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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情境一 　 仓储配送再认识

１ 知识目标

（１）掌握仓储、配送的基本含义和特征。
（２）熟悉仓储配送的主要工作内容、基本作业过程。
（３）理解仓储配送的社会经济价值。
（４）了解仓库、配送中心的基本结构、功能。
２ 能力目标

（１）能够正确理解并分析仓储配送的经济性和技术性。
（２）具备应用相关概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４课时。

沃尔玛的配送问题

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简称“沃尔玛”）从１９６２年第一家商场开业到２０１６年，在
全球共开设４ ０００多家店，在世界各地共计有１６０多万员工，２０１６年全球销售额达４ ８００
多亿美元。在５０多年的发展中，沃尔玛之所以能迅速成为世界零售业之最，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其高度发达的配送系统。沃尔玛开设第一家折扣百货店之初，没有自己的配
送系统，大分销商又不愿意为那些地处偏僻小镇的分店送货，甚至货运公司都不愿意为
沃尔玛提供运货服务。沃尔玛的各分店经理不得不自己向制造商订货，然后再联系货车
送货，效率之低可想而知。他们意识到使公司获得可靠供货保证及成本效率的唯一途径
就是建立自己的配送组织，包括送货车队和仓库等。随着沃尔玛的成长，配送中心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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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公司大量进货，而且通过要求供应商将商品集中，大批量送到配送中心，再由公
司统一接收、检验、配货、送货，比让供应商将商品分散送至各分店更能有效降低成本。

沃尔玛自１９７０年在美国建立起第一个配送中心，至今在全球已发展到１００多个。沃
尔玛在２０００年这一年对配送系统的投资就达１ ６００亿美元，有效的商品配送是保证公司
达到最大销售量和最低成本的核心。沃尔玛前任总裁大卫·格拉斯曾说：“配送设施是沃
尔玛成功的关键之一，如果说我们有什么比别人干得好的话，那就是配送中心。”灵活高
效的物流配送系统是沃尔玛达到最大销售量和低成本的核心。那么什么是配送？什么是
配送中心？沃尔玛的配送系统又是怎样成就其高销量和低成本的呢？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流通从生产、消费领域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
独立的行业群体，并因此而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而流通过程既包括以商品所有权的转移
为中心的商流活动，也包括以商品的物理性转移或时空性转移为中心的各种物流活动，
以及随之产生的信息流、资金流等。实质上物流并不仅仅存在于流通领域，而是循环于
从原材料的最初供应开始，到将原材料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再由销售网络把产
品送到最终消费者手中，最后将最终消费中产生的废弃物、回收物进行处理的整个功能
网链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ＧＢ ／ Ｔ １８３５４—２００１），物流是指“物
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
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现有机结合”。从这一界定可以看出，有物
质实体流动的地方就有物流活动的发生。仓储和配送是物流的基本功能和重要活动。

第一节　 仓储概述　

一、 仓储及其作用

（一）仓储的含义
仓储是通过仓库对物品进行储存和保管。仓库是存放物品的建筑物和场所的总称。

“储”表示收存以备使用，具有收存、保管的意思。由于供应和消费存在时间上的矛盾，
为确保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必须保存一定数量的物品才能确保供应，满足一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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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需要。简言之，仓储就是在特定的场所储存物品的行为。

（二）仓储的功能与作用

１ 基本功能
仓储的基本功能包括货物的验收、入库、储存、保管、整理、维护、拣选、发货、

信息处理等基础作业。通过这些基础作业，有效地保护在库货物的质量与数量，使得在
库货物保持质量完好和数量完整。通过基本功能的实现而获得的利益体现了仓储的基本
价值。
２ 增值功能
增值功能是指除了仓储基本功能以外，满足客户更多需要，为客户提供更多利益的

服务功能。这是现代物流中心与传统仓库的重要区别之一，比如在物流中心里面可以组
装自行车等器械、加贴标志、装瓶打包、对货物拣选分级等。
３ 社会功能
关于仓储的社会功能，我们可以从以下３个方面来理解。
（１）时间调整功能。通常生产与消费之间会产生时间差，比如季节性生产的农产品，

全年消费，全年均衡生产的工业产品，季节性消费，于是生产和消费就会产生时间上的
矛盾，这一矛盾可以通过仓储来解决。

（２）价格调整功能。商品的价格常常随着供需关系变动，供过于求、供不应求都会
对价格产生影响，因此，仓储可以调节货物在产销量上的不平衡，达到调控价格的效果。

（３）衔接供需功能。为保证社会再生产的连续进行，必须通过仓储活动储存商品，
确保供应。

二、 仓储管理

仓储管理（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Ｍ）指的是对仓储作业、仓储空间、仓储人
员、仓储设施设备等进行计划、指挥、控制、协调等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保证仓储货物
的完好无损，确保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和各项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充分提高作业效
率和仓储经营效益。
１ 仓储管理的内容
仓储管理包括以下６个方面的内容。
（１）确定仓库选址及建筑形式。经济合理地确定仓库选址以及仓库的建筑形式，使

货物在通过仓库的汇集、中转、分发，达到需求点的全过程中，成本最低，效益最大。
仓库的建筑物及设备投资非常大，科学选址与建设仓库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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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仓库设施设备的选择及配置。根据货物特性、物流量的大小、库房结构、物流
策略、投资等方面的因素确定仓库设施设备的选型与布局。

