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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企业或企业集团内部的业务管理
,

提

高沟通效率
,

对下属机构和分支单位进行

支持
,

最终目的是提高本企业的竞争能力
。

第二
,

垂直型网络较多
。

日本流通结构的特点是大型厂家或大

型批发商起支配作用
,

信息网络是按照系

列化方式垂直联接的
。

例如生产厂家按照

自己的流通渠道从批发商到零售商构筑信

息网络
,

批发商的网络也是按照二级批

发
、

三级批发这样的垂直方式构造的
。

第三
,

全国型网络较多
。

企业独立的信息网络系统要服从于该

企业整体的战略需要
,

因此这些企业的信

息网络一般都以统一的方式扩展到全国
.

将处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
、

连锁店和特

约经销店等单位纳入统一的网络系统之

中
。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
,

日本流通

业的信息网络化出现了一些新趋向
,

与前

一时期有很大的不同
。

首先
,

日本流通业对信息网络的认识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即由过去的把信息网

络看成是企业私有财产转变为产业的基础

设施
。

早期流通企业所建立的独立网络是服

从于市场竞争需要的
,

因此网络战略本身

就是该企业差别化竞争战略的手段之一
,

试图通过率先建立网络提高竞争能力并燕

得竞争对手
。

受上述思想的支配
,

流通企业

的摘息系统是封闭的
,

是企业内部的
,

而且

各企业的网络系统都非常强调自己的特色
,

这样一来就产生很多的流通信息网络系统
,

企业各自为战
,

结果在网络化初期出现了

混乱的局面
。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日本流通业认识到

上述做法的问题
,

改变并强化自己地位为

目的的信息化动机
,

不把信息网络作为企

业自身的竞争手段
,

而是把信息网络看成

是流通产业的基础设施
,

不在网络上搞竞

争
,

即
“

网络是共同的
” ,

竞争则围绕着商

品开发和顾客服务等方面
。

观念更新以后
,

流通业信息化的混乱局面也得到了根本解

决
。

日本流通业信息化的第二个趋向是由

独立开发向协同开发转变
。

如上所述
,

早期 的网络化是建立在差

别化竞争手段这一基础上的
,

因此流通业

都倾向于自立开发网络
。

实践证明企业独

立开发信息网络费用很大
,

所需时间和人

力也很大
,

很多企业并不具备条件
,

即使能

够开发成功
,

也与通过信息化降低流通费

用的初衷相背
。

一些企业在独自建设网络

以后
,

为了适应全部流通系统的需要
,

将系

统在全国展开
,

结果不得不在全国各地建

立很多的终端
,

这样连效率化的目标也没

有很好地达到
。

网络系统的功效取决于信

息的聚集和用户的聚集
,

企业独自开发的

网络只限定在本企业中使用
,

这就大大限

制了信息网络的作用
。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
,

日本流通业的信息化出现了协同化的趋向
。

纵向上厂家
、

批发商
、

零售商
,

横向方面同

行业企业之间
,

按照功能划分的原则建立

共同的相互分工的信息网络
。

这种形态的

网络发挥了加盟企业各自的优势
,

不限定

网络的使用者
,

扩大了信息沟通范围
,

增加

了网络功能
,

代表着流通业信息化的基本

方向
。

仅 19 86 年日本就有很多此类网络被

建立起来
:

1月份日用杂品行业的信息网络开始运

作
;

3月份静冈县的批发商之间建立共同信

息网络
,

体育用品信息网络开通
;

4月份零售商佳斯克建立 了共同采购信

息网络
;

5 月份造纸行业的信息网络启动
;

6 月
、

7 月
、

9 月又相继开通了眼镜业
、

相机业和海运业的信息网络
.

10 月份食品业开发联机系统
,

酒类销

售的共同订货系统开始运作
;

11 月份北海道不同行业的批发商也建

立了共同网络
;

12 月份钟表业的信息网络也投入使用
。

日本流通业信息化的第三个趋向是地

域化
。

如上所述
,

日本流通业早期的信息网

络大多数是大企业支配的
,

通过集中化
、

均

一化
、

统一化以效率为目标的全国型网络
。

但是
,

流通业是与地域特色紧密相关的产

业
,

各地经济条件
、

市场特性
、

顾客需求
、

竞争形势等都有很大差别
。

上述那种整齐

划一的全国式的网络模式不能很好地照顾

到地域的个性
,

不利于流通业灵活多变的

需求
。

所以
,

一些大企业在建立全国式的网

络以后
,

地域的流通业务和机构都出现了

弱化和萎缩的现象
,

造成公司总部日益庞

大
,

而活跃在市场第一线的商店却日益减

少
。

地域流通企业的弱化给当地经济产生

了不利的影响
,

导致地域经济活力下降
,

地

域经济基础脆弱
。

考虑到上述问题
,

日本流

通业信息化在推进协同化的同时
,

又出现

了地域化的趋向
,

信息网络开始立足于地

域活力和地域创造力
。

下面我们结合日本流通业信息化的趋

向
,

介绍和分析近年来日本流通业几种主

要的信息网络形态和基本做法
。

. . 贻翻吸理峻鱼立孙自翻习易. .

