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1劝 c hn o l侧到 & En t6d Prs eUC PIO t e沙

阅以 E的物流信息化案例分析
口 上海富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供稿

日本近铁集团公 司 《 K in t e ts u

O W
rd l w id e Exp ers s )创建于 1 91 0年

,

总部设在日本东京
,

位列世界 500

强
,

是日本第二大专业物流公司
。

195 8 年起
,

近铁开始了跨国发展
,

目前已在世界的 60 多个国家
、

地区

及 1 78个主要城市设有子公司及分

支机构
。

19 96 年 11 月
,

近铁集团

在北京设立北京近铁运通运输有限

公司
,

为惠普
、

夏普
、

东芝
、

Int el
、

松下
、

3M
、

EP SO N等世界 5 00 强企

业客户提供高品质的物流服务
。

物流信息系统招求的产生

经历了近八年的发展
,

20 04 年
,

KW E在中国的物流业务网络已经基

本扭盖全国
。

但与业务快速发展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信息系统的建设

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

给业务

管理带来不少难题
,

具体体现在 :

1
.

各业务单元迫切孺要建立统

一
、

规范的业务操作流程 ;

2
.

客户担当加班加点
,

花费大

t 的时间进行业务数据在 Exc el 中的

处理
,

操作效率低下
,

数据准确性

难以保证
,

数据资源的重复利用率

低下 ;

3
.

由于管理众多货主的产品
,

很多仓库的产品种类达到了一万种

以上
,

仓库的管理只能依赖于老员

工的经验
,

库存准确率难以保证 ;

4
.

库内作业如上架作业和拣货

作业主要依靠现场管理人员的经验
,

作业效率难以得到提升 ;

5
.

对运输资源和运输成本的粗

放式管理
,

成本居高不下 ;

6
.

总部管理人 员无法及时地了

解库存动态和运输动态 ;

7
.

提供给客户的报表各式各样
,

由各客户担当手工编制 ;

8
.

与客户在费用和核算上完全

依靠手工编制的报表
,

给总部客服

人员造成较大压力 ;

9
.

每次与客户进行 〔DI 接口都摇

要 IT 部门大 t 的开发工作
,

周期长
,

接口的稳定性低
。

对此
,

Kw 〔 公 司曾尝试 引进

海外的物流管理系统
.

但由于在业

务适应度
、

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原

因
,

最终以失败告终
。

为了加速国

内物流业务的发晨
.

为容户祖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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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服务
,

2 00 4年年初
,

WK E启

动了其全国物流信息系统的建设

和推广计划
。

并经过严格的评审

选择上海富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F uL x) 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

在全

国各物流中心循序渐进地推广实

施仓储管理系统 (WM )S 和运输管

理系统 (T M )S
,

在企业总部建立集

成的物流管理平台
、

信息门户和

ED I中心
。

系统建设

对于一个集团化和网络化运

营的物流企业来说
,

需要通过

WM S 和 TM S 管理实现每一 个物

流节点的物流作业
,

提升作业效

率
,

实现物流中心内的精益化管

理
。

而这项工作的前提是站在集

团的高度
,

建立统一的信息系统

接口和信息发布平台
,

以支持各

物流节点的信息进行统一的采集
、

分析和监控
。

基于这一战略思想
,

富勒协助 KW E按照总体规划分步

实施的策略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

部署
。

第一
,

在上海试点仓库部署

W M S
,

成功实施后在 2 年内将

WM S部署到全国各地的物流中

心
。

提高各地物流中心的操作效

率
,

库存准确率
,

实现库存动态

对总部和最终客户的透明
。

第二
,

部署 TM S 系统
,

实现

对运输全过程的调度和跟踪
,

建

立对外包承运商的绩效考核体系
。

第三
,

实施订单跟踪系统
,

建立面向客户服务的订单跟踪平

台
,

使客户可以随时查询订单执

行过程中的最新状态
。

第四
,

实施 〔DI 平台
,

建立与

高端客户的 EDI 数据对接
,

实现

与客户的高效业务协同
。

系统的构成及实施

wK
〔采用的物流信息系统体

系共有 5个子系统构成
,

分别是

WM S
、

TM S
、

Lo g is t i e s M o n it o r
、

Co lla b o ar t io n 、

OP rt a l
。

(见图 1 )

1
.

WM S (仓储管理系统 )

WM S 是以 企业各个 RDC 为

单元的系统
,

重点支持各 Ro c 内

的收货
、

上架
、

拣货
、

发货
、

库

存管理等业务操作
。

其目的是有

效地提高各 RDC 内的操作效率和

库存准确度
,

实现仓库费用的自

动结算
。

在主要业务环节中应用

了条形码和 RF 等先进的技术手

段
。

针对第三方物流业务的核心

业务需求
,

系统在实施过程中重

点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需求 :

( 1 )多货主管理
,

通过一个

WM S要能满足企业内几百个货主

的个性化要求 ;

( 2 ) 网络化 多仓 (C D口 RD C /

D C)管理 ;

《3 】业务规则和业务流程可

配皿 ;

《4 】透明和清晰的库存结构 ;

《5 】灵活和精确的费用结算
。

2
.