（３）仓库业务管理。组织完成货物的入库、储存、分拣出库、盘点、账务处理等日
常业务。

（４）库存管理。库存（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是指以支持生产、维护、操作和客户服务为目的
而存储的各种物料，包括原材料和在制品、维修件和生产消耗品、成品和备件等。库存
管理的目的是保持合适的库存量，既不能过度积压导致库存成本增加，也不能短缺影响
供应。

（５）仓库安全管理。仓库安全管理是针对货物在仓储环节对仓库建筑要求、照明要
求、物品摆放要求、消防要求、收发要求、事故应急救援要求等的综合性管理。

（６）仓储绩效管理。建立并依据仓储工作的目标责任、考核要求，量化目标，落实
到岗，并对工作效果进行评价。绩效管理强调对过程的监控，通过对行动过程中各项指
标的观察与评估，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
２ 仓储管理的基本原则
仓储管理须遵循以下４项基本原则。
（１）保证质量。仓储质量是指按照仓储合同的规定履行职责、妥善保管仓储货物、

有效防范仓储风险、及时响应客户需求、满足客户的质量要求，实现及时准确的服务。
（２）注重效率。仓储的效率体现在仓容利用率、货物周转率、进出库时间、装卸车

时间等指标上，具体表现为：
①快进，即货物运抵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货物的接运、验收和入库作业活动。
②快出，即货物出库时，要及时迅速和高效率地完成分拣、复核、出库和交货清理

作业活动。
③多储存，即在合理规划库容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有效的储存面积和空间，

提高单位面积的储存量和面积利用率。
④保管好，即按照货物的性质和储存条件的要求，合理安排储存场所，采取科学的

保管方法，使其在保管期间内质量完好、数量准确。
（３）确保安全。建立并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确保仓库人身、货物、设施的安全。
（４）追求效益。努力降低成本，提高作业效率，实现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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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配送概述　

一、 配送及其基本功能

从物流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有物质实体流动的地方就有物流活动的发生，而配送
既是物流的一个重要功能，也是一项综合性的物流活动。配送，其原意是送货，并强调
将货送达；日本工业标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ＪＩＳ）对配送的解释则是“将物
品从物流结点送交收货人”。配送离不开“配”和“送”，“配”指货物的分拣和配货，
“送”指各种送货方式和送货行为。
２００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ＧＢ ／ Ｔ １８３５４—２００１）将“配送”

定义为：“配送即在经济合理区域范围内，根据客户要求，对物品进行拣选、加工、包
装、分割、组配等作业，并按时送达指定地点的物流活动。”从配送的定义可以看出，配
送活动包括以下基本功能要素，如图１ － １所示。

图１ － １　 配送基本功能要素图

（１）备货。备货是配送机构根据送货的要求或自身经营的需要将分散的或小批量的
物品从供应商处集中并储存起来，以便进行拣选和送货的作业。备货是开展配送活动的
物质前提和基础，目的是为配送商品提供货源保证。这一过程通常包括组织货源、进货
验收、储存保管等基本业务。

（２）分拣配货。分拣作业是依据顾客的订货要求或配送中心的送货计划，尽可能迅
速、准确地将商品从其储位或其他区域拣取出来，并按一定的方式进行分类、集中，等
待配装送货的作业过程。分拣是配送作业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直接影响到配送作业效率
和配送服务水平。配货是将拣选出来准备配送的商品，按客户要求或送货的需要配备齐
全，并送入指定的地点等待配装的过程。

（３）流通加工。流通加工是在从生产地到使用地的过程中，为便利流通和消费，改
善商品质量，促进商品销售，对商品进行包装、分割、计量、套裁、简单组装、分装、
贴标签等加工活动，是在流通过程中作为生产加工的补充形式而对商品进行的简单加工。
在配送活动中，流通加工是根据实际需要而进行的，并不具有完全的普遍性，但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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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重要的增值活动。
（４）配装。配装是将不同品种特性体积各异的货物集装到同一辆车或同一个货舱的

作业过程。配装前首先必须对货物依特性进行分类，因为不同特性的货物可能要求不同
的运输条件，必须采取不同的配送方式和运输工具，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充分利用运输
工具的承载量和体积空间，以达到提高运输工具的装载效率、确保货物质量不受损害的
目的。

（５）运送。运送是配送活动的核心环节，是将包装好的商品，经过科学配装后，选
择合理的运输路线输送给客户的过程。配送的运送过程一般是较短距离、较小批量的末
端运输和“门到门”运输。配送运输多表现为城市范围内多目的地的运输，所以运输路
线的优化是配送运输的一个重要课题。

（６）送达服务。配送服务的最终实现必须是将货物完整地送达客户指定的地点，并
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完成卸货、交货过程。货物的送达交接是直接与客户接触和沟通的过
程，因此具有较强的服务性。

配送的各项服务功能最终必须通过具体的工艺流程来实现，配送的基本工艺流程如
图１ － ２所示。

图１ － ２　 配送的基本工艺流程

配送工艺流程会因配送中心的核心功能而异，而且，经营商品的特性、用途及需求
状况不同，其配送的工艺流程也会有所不同。例如，食品由于其具有品种类别多、生鲜
程度不同、形状特性各异、保质期短等特点，其配送流程和主要环节通常会根据需要
取舍。

二、 配送的特征

配送实际上是一种在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的基础上，从客户需求出发，以较强的服
务理念为根本，充分利用现代物流和信息技术，为需求方提供送货的行为。从某种意义
上配送可以理解为是传统送货形式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不断发展、延伸和创新。相对于
传统送货方式而言，配送的专业性、服务性、技术应用性更强，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营
销手段。

