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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信息化就是在物流的各个环节广泛引用信息的技术，具体

表现在物流信息的商业化、信息数据的数据化和计算机化，信息传递

的标准化和实施化，信息存储的数字化等等。从世界上发达国家走过

的历程来看，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要向物流信息化的方向

发展，我们中国工业化已经基本上到了一个高级的阶段，向物流信息

化发展，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无论是日本、美国、德国都

是走过了这样一个进程。我国的物流信息化虽然在近几年发展较快，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要大力推进物流信息化，是

我国的物流业向智能化，网络化发展。

一、我国物流信息化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从政府到企业对物流信息化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

提高，物流信息化的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我国物流信息

化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虽快，整体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存在较

大差距。

（一）发展较快，整体水平较低

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物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曾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第一次明确提

出“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并特别指出物流信息化是建设重点。

各地方政府也多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把物流区域优势与信息优势

相结合，积极吸引外资投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我国大型企

业物流及第三方物流企业信息化意识普遍提高，信息化进程正在加

快，大约有74％的企业已经建立了信息管理系统，77％的企业已有

自己的网站。物流企业对现代通信技术的接受程度逐渐提高，很多

企业都广泛的使用了先进的软件管理系统，提高了资源配置的优化

率，通过信息化的管理手段，最大限度的整合了现有资源，使企

业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即便如此我国的一些大型物流企业也存在

对物流信息化建设投入不足的情况，据调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

每年IT 投入不足10 万元，企业每年IT 投入超过100 万元的不足20

﹪。这说明我国的物流企业对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不足。在这方面，

我国的物流企业还需提高认识，加大投入力度，提升物流信息化的

建设水平。

我国的中小物流企业信息化水平低。由于这些企业自身规模

小，实力不足，缺少足够的资金来发展物流信息技术，无法低成

本，低风险的进行信息化建设。因此，严重制约了这些中小物流

企业的发展。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中小企业信息化水平低下的问题，

引导中小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研发、管理、制造和服务水平，提

高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能力。鼓励信息技术企业开发和搭建行业应

用平台，为中小企业信息化提供软硬件工具、项目外包、工业设

计等社会化服务。广大中小企业对于提高自身信息化水平，从而提

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二） 物流信息化技术落后，信息资源不能共享

我国的物流企业，在 E D I （电子数据交换）、G I S （地理信

息系统）、G P S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先进技术应用十分有限。

根据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布的《中国企业供应链管理调查报告》显

示，我国 7 5 ﹪的企业储运单元货运单元都没有条码标志。我国只

有少数物流企业拥有物流信息系统，特别是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滞

后，物流信息分散，资源不能有效整合。要搭建物流公共信息平

台可以解决信息资源不能共享的问题。

我国要发展现代物流，抓住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机遇，必须

加强物流信息资源的整合，大力推进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健全

电子商务认证体系，网上支付系统和物流配送管理系统，促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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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在积极筹建物联网，在上海，天津，无锡，深