T M S (运轴管理系统 )

通过对运输任务接收
、

调度
、

状态跟踪等过程来确定任务的执

行状态
,

通过对应收应付的管理

以及运输任务所对应的收支的核

算
,

统计分析出实际发生的费用

和每笔业务的毛利润
。

在状态跟

踪环节中集成了 G SP IG ISG/ PR s 等

技术
。

针对中国运输业务的现状
,

系统在实施过程中重点铸关注以

下几个方面的僻求 :

《 1 )多种运输模式的支持 : 包

括公路运输
、

铁路运输
、

水路运

翰
、

航空运输
、

短驳运输
、

多式

联运
、

移库作业和提货作业等
。

【2 》灵活的订单分拆和分段

功能 : 物流的核心业务就是资源整

型
j “ 法切乌应甩旦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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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系统支持将一张订单进行横

向分拆
,

或者纵向分拆
,

并把不

同段的订单分配给不同的承运商

进行运输作业
。

《3 )支持复杂的多方结算费

率设皿
: 提供多种费率因子设置和

多种费用结算方式
,

同时根据业

务摇求提供承运商报价体系
,

为

每个客户和承运方提供个性化费

率和报价机制
。

3
.

L o g iat ic s M o n lt o r

该系统包括三方面内容
:

( 1 ) 物 流 数据 中心 ( Da t a

Hu b ) : 建立于企业总部的库存数

据中
,

分布于各 RO C 内的库存以

及运输中的订单状态数据都会集

中于此
,

便于总部了解所有的物

流运作动态
。

( 2 )监控 【A le rt ) : 消息预警系

统
,

通过定义物流执行环节的各类

事件
,

如安全库存苦戒
、

延期送货

等
.

当事件发生时
,

lA e rt 系统可

以通过传真
、

短信或者
e m ial 发送

消息给相关的事件关联人
。

( 3 )集中墓础数据 / 权限控制

(M a set
r o a t a ) : 企业级的基础数据

设 t
,

包括客户档案
、

产品代码
、

用户权限等
,

保证基础数据在企

业内部 ( 不同物流中心 ) 的一致

性和完整性
。

4
.

C o ll a b o
fat lo n : ED I电 子

数据文换平台
.

通过完全可配里

的系统架构
,

实现客户与业务合

作伙伴之间的 EDI 数据交互
。

针

对不同业务伙伴的不同数据要求
,

可以通过简单的数据配置实现快

速部髻
。

5
.

p o血 l
:

基于 We b 的在线

库存分析工具和运单跟踪系统
,

使最终客户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库

存和订单运输的最新动态
。

在该物流信息系统体系中
,

5

个子系统的应用是相辅相成的
。

通过 WM S和 TM S解决了第一线

业务的运作问题
,

并获得准确的

数据资源 ; 通过 oL g is t ic s M o n it o r

强化总部的管理职能和调度职能 ;

而通过 C o lla bo ar t io n 和 ED I则实

现了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特别的

最终客户的密切的业务协同
,

提

供物流服务基础上的高附加值的

信息服务
,

提高了服务品质和最

终客户的满意度
。

经过近 5 年的

不断完善和升级
,

目前
,

富勒提

供的物流信息系统在 KW〔的快速

业务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并成为体现公司核心竞争能力的

最重要的平台
。

系统实施过程中的关注点

保证物流信息系统项目的实

施成功的关链
,

除了关注 lT 技术

本身外
.

流程重组
、

队伍建设
、

人员效率等因素也很重要
。

1
.

流程重组
。

系统的成功实

施有赖于建立一套标准规范的作

业流程
。

在实施过程中
,

实施团

队通过对各业务环节作业特点的

认真分析
,

结合系统制定了统一

的操作流程
.

并通过管理人员强

有力的推进使流程得以贯彻实施
。

2
.

队伍建设
。

系统不但要成

功上线
.

更 , 要的是要保证长久

稳定的运行
,

为此摇要一个拥有

专业技能的实施和支持团队
。

实

施过程中分别针对系统管理员
、

Q A
、

系统操作员和现场操作人员

进行了严格和持续的培训
。

3
.

人员效率
。

实施系统的一

个重要价值在于人员效率的提升
。

通过流程优化
、

数据自动处理
、

单据合理化设计
、

系统人性化设

计等措施使管理人员从简单重复

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

可以将更多

精力放在加强管理和提升服务上
。

通 过实施 物流信息 系统
.

KW E建立了对全国物流运作的统

一管理
,

作业效率和数据准确性

得到很大的提高
.

作为第三方物

流公司的客户满惫度和公司形象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