（１）配送是一种专业化分工的物流组织方式。从配送的发展来看，其本身就是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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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在流通领域的体现，并形成了体制化的专
业组织形式和技术方法。

（２）配送集成了多种物流活动，具有更强的系统性。配送活动集装卸、包装、保管、
流通加工、运输等于一体，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配送活动的经营
和组织，必须强调系统整体目标的实现，而且以降低系统的总成本为目标，因此，其系
统性更强。

（３）配送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具有更强的服务性。配送必须将需求方所必需的商品
只以其必需的数量，在其必需的时间内送达，其实质是实现资源在商品品种、数量、质
量、供应时间上的最优配置，以尽可能高的服务水平满足社会需求。

（４）配送是现代多种技术在物流领域应用的结果。现代物流技术是支撑配送专业化
发展、高服务水平的物质基础。配送通过对人员素质和组织过程、技术水平的全面提升，
重组物流过程，优化资源配置，达到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的目的。

（５）配送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营销手段。由于专业化的配送可以实现资源在商品品种、
数量、质量、供应时间上的最优配置，自然也就成了赢得消费者的有效手段。从世界各
国配送机构的演变过程也可以看出，相当一类配送中心是在传统批发机构的基础上，为
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强化其配送功能而发展起来的。

三、 配送的形成及发展

１． 生产商物流配送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品寿命周期不断缩短，生产企业面临着不断

开发新产品、全面提高产品质量、努力降低成本等竞争压力。从世界物流的实际运作来
看，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内部管理的加强，工业企业在可控的生产领域内部降低成本
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许多企业在做好技术开发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开始从物流
领域寻求竞争优势。调查显示，在美国，供应链管理好的企业，其成本只相当于一般企
业的５０％左右。生产商主要的物流配送发展策略通常有以下几种选择。

（１）系统外包。生产企业将本企业的物流配送业务全部转移给外部物流合同供应商，
将原有的物流资源转移给物流服务商，物流服务商按照服务合同为生产企业提供第三方
物流配送服务。

（２）合作经营。生产企业仍然保留物流设施和市场资源的部分产权，利用物流配送
服务商合资注入的资金、专业技术和网络系统，进行合作经营。这样，生产企业既能保
持一部分自主性，又能享受到专业的物流配送服务。

（３）系统剥离。生产企业将原有的物流配送系统彻底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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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实体，全面承接母体企业的物流配送业务，然后逐步发展成为第三方物流配送提供商。
世界最大的化工企业美国杜邦公司，几年前将其北美的物流部门和相关业务交给了

第三方物流公司美国总统轮船（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Ｌｉｎｅｓ，ＡＰＬ），ＡＰＬ专门为杜邦公司在
北美设立了４００个转运点，为上千个零售店及客户管理原料、成品的运输及销售。

海尔集团公司（简称“海尔”），１９９９年成立海尔集团物流推进本部（简称“海尔
物流”），以整合集团内外的物流资源，建立全国性的网络化配送体系。２００１年，海尔在
全国已经建立了４２个物流配送中心，每天可将５万多台定制产品配送到１ ５５０个海尔专
卖店和９ ０００多个营销点。目前，海尔已实现定制产品在中心城市８小时配送到位，区
域内２４小时配送到位，全国４天内配送到位。海尔物流是以订单信息流为中心，以全球
供应链资源网、全球配送网络、计算机网络为基础，三网同步流动，为订单信息流的增
值提供支持。海尔集团物流推进本部下设３个中心，分别为采购中心、准时制生产方式
（Ｊｕｓｔ ｉｎ Ｔｉｍｅ，ＪＩＴ）订单执行中心、配送中心。其中采购中心负责供应商资源的管理，
采购成本的降低与战略采购物资的采购；ＪＩＴ订单执行中心负责按订单将物资入库，并
ＪＩＴ配送至工位；配送中心负责将成品配送给最终用户。
２． 批发商物流配送的发展
配送的发展特征之一是其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营销手段，因此批发业在向集商流、

物流、信息流于一体的专业化、社会化流通中心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其配送功能，
形成以物流配送为主体的流通中心。批发业物流配送发展的策略选择通常有以下两种。

（１）独立发展成批发型的配送中心。以原有客户为依托，利用原有的资源优势和批
发业务，不断拓展并配套相关的配送功能，以商流带动物流，物流促进商流，发展成批
发型的配送中心。

（２）发展具有配送功能的批发市场。发展具有仓储、运输、代理、加工、配送等功
能的批发市场，在开展批发业务为主的基础上，根据客户需要，提供代理提货、存储、
运输、汇转货款及分选、装箱等增值服务。

美国加州食品配送中心是全美国第二大的批发配送中心，建于１９８２年，建筑面积１０
万平方米，工作人员２ ０００人左右，共有全封闭型温控运输车６００多辆，１９９５年销售额
２０亿美元；经营的商品均为食品，有４３ ０００多个品种，其中９８％的商品由该公司组织进
货，另有２％的商品是配送中心开发加工的商品，主要是牛奶、面包、冰激凌等新鲜食
品。配送中心２４小时运转，配送半径一般为５０千米。该配送中心与制造商、超市经营
商议定商品的批发价格，主要依据商品批量与质量及付款时间而定，比如在１０天内付款
可以享受２％的价格优惠。
３． 储运商物流配送的发展
国外物流发展经验证明，在社会分工高度细化的环境下，企业只负责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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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工作如运输、包装、简单加工都是由物流公司来完成。而我国传统储运业的服务
功能一直比较单一，因此传统储运企业必须适应社会分工细化的需要，才能获得发展的
空间，即在发挥自身设施设备优势和管理、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利用仓库和运输条件作
为平台开展储存、保管、流通加工和配送业务。

