，“要尽快制订物流信息技术标准和信息资源标

准，建立物流信息采集、处理和服务的交换共享机制”，已

将物流信息技术标准和公共服务平台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

。 目前国内标准的制定大体分为两类：一是行政强势，即政

府及相关协会制定标准；二是市场强势，即在产业链中占主

导地位的企业想让企业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逄诗铭倾向于



标准制定的市场强势。他认为，行政强势制定标准，其标准

容易掺杂过多的部门利益因素，而且由于行业的局限性，使

标准或多或少偏离于市场，不利于标准推广，甚至会制肘供

应链的顺畅运作。 而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化

难以推动的行业特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戴定一

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可以政府投资的方式研制一些低成本的

甚至是免费的中小企业信息系统，让中小企业免费用，这样

的好处是统一电子单证的标准。企业一旦用这个系统，大家

便都是统一的标准，规则、格式、单证、传输共享不会有后

顾之忧，还可以促进产业的标准化。 在逄诗铭看来，标准的

制定与信息共享除了技术问题之外，企业观念问题也阻碍了

“两业”联动的发展。构建物流市场服务体系，一方面，必

须要以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互信为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物

流服务交易网络与政府监管信息网络的对接，利用政府掌握

的相关信息资源，促进“两业”的互信。 把物流师站点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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