圳，沈阳，武汉，成都等地已建立了射频识别技术（R F I D ）产

业园区。在一些城市进行物联网应用试点，如青岛，杭州。我国

在射频识别技术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正在从以身份识别、电子票

证为主，向仓储物流等物品识别拓展。随着物联网的不断发展和完

善，对于我国物流信息化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物联网的建设将有

效促进信息资源共享。

二、发达国家物流信息化的情况
（一）日本物流信息化的发展

日本物流信息化的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在世界居领先水平。

特别是日本政府近年来为了大力扶持物流信息化产业的发展所采取的

一些宏观政策导向，给日本物流信息化产业带来快速增长的实践经

验，对我国流物信息化具有极为有益的启示。

　日本的物流领域均实现了高度的机械化、自动化和计算机

化。企业的物流作业中铲车、叉车、货物升降机、传送带等机械

的应用程度较高；配送中心的分拣设施、拼装作业安排犹如生产企

业的生产流水线一样，非常先进，有的已经使用数码分拣系统，大

大提高了物流企业的工作效率和准确性，在物流企业中，计算机管

理系统被普遍应用；在国际物流领域里，广泛使用EDI(电子数据交

换) 系统，提高了信息在国际间传输的速度和准确性，使企业降低

了单据处理成本、人事成本、库存成本和差错成本，改善了企业

和顾客的关系，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高科技的应用与发展为

物流企业跨上新的台阶提供了重要的手段和作用。日本物流业不仅

其专业化、自动化水平的发展十分快速，而且对物流信息的处理手

段也极为重视。几乎所有的专业物流企业无一不是通过计算机信息

管理系统来处理和控制物流信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为此，日本一大批IT 业界的公司已成为物流信息平台和物流信息系

统需求的直接受益者。

（二）美国物流信息化的发展

上世纪90 年代美国开始实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其实质是以计

算机为基础，在全国建立一个以光缆为主干线的智能通讯网，实现

整个国家的信息化。它的突出特点是网络化，即欲在全国形成一个

庞大的电子信息网络。在美国利用电子购物、电子货币实现从制造

到流通的网络信息一体化。

美国的物流配送业发展起步早,经验成熟,尤其是信息化管理程度

高,对我国物流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美国物流信息配送中心主要

靠计算机管理。业务部通过计算机获取会员店的订货信息,及时向生

产厂家和储运部发出要货指示单;厂家和储运部再根据要货指示单的先

后缓急安排配送的先后顺序,将分配好的货物放在待配送口等待发运。

UPS是美国最大的物流公司，也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企业之一。UPS

虽然创造了每个工作日投递1300万个邮包的创举，但却感到还不能正

常地迈向全球化、知识化的物流业市场竞争中。为了摆脱企业曾墨守

陈规的经营模式，向电子物流业发展，迎接电子商务的新浪潮。因此，

早在80年代，UPS就决定创立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技术系统。在最近十

几年中，该公司在技术方面投入110亿美元，配置主机、PC机、手提

电脑、无线调制解调器、蜂窝通讯系统等。这种投入不仅使UPS实现

了与99%的美国公司和96%居民之间的电子联系，同时也实现了对每

件货物运输即时状况的掌握。UPS 可向顾客和供应商提供瞬间电子介

入服务，以便查阅有关包裹运输和传递过程的信息。UPS 的成功来自

于U P S 在数字时代来临时紧紧抓住了发展电子（下转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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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6 7 页）商务这一良机，实现了由传统物流企业向电子

物流企业的跨越发展。

（三）德国物流信息化的发展

德国的物流业的起步和发展，其经营理念与思想主要来源于美

国。从70年代至今几十年的发展，德国已经有33个物流园区，1200

余家企;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德国物流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德国庞大而发达的物流业正高速稳定的向前发展着。德国作为欧

洲物流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物流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很值得刚刚起步

的中国物流业的借鉴。

在德国,有一定规模的国际货运代理、运输公司、船运公司,几乎

在决策、管理、操作各环节都有相应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而且,这些有

实力的公司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电子商务的建设作为公司发展的战略

重点之一。这些系统不但可以实现运输委托信息处理、运输安排、线

路优化、运输成本计算、运输单证生成、客户信息、运费发票生成、

电子报关等，还可以实现与其他系统（如财务系统，海关系统，港口

信息中心）等外部信息和数据的交互。为了适应德国物流业信息化的

发展以及国际贸易的需求德国口岸部门也建设了相应的进出口报关系

统。其中进口报关系统是全国统一的系统,而出口报关系统是LAPP 系

统。由此可见，德国物流业的信息流通已从传统的电话、传真发

展到了E-Mail、EDI以及Online的现代化方式,同时在IT技术的支持

下, 实现了物流快捷、省时、安全、经济的目标。

德国的物流业已进入较高水平的信息化发展阶段，其在发展过

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结合我国目前的发

展状况，把我国的物流信息化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适应我国

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

我国的物流信息化水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为了缩小这一

差距一方面政府要积极的支持，另一方面企业要加大对信息化建设

的投入，汲取国外的成功经验，不断的发展创新。物流信息化是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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