储运企业大多具有联系区域内外的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网络的优势，因此，可以
依托这一地域、网络优势，广泛服务于生产企业和用户，建立广泛而稳定的仓储运输代
理关系，同时不断增加配送商品种类，开展社会化商品配送业务，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
商品配送中心。

中国仓储协会在对全国４５０家大中型企业物流需求的调查中发现，其中７５％的企业
将选择新型综合型物流企业，而不是原来服务功能单一的仓库或运输队，而且有６０％的
企业将把所有的综合物流业务外包给新型物流企业。
２０００年，我国有商业储运企业３ ０００多家，仓库、货场面积达４亿平方米，冷库容

量３８０万吨，货运汽车２０万辆，铁路专用线２ ２９０多千米，水运码头１ ４４１个。为适应
市场竞争的需要，部分储运企业开始向现代物流企业发展。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
一些基础较好的储运企业开拓了专线产品的物流配送业务，主要是根据制造商的销售要
求，为其承担成品的储存、配载、运送服务，即为制造企业提供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也
有部分储运企业自办仓储式连锁店，以原有仓库为场地，简单装修后，开办仓储式商场，
并准备发展连锁经营，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原有物流设施的作用，也为今后的社会化配送
业务打下基础。
４． 零售商物流配送的发展
零售商业企业扩大经营规模的途径主要有３种：第一种是单体商店扩大经营面积，

但单店经营面积的扩大受商圈限制，因此规模的扩大是有限的；第二种是利用电子商务
开展无店铺销售方式扩大经营规模；第三种被成功运用的方式是通过连锁经营扩大经营
规模。连锁经营把传统的流通体系中相互独立的各种商业职能有机地组合在一个统一的
经营体系中，实现了采购、配送、批发、零售的一体化，从而形成了产销一体化或批零
一体化的流通格局。而配送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在配送中心或其他物流结点进行商品配
备，并以最合理的方式送交客户的过程。因此无店铺销售和连锁经营两种经营业态都必
须通过配送将商品实体通过集货、储存、分拣、配货等作业环节最终传递给需求者。美
国的电子商务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并处于领先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具备非常完善
的商品配送体系。零售商实现商品配送专业化、社会化的方式一般有以下几种。

（１）自建商品配送中心。目前世界较大型的连锁零售企业和无店铺销售企业都建有
自用的配送中心，有些还逐步向社会化配送中心方向发展，为其他中小型零售企业的提
供配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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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共享的商品配送中心。有些中小型零售企业，通过联合组建配送中心的方式，
采取共同配送和一体化配送模式，来承担本系统内部的配送业务，并逐步对外开展配送
业务，向社会化、专业化配送方向发展。

（３）利用第三方物流开展配送。一些规模较小的零售企业，通常借助第三方物流企
业的配送设施，通过服务合同，接受社会化的物流配送服务。

由批发商投资、小型零售商加盟组建的配送中心，如由日本批发商全国中小超市联
盟ＣＧＣ集团（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ｃｅｒ Ｃｈａｉｎ，ＣＧＣ）投资的枥木集配中心在关东地区投资建
设了８个配送中心，一些小型零售商店和连锁超市加盟。在日本，全国有３００多家小公
司，共３ ０００多个门店，由ＣＧＣ集中进货和配送，其中枥木集配中心负责配送其周围３０
千米以内７个株式会社的３７家店铺，需每天供配的有５个株式会社１９家店铺，这些店
铺２５％的商品由该中心配送。

大型商业企业自建的配送中心，如设立在日本东京都立川市的菱食立川物流中心，
主要为本系统的零售机构配送商品，同时也受理系统外中小零售店的商品配送业务。该
中心拥有冷冻仓库、恒温仓库、常温仓库约１１ ０００平方米，其中冷库约７ ０００平方米，
主要配送食品、酒类、冰激凌等。配送商品品种数为冷冻食品１ ５００种、酒类１ ０００种、
冰激凌２００种、食品材料６５０种。一般储存商品、酒类和食品材料２５ ０００箱，冷藏商品
７０ ０００箱。每天配送数量为冷冻食品１８ ０００箱、冰激凌５ ０００箱、酒类１ ０００箱。主要配
送到日本关东地区的１２个分配送中心，然后由１２个分配送中心再配送到各零售店铺。
这１２个分配送中心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中心” （如川口、桐生、市川、山梨
等），另一种是“在库型通过中心”（如湘南、桶川、静冈、枥木、茨城等）。通过中心
是指收到商品，经分拣后再配送到中小超市，不保持库存；在库型通过中心是指对重点
管理的Ａ类商品有一定的库存量，其他商品基本不设库存，分拣后直接配送出去。系统内
的店铺和系统外的食品店或超市，通过电子订货系统（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ＥＯＳ）向
菱食情报中心订货，由菱食立川物流中心承担物流配送，其流通过程如图１ －３所示。

①　 Ｅ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电子数据交换。

图１ － ３　 菱食立川物流中心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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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配送发展趋势

配送由一般送货形态发展而来，通过现代物流技术的应用来实现商品的集中、储存、
分拣和运送，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１． 配送范围的区域化国际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生产企业原材料的供应和成品的销售范围扩大，物流网络不断延伸，