日本流通业网络化初期以企业独立的

网络形态为主
,

建立企业主导的信息网络

的包括大型生产厂家
、

大型全国批发商和

全国连锁商店的总部等
。

生产厂家的信息网络主要集中在 日用

杂品
、

家电
、

洋酒等市场寡占型行业
。

这些

大型生产商通常把批发环节纳入本公司的

销售系统
,

通过资本联合和人员派遣等方

式将批发环节直系化
。

信息网络首先在直

系的销售公司之间建立
,

然后扩大到制造

阶段 (工厂 )
,

最后将网络扩展到销售公司

以外的一般批发商
。

这种做法可以使生产

商正确
、

迅速地了解本公司产品在批发环

节的情况
。

生产商为了接近掌握消费者信

息的零售商
,

与大型超市的 POS 系统对接
.

通过手提式终端与一般小型零售商对接
,

信息网络覆盖率进一步扩大
。

由大型厂家

建立的信息网络目的明确
,

主体统一
,

容易

实现流通效率化
,

在销售额难以大幅度增

加的环境下
,

作为个别企业的差别化竞争

手段是有效的
。

但是这种网络将信息集约

到特定的企业上
,

很容易强化生产厂家与

流通环节的系列化关系
,

因此主体流通系

统的效率化是有限的
。

由全国批发商建立的信息网络大多集

中在制造或零售环节属于分散型的产业领

域
。

食品行业就是典型的一种
,

在该行业中

从事品种搭配的综合大型批发商发挥很

大作用
,

该批发商首先在企业内部推行

信息化
,

然后着手建立与二级批发商 (地



敷

谕誉赫专家论坛

方批发商 )的信息网络
。

在食品这种多品

种小批 t显著的行业
,

厂家与零售商很

容易直接交易
,

批发商担心自己的功能

葵缩而强化信息化意识
。

像便利店这样

的零售商
,

为了适应需求多样化而扩大

品种范围
,

为了避免经营风险而极力压

低库存
,

商品供货单位零星化
、

多样化的

倾向日益显著
,

信息 t 也在飞速地增加
。

批发商看准这一时机把信息网络延伸到

零售商上
,

通过建立 自动定货系统等方

式为零售商提供经营支持
。

由大型全国连锁商店建立的信息网络

起初以 P O S 系统为中心向物流企业联接

而开始的
。

大型连锁商店对物流和配送

的要求很高
,

希望物流企业和配送中心

提供经营支持
,

与此同时连锁商店的 Po s

系统所掌握的信息对批发商和物流企业

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
。

在这种形势下
,

日

本 30 0 0 多家连锁商将自己的 PO S 系统与

批发商和物流企业实行了联机
。

这种综

合网络有效地利用了营业信息
,

提高了

单品种的销售力
,

实现了从下游的网络

化
。

. 目画回晒能厕目. . .
协同化的信息网络是从 1 9 8 5 年后开

始出现的
。

日用杂品行业协同型网络的

建立是中小企业为抗衡同业中大企业独

立网络而产生的
,

而食品行业协同化的

网络是生产商为抗衡批发商的网络而产

生的
。

例如
,

1 9 8 6 年初 日本 8 家 日用杂

品行业的生产企业为了与批发商建立一

体化的订货系统和提高效率成立了信息

网络运营公司
。

随着网络的启动
,

加盟者

越来越多
,

仅 19 8 6年就包括了 2 0 家生产

商和 1 60 家批发商
,

1 98 9 年生产商增加

到 50 家
,

批发商增加到 5 0 0 家
。

该网络

提供的信息包括发货数据
、

采购数据
、

核

帐数据
、

销售数据和货主信息等
,

该网络

正朝粉核算自动化和物流 自动化方向努

力
。

食品行业的协同型信息网络是以冷冻

食品
、

食品加工厂为中心于 1 9 8 6 年秋发

起的
,

到 1 9 8 7年初利用该网络的批发商

已超过 3 0家
。

食品行业商品种类很多
,

生

产商的结构十分分散
,

厂家对流通渠道

的控制力较弱
,

生产商只能个别地应付

环境变化
,

风险性很大
,

于是该行业的企

业萌发了建立网络的念头
。

但是
,

这些厂

家缺乏独立组建信息网络的能力
,

而且

认识到单独设网效率不高
,

于是几家企

业按照协作分工的原则建立了协同型的

信息网络
。

这种协同型的信息网络虽然

难以囊括全行业信息网络的功能
,

但是

由于它不带有特定厂家支配的色彩
,

属

于 中立性较高的网络