配送区域突破城际范围，发展为区间、州间的区域化配送，甚至是跨国、跨洲的国际化
配送。例如，以商贸业立国的荷兰，配送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欧洲联盟各成员国；全球最
大的速递公司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Ｕｎｉｔｅｄ Ｐａｒｃｅ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ＵＰＳ），其配送业
务不仅遍及美国，而且扩展到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２． 配送技术的信息化、自动化趋势
配送管理信息化主要体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１）直接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重新构筑配送信息系统，提高信息传输与信息处理的

速度。
（２）运用计算机辅助决策和管理，如计算机辅助进货、辅助配货、辅助分拣、辅助

车辆调度与配载、辅助选址等。
（３）利用计算机帮助实现其他自动化装置的操作和控制，如无人搬运车、配送中心

的自动存取和分拣系统等都离不开计算机。欧洲、美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自动识别、
自动存取、自动分拣和自动配货等自动配送系统已开始普及。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ＢＭ公司）研制的车辆调度计划系统（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ＶＳＰ），只要向该软件输入现有车辆台数，所需时间、运距和货物需
要量等数据，ＶＳＰ软件就可以给出最优的送货路线和最省的车辆台数。
３． 配送组织的集约化趋势
配送组织（企业）的数量逐步减少，单个配送企业的实力和经营规模增强，也就是

单个配送系统处理货物的能力提高。如美国通用磨坊食品公司用新建的２０个配送中心取
代了以前建立的２００个仓库，以此形成了规模经营优势。在日本，有些配送中心的搬运
作业效率每小时可达到５００个托盘，如日本资生堂集团的配送中心每天可完成管区的
４ ２００个商店的货物配送任务。

４． 配送模式的不断优化
多种配送模式和手段的不断优化和组合，将有效地解决配送过程、配送对象、配送

手段的复杂化问题，从而寻求配送的最大利益和最高效率。小批量快递配送、准时配送、
分包配送、托盘配送、分销配送、柔性配送、往复式配送、巡回服务式配送、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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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配送、定时定路线配送、厂门到家门的配送、产地直送等配送方式正随着现代物
流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优化。

第三节　 仓　 　 库　

一、 仓库及其功能

仓库是保管、存储物品的建筑物和场所的总称。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存放货物，并
对其数量和价值进行保管的场所或建筑物等设施，仓库有库房、货棚、堆场等。仓库作
为物流服务的节点，在物流作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具有储存、保管等传统功
能，而且还具有拣选、配货、检验、分类、信息传递、包装、配送等增值服务功能。仓
库具有的基本功能如图１ － ４所示。

图１ － ４　 仓库的基本功能

１． 储存和保管的功能
储存和保管是仓库最基本的功能，仓库具有一定的空间，用于储存物品，仓库内还

将根据物品的特性配置相应的设备，如各种储存货架以及装卸搬运设备，防潮、防尘、
恒温、计量设备等，以保持储存物品数量和质量的完好。
２． 配送和加工的功能
现代仓库的功能已由传统的保管型向增值型转变，即仓库由原来的储存、保管货物

的中心向配送、流通加工、销售等中心转变。在现代仓库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各种包装、
配套、分拣、捆装、移动、配装等流通加工设备，既扩大了仓库的经营范围，又方便了
客户，提高了服务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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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调节运输能力的功能
各种运输工具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运输能力差别较大。比如船舶运输一般都在万吨

以上，火车的运输能力每节车厢能装１０ ～ ６０吨，一列火车的运量多达几千吨，而汽车的
运输能力则相对较小。不同运输工具之间运输能力的差异可以通过仓库来调节和衔接。
４． 信息传递的功能
仓库存货信息如库存量高低、周转率等可以反映和传递供需信息，衔接供应和需求；

存货信息也可以反映企业的管理水平，企业生产以及资产的现状；另外仓库的各项生产
力指标，比如仓库资源利用水平、进出货频率、人员的配置等信息都可以提供决策参考。

二、 仓库类别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仓库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表１ － １列出了５种分类标准的不
完全仓库类别。

表１ － １　 仓库类别
分类标准 保管类型 经济功能 建筑形式 建筑材料 库内形态

仓库类型

普通仓库
冷藏仓库
恒温仓库
危险品仓库
水上仓库
……

贮藏仓库
流通仓库
专用仓库
保税仓库
……

平房仓库
多层仓库
地下仓库
……

钢筋混凝土仓库
钢架金属质仓库
木架砂浆质仓库
轻质钢架仓库

……

一般平地面仓库
货架仓库

自动化立体仓库
……

１． 按照保管类型分类
按照保管类型不同我们可以将仓库分为普通仓库、冷藏仓库、恒温仓库、危险品仓

库、水上仓库等。
（１）普通仓库，通常指常温下的一般仓库，用于存放没有特殊保管要求的货物。
（２）冷藏仓库，又称冷库，是指利用降温设施创造适宜的湿度和低温条件并隔热的

仓库。冷库一般有４个温度级：
①高温库级（＋ ５ ～ － ５ ℃），又称保鲜库，主要用于鲜肉、乳品、鲜蛋、果蔬的保

鲜，它使食品处于较低的温度又不至于冻结，食品可以维持较长时间新鲜。
②中温库级（－ １０ ～ － １８ ℃），又称冷藏库，主要用于食品的冷藏，需要不定期地

将部分食物放入冷库，同时又要不定期地将另一部分食品取出冷库，对食品的冷藏时间
没有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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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低温库级（－ ２３ ～ － ２８ ℃），又称低温库，食品在这个温度范围内，能保持较长
时间不变质。

④超低温库级（－ ３０ ℃以下），又称速冻库，主要用于食品的速冻，如速冻水饺、
速冻蔬菜等，要求在限定时间内迅速将食品冻结。

（３）恒温仓库，是指能够调节温度并能保持某一温度的仓库。它可以使需要作恒温
湿度管控物品的储存温度、湿度得到有效控制，从而确保物品的质量。恒温仓库的温度
规定为２２ ± ５ ℃，湿度规定为３０％ ～７０％，其结果记录于恒温仓库温湿度记录表上。

（４）危险品仓库，是存储和保管危险品的场所。危险品（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是易
燃、易爆、有强烈腐蚀性、有毒物品的总称。如汽油、炸药、强酸、强碱、苯、萘、赛
璐珞、过氧化物等，都属于危险品。危险品仓库根据规模又可分为三类：面积大于９ ０００
平方米的为大型危险品仓库，面积在５５０ ～ ９ ０００平方米的为中型危险品仓库，面积在
５５０平方米以下的为小型危险品仓库。

危险品仓库因其具有危险性的特点，在选址时一般选择较为空旷的地区，远离居民
区、供水地、主要交通干线、农田、河流、湖泊等，处于当地长年主风向的下风位。同
时设置相应的监测、通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泄压、防毒、中和、防潮、
防雷、防静电、防腐、防渗漏或隔离等安全设施和设备。

（５）水上仓库，是指漂浮在水上的储藏货物的泵船、囤船、浮驳船或其他水上建筑，
或在划定水面保管区内保管木材、成品小船、水产品等的室外仓库。
２． 按照经济功能分类
（１）贮藏仓库，主要功能是对货物进行保管储藏，以解决生产和消费的不均衡以及

时间上的矛盾。比如季节性生产的农作物，贮藏到次年销售和消费。
（２）流通仓库，除具有保管功能外，还进行包装、理货装配等流通加工以及配送，

具有货物周转快、增值功能强、时间性强的特点。
（３）专用仓库，由于商品性能比较特殊，需要单独储存，可以防止混存串味等互相

影响，以保证商品质量，这种专门储存单项商品的仓库称为专用仓库，通常用来储存某
类大宗货物如粮食、棉花、水产、水果、木材等。

（４）保税仓库，是指经海关批准设立的专门存放保税货物及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货
物的仓库。保税仓库按照使用对象不同分为公用型保税仓库、自用型保税仓库、专用型
保税仓库。

①公用型保税仓库：由主营仓储业务的中国境内独立企业法人经营，专门向社会提
供保税仓储服务。

②自用型保税仓库：由特定的中国境内独立企业法人经营，仅存储供本企业自用的
保税货物。

③专用型保税仓库：保税仓库中专门用来存储具有特定用途或特殊种类货物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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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配送中心　

一、 配送中心的含义及功能

仓库是保管和保养物品的场所的总称，仓库具有集散、衔接、客户服务、防范风险
等功能，但重点在储存，着眼于仓库内部的流程优化与效率提升，相对来说功能比较
单一。我们可以说配送中心是仓库功能的扩大化，重点在储位规划、拣货、出库与运送，
强调优质服务，着眼于在合理的成本范围内依据客户需求，完成订单上货物的送达。

简单来说，配送中心就是组织配送性销售或专门执行实物配送活动的流通机构。配
送中心具有集货、分货、送货等基本职能，以及更多的增值服务。为了提供更完善的配
送服务，配送中心有时还具有较强的流通加工能力，可以提供各种增值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ＧＢ ／ Ｔ １８３５４—２００１）对配送中心的描述
是：配送中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是从事配送业务的物流场所或组织。应基本符合下列
要求：①主要为特定的用户服务；②配送功能健全；③完善的信息网络；④辐射范围小；
⑤多品种、小批量；⑥以配送为主，储存为辅。

而日本《物流手册》对配送中心的定义则是：“配送中心是从供应者手中接受多种
大量的货物，进行倒装、分类、保管、流通加工和情报处理等作业，然后按照众多需要
者的订单要求备齐货物，以令人满意的服务水平进行配送的设施。”由此看来，配送中心
是一种以物流配送活动为核心的经营组织，其目的是提供高水平的配送服务，因此，要
求其具有现代化的物流设施和经营理念。

配送中心不仅具有储存、集散、衔接等传统的物流功能，而且在物流现代化的进程
中，配送中心在不断地强化分拣、加工、信息等功能。配送中心通常本身具有储存场所
以备齐货物，因为配送中心必须按照用户的要求，将其所需要的商品在规定的时间送到
指定的地点，以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因此，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货物来保证配送服
务所需要的货源。配送中心还凭借自身拥有的物流设施和设备将分散的商品集中起来，
经过分拣、配装、输送给多家客户，通过集散货物来调节生产与消费，实现资源的有效
配置。配送中心必须依据客户对于货物品种、规格、数量等方面的不同要求，从储存的
货物中通过拣选、分货等作业完成配货工作，为配送运输做好准备，以满足不同客户的
需要，这也是配送中心与普通仓库和一般送货形态的主要区别。此外配送中心为促进销
售，便利物流或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按用户的要求并根据合理配送的原则对商品进行
下料、打孔、解体、分装、贴标签、组装等初加工活动，这使得配送中心具备一定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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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能力。配送中心是重要的流通结点，衔接着生产与消费，它不仅通过集货和储存平衡
供求，而且能有效地协调产销在时间上、地域上的分离。