,

这就避免了企业

在网络上掀起恶性竞争
。

如果兼顾到全

行业 的利益
,

这种网络与其它网络对接

的可能性很大
.

因此人们对这种网络形

式对提高整个流通业的效率抱有很大期

望
。

. 峨组睡画睡霭菠口口曰.
随着大型厂家和全国批发商网络的纷

纷建立
,

地域批发商的处境日益艰难
,

80

年代后期 以当地有实力的批发商为中心

构建的地域型的信息网络发展很快
。

信

息化 以后
,

生产商与零售商的交易更直

接化了
。

为了适应准时制
,

厂家内部也在

拓展批发商的功能
,

物流业也在挤占批

发商的市场
,

批发商面临着日益严峻的

形势
。

但是
,

另方面社会对批发商的积极

的中间流通功能期待也增高了
。

日本流

通产业研究所以流通人士和关心流通业

的人士大约 5。。人为对象
,

于 1 9 8 7年 1月

底至 2 月实施
“

关于流通业未来的民意调

查
” ,

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批发商的期待

很大
。

很显然
,

人们期待最大的是批发商的

信息功能
,

但是只建立由大型批发商支

配的全国统一的信息网络决不是理想的
。

因为这种网络将信息集中在中央
,

不考

虑地域特性
,

很可能阻碍地区经济活力

和损害地方流通企业的竞争力
。

与生产

商和批发商之间的信息交流相比
,

批发

商与零售商之间的信息文流更频繁
,

信

息 t 也更多
,

信息内容多种多样
,

十分复

杂
,

因此靠全国统一的网络是难 以处理

的
。

人们期待地方上的批发商在支持中

小零售商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

地域型信息网络主要有协同组合和股

份公司两种主要的组织方式
。

协同组合是日本企业加强联合与合作

经常采用的一种组织方式
。

近年来在批

发商共同组建的物流中心上也采用了这

种方式
。

由于物流业的发展和零售商对

配送的要求
,

地域 中几家有实力的批发

商组织起来成立协同组合向物流功能转

变
。

例如包括 4 0 家化妆品厂家产品在内

的协同物流 中心的交易额已占到协同组

合成员公司总交易额的八成
。

该中心根

据组合成员企业的发货指示
,

对各家企

业进行统一的订发货
、

库存管理
、

商品采

购和向零售商配送等
。

在零售商配送要

求日益增加的化妆品
、

洗涤品等行业
,

大

型批发商由于拥有设施先进
、

网络齐全

的物流中心
,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

位
。

地方性的批发商其年营业额一般都

不足 2 0 0亿 日元
,

投资先进的物流中心是

不大可能的
,

因此只能是地域数家批发

商协同起来突破规模的限制
。

以协同组

合方式组建的地域信息网络还致力于物

流信息 中心的建设
,

将批发商业的信息

网络扩展到商品保管
、

订货
、

加工
、

配送
、

沟通等更广泛的领域
。

信息中心将获取

的信息按组合成员企业进行整理
,

然后

发送给协同物流中心和有关企业
。

如果

零售商的订货超过了物流中心所保管的

商品范围
,

那么协同组合中的企业就会

把需要的商品搬运到物流中心
,

中心通

过商品检验
、

计价等工作后向零售商发

货
。

但是
,

协同组合这种方式一般适宜于

同行业之间
,

例如某一行业的专业批发

商之间可以采取协 同组合这种方式
。

随

着信息网络的日益广泛
,

零售商很籍要

那些综合性的地域批发商提供支持
,

这

就要求不同行业的企业集结起来
,

提高

地域流通业的综合服务能力
。

在这种情

况下
,

日本采取了股份公司的组织方式
。

地域核心的批发商作为股东是事业的主

体
。

加盟者分为两种情况
:

一种是负担成

本和风险
,

与股份公司具有直接利害关

系
;
另一种只是单纯地加入网络 以获取

信息为主
。

建立股份公司之后
,

网络系统

的主体性和风险负担性都 明确 了
,

谁都

可以更广泛地利用网络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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