二、 配送中心的类型

随着流通规模的不断扩大，配送中心不仅数量增加，也由于服务功能和组织形式等
的不同演绎出许多不同的类型。
１． 按配送中心的设立者分类
（１）制造商型配送中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ｂｕｉｌｔ ｂｙ Ｍａｋｅｒ，ＭＤＣ）。这类配送中心以

制造商的成品库为配送基地，配送物品全部由制造商自己生产制造，直接向需求方配送，
物品从生产到条码和包装等方面都比较容易配合流通的需要，有利于提高配送效率。

（２）批发商型配送中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ｂｕｉｌｔ ｂｙ 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ｒ，ＷＤＣ）。这类配送中
心以批发商或代理商为主体，批发是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手中的流通环节之一，通常
是从供应商处组织货源，建立库存向消费地的零售商等进行配送。

（３）零售商型配送中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ｂｕｉｌｔ ｂｙ Ｒｅｔａｉｌｅｒ，ＲｅＤＣ）。这类配送中心
一般由零售商设立，零售商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建立自己的配送中心，集中采购统一向
自己的零售门店配送所销售的商品。

（４）专业物流配送中心（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ＴＤＣ）。专业物流配送中心
是以第三方物流企业（包括传统的仓储企业和运输企业）为主体的配送中心。这种配送
中心通常有很强的运输配送能力，地理位置优越，可迅速将到达的货物配送给用户，专
业性较强，配送现代化程度较高。
２． 按配送中心的主要功能分类
（１）储存型配送中心。储存型配送中心是充分强化商品的储备和储存功能，在充分

发挥储存作用的基础上开展配送活动的配送中心。例如，美国福来明公司的食品配送中
心，有７万多平方米的储备仓库，经营商品达８万多种。这类配送中心通常具有较大规
模的仓库和储物场地，在资源紧缺条件下，能形成储备丰富的资源优势。在我国，储存
型配送中心多起源于传统的仓储企业。

（２）加工型配送中心。这种配送中心的主要功能是对商品进行清洗、下料、分解、
集装等加工活动，以流通加工为核心开展配送活动。如深圳市菜篮子食品有限公司配送
中心，就是以肉类加工为核心开展配送业务的加工型配送中心。另外，如在水泥等建筑
材料以及煤炭等商品的配送供应中，通常需要大量的加工活动，所以，在生产资料的配
送活动中有许多加工型配送中心。

（３）流通型配送中心。这种配送中心以暂存或随进随出的方式进行配货和送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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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中心内基本上没有长期储存的货物，通常用来向客户提供库存补充，或者快件分拣转
运。如快递转运中心，商品分拨配送中心。这种配送中心的典型方式是，大量货物整进
并按一定批量零出，采用大型分货机，进货时直接进入分货机传送带，分送到各用户货
位或直接分送到运输工具上，货物在配送中心里仅做少许停留。
３． 按配送中心的归属及服务范围分类
（１）自用（自有）型配送中心。自用型配送中心是指隶属于某一个企业或企业集

团，通常只为本企业服务，不对本企业或企业集团外开展配送业务的配送中心。在国内
外，这类配送中心常见于商业连锁体系自建的配送机构，例如，美国沃尔玛的配送中心，
即为其公司独资建立，专门为本公司所属的零售门店配送商品。这类配送中心可以在逐
步对外开展配送业务的基础上向公用型配送中心转化。

（２）公用型配送中心。公用型配送中心是以盈利为目的，面向社会开展配送服务，
其主要特点是服务范围不局限于某一企业或企业集团内部。随着物流业的发展，物流服
务逐步从其他行业中分化独立出来，向社会化方向发展，公用型配送中心作为社会化物
流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国内外迅速普及。

沃尔玛的配送系统

１９６９年，随着沃尔玛公司总部在本顿维尔落成，沃尔玛的第一个配送中心也于１９７０
年建成。该配送中心建成之初即可集中处理当时公司所销的４０％商品，极大地提高了公
司采购商品的能力，也提高了商品的周转速度。该配送中心目前占地共８１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１１万平方米，室内净高１２ ５米，共有２６４个进货和发货用的汽车装卸口，２４小
时连续作业。配送中心的运行也完全实现了自动化，从牙膏、卫生纸、玩具到电视、自
行车，每种商品都有条码，由十几千米长的传送带输送商品，由激光扫描器和电脑追踪
每件商品的储存位置及运送情况。全速运行时，只见纸箱、木箱在传送带上飞驰，红色
激光四处闪射，将货物送至正确的储存货位或出货的卡车上，繁忙时，传送带每天能处
理２０万箱的货物。许多商品在配送中心停留的时间总计不超过４８小时。配送中心每年
处理数亿次商品，９９％的订单正确无误。这个配送中心主要用于生鲜食品以外的日用商
品进货、分装、储存和配送，为５００千米半径内的沃尔玛购物广场和折扣店服务。

配送中心的基本流程是供应商将商品送到配送中心后，经过核对采购计划、进行商
品检验等程序分别送到货架的不同位置存放，商店提出要货计划后，电脑系统立即将所
需商品的存放位置查出并打出印有商店代号的标签。整包装的商品直接从货架上送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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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带，零散的商品由工作人员取出后也送到传送带上，经传感器对标签进行识别后自动
分送到不同商店的汽车装卸口。

第二个配送中心于１９７５年１月建成，仍在本顿维尔，距第一个配送中心仅３千米
远。第二个配送中心不承担仓储业务，只是一个转运站，统一接收供货方送来的大宗货
物，经检测、编配后转换到公司的送货卡车上。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沃尔玛的配送中心
已增加到２０个。沃尔玛整个公司年销售额３００多亿美元，商品８万种，其中８５％的商品
由这些配送中心供应，配送成本占销售额的３％，而其他竞争对手只有５０％ ～ ６５％的商
品由公司集中配送，其配送成本约占销售额的５％，仅这一项一年就为沃尔玛节省近８亿
美元。

随着大型配送中心的成功运作，沃尔玛开始根据自己的发展战略有计划地增建配送
中心。通常的做法是每个配送中心负责周围５５０千米，即一天车程内商店的送货，一个
配送中心大约可承担近百家商店的服务；然后再向外围发展，建新的配送中心，再在其
周围发展分店。

沃尔玛的配送中心共有６种形式：第一种称作“干货”配送中心，即负责综合性较
强的一般常温商品的配送，如日用百货、家电、常温食品等的配送，目前这种形式的配
送中心数量最多；第二种是食品配送中心，包括不易变质的饮料以及易变质的生鲜食品
等，需要有专门的冷藏仓储和运输设施直接送货到店；第三种是山姆会员店配送中心，
批发和零售结合，有三分之一的会员是小零售商，由于会员店于１９８３年才开始建立，这
类配送中心目前数量不多；第四种是服装配送中心，一般不直接送货到店，而是将服装
等商品分送到其他配送中心；第五种是进口商品配送中心，主要作用是通过大量进口商
品以降低进价，再根据商店要货情况将商品送往其他配送中心；第六种是退货配送中心，
专门接收店铺因各种原因退回的商品，其中一部分退给供应商，一部分送往折扣商店，
一部分就地处理，其收益主要来自出售包装箱的收入和供应商支付的手续费。

在整个配送系统中，送货运输费用是最高的，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沃尔玛于１９７８年
组建了自己的车队，为了满足美国国内连锁店配送的需要，沃尔玛公司在国内共有近３
万个大型集装箱挂车，５ ５００辆大型货运卡车，２４小时昼夜不停地作业。每年的运输总
量达到７７ ５亿箱，总行程６ ５亿千米，沃尔玛的配送车辆全都是加长的大型货柜型车
辆，在长度和高度上超过了集装箱卡车。沃尔玛通常为每家分店的送货频率是每天一次，
其商店通过电脑信息系统向总部订货，平均只要两天就可以补到货，如果急需，则第二
天即可到货。沃尔玛的货架总能保持充盈，并随时掌握到货时间，其运输成本也总是低
于竞争对手，这使沃尔玛享有极大的竞争优势。

沃尔玛公司的５ ５００辆运输卡车，全部装备了卫星定位系统，任何时候在调度室都
能够知道某一车辆在什么地方、目的地是什么地方、装载什么货物、离商场还有多远、
何时到达商场，做到在合理安排运量和优化运输线路的同时，加强了对运输时间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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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运输潜力，避免浪费，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另外，供货商
的供货运输也可以使用沃尔玛的运输系统，如对商场需求批量大的货物可以从供货商处
直接运抵商场。沃尔玛在降低送货成本方面的另一个策略就是尽可能提高车辆的装载率，
即把车尽量装满，从底部到顶部整个车厢填得满满的。沃尔玛的配送车一般都在高速公
路上行驶，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他们认为，不出事故就是节约费用、降低成本。

沃尔玛配送系统的成功运行，离不开现代高科技手段。沃尔玛投资４亿美元由休斯
通信公司发射了一颗商用卫星，实现了全球联网，其全球５ ０００多家门店通过全球网络
可在１小时之内对每种商品的库存、上架、销售量全部盘点一遍。现在，沃尔玛公司的
计算机追踪着业务的每一环节，了解公司出售的一切商品。它们了解每件商品价钱多少；
该店出售该商品赚了多少钱；收银员对这件商品扫描需要多少时间；顾客在买这种商品
时往往同时购买哪些其他商品；供应商还有多少存货；有多少货正在运往该店途中，或
储存在周围３００千米以内的仓库里；等等。利用先进的电子通信手段，沃尔玛的经理们
可以精确地了解这些数据，从而知道如何使商店的销售与配送中心保持同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沃尔玛开始利用ＥＤＩ系统与供应商建立自动订货系统，通过网

络系统，向供应商提供商业文件、发出采购指令、获取收据和装运清单等，同时也让供
应商及时准确地把握其产品的销售情况。沃尔玛还利用更先进的快速反应系统代替采购
指令，真正实现了自动订货。该系统利用条码扫描和卫星通信，与供应商每日交换商品
销售、运输和订货信息。凭借先进的电子信息手段，沃尔玛做到了商店的销售与配送保
持同步，配送中心与供应商运转一致，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成本。

沃尔玛配送中心在协调上游的供应商商品的供应与门店商品的销售中，始终确保采
购进货的商品与门店订货单、配送中心发货单的商品信息完全一致，整辆卡车的商品卸
至商店不需检验，这样可以节省验货的时间及劳力。对供货商来说，为一家配送中心送
货比为数十家商场送同样的货成本要低得多，供货商和配送中心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合作
伙伴关系，双方在双赢的基础上，让出部分利润给消费者，最终的结果是，提高了供应
链上各环节的竞争力。

（资料来源：吕一林． 美国沃尔玛：世界零售第一［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 有改动）

〔工作任务〕
任务一：请根据案例给出的信息，总结出沃尔玛配送中心的作业流程。
任务二：根据案例信息描述沃尔玛配送中心主要有哪几个部分的设施和主要设备？
任务三：沃尔玛的配送系统是从哪些方面来保证公司实现最低成本和最大销售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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