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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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物流信息化的启示
王凌峰 / 文

日本信息化比中国早，1985年开始搞EDI电子

数据交换。市场经济法律环境比较好，企业信息化

数据共享障碍少。日本跨国公司多、制造业大企业

多，对物流的需求是对日本物流现代化与国际化的

有效拉动。

一、日本物流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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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对物流业的支持

日本物流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日本政府出

台的物流产业发展政策。他们将建设和完善物流基

础设施作为重点内容加以提出。目前日本已基本形

成良性的物流信息化市场和运作机制，物流信息化

基础设施也已初具规模，因此政府认为需要通过宏

观政策调控，将投资重点着眼于一些重点物流信息

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信息化方面。

为了进一步提高物流信息化运作效率，日本政

府着手了一系列物流信息化政策方面的改革，其目

的是进一步放宽对物流信息化业的规制，使其完全

按照市场运作的规律更加富有活力地发展。这些

放宽的信息化政策包括：(1)废止物流业的供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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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即对过去各种限制新增项目的法律法规进行了

放宽，如：对新建信息化项目只要符合国家信息化

规定的安全和信息化技术标准，即可更加容易地获

准；(2)对信息化规定进行了调整，如：对国际性的

信息化调和、信息化技术标准的提高等方面；(3)灵

活实施货物运输信息化事业法。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着手物流信息化系统的

技术升级。包括：(1)物流系统的信息化，进出口和

港口手续的无纸化、信息化一条龙服务，物流信息

化EDI的推进；(2)物流信息化系统的标准化，集装

箱、托盘的JIS信息化国际整合；全程信息化托盘

化运输的推进；(3)其他信息化技术开发和信息化商

业惯例的改善等。为了确保综合物流信息化政策得

以实施、落实，日本政府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建立了

一套信息化政策推进体制，以确保中央部门、地方

政府、物流信息化企业、货主等各方面能够合作实

施有关信息化政策。这一体制包括中央政府各有关

部门之间的信息化合作；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区

域物流的信息化未来结构）；并根据物流信息化实

施状况每年进行跟踪调查。

随着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计算机信息网络的

日益普及，传统物流在不断向现代化意义上的物流

转变，其主要内涵包括了运输的合理化、仓储的自

动化、包装的标准化、装卸的机械化、加工配送的

一体化、信息管理的网络化等等。日本政府和有关

业界早已形成物流信息化共识，即现代物流信息化

的发展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三、给中国的启示

日本物流的发展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在信息

化库存管理上，日本物流由于进行了与制造企业良

好的需求预测和生产衔接，因此从未出现过断货现

象，使日本物流信息化始终保持快速运行；二是在

配送业务上，日本物流充分利用物流信息化手段，

利用车载地图物流信息系统为送货车设定合理的物

流配送路线，使日本物流能够掌握送货员的实际配

送路线和在每一个零售客户那里停留的时间，日本

物流不仅可以优化配送线路，而且还有利于日本物

流对送货员的管理监督，并提高日本物流配送效

率，这是中国物流发展应该借鉴的。除此之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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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物流企业应不断加强对物流配送队

伍的管理，每年两次集中开展企业员工跟班送货调

研活动，通过“群呼群访”模式的转变，用物流信息

化来优化物流送货线路，提升物流信息化工作效率。

（2）中国物流企业应当开发并试运行更多的

物流配送地理信息系统（GIS），集成物流信息化

人员考核、线路物流信息化优化、物流信息化业态

分析、物流信息化管理等多项内容，为中国物流企

业物流信息化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为优化物流信

息化送货线路、实现弹性送货提供了物流信息化系

统支撑。

（3）有效控制成本

从全球成本控制的总体趋向看，日本等发达国

家已经有效地将物流成本控制在了较小的范围内，

根据德国Deutsche银行的统计，从全行业物流成本

占价值比重来看，日本平均物流成本为6.0%，欧洲

为9.1%，加拿大为9.5%，美国为10.0%，从这些资

料中可以看出，日本通过物流信息化运作在物流成

本控制上已经获得了良好的绩效，之所以如此，不

仅在于日本形成了全面的物流信息化管理体系和信

息化运作流程，信息化的实施有效地进行物流成本

监控和物流管理。

（4）实现供应链管理过程的一体化

物流信息化建设是贯穿于整个物流企业建设过

程中的核心，中国物流企业对物流信息化建设定位是

最终实现供应链管理过程的一体化。中国物流企业信

息化建设是基于物流专业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发展

方向进行的，信息化建设平台起点要高，物流管理信

息系统日后将发展为中国物流企业行业的供应链信息

系统，与目前国际上实施的物联网前沿物流信息化科

技系统进行紧密衔接，可向中国物流企业企业提供商

业智能查询服务等，在此信息化基础上中国物流企

业最终实现供应链管理过程的一体化。

首先、中国物流企业将为各地配送中心统一部

署仓储信息化管理软件，具体负责中国物流企业各

地市物流配送中心内部的信息化管理作业。中国物

流企业应和美国曼哈特联合软件公司(MA．公司)为

中国物流企业统一部署物流信息化仓储管理软件，

美国曼哈特联合软件公司是全球第一大供应链执行

信息化软件(SCP)供应商，该公司的信息化仓储管

理软件代表了当今世界信息化仓储管理软件的最前

沿的技术水平。

其次、中国物流企业在部分地市级配送中心信

息化仓储管理软件正常运行后，将统一确定中国物

流企业运输管理软件(TMS软件)供应商，中国物流

企业应进行送货线路的信息化整合和信息化优化、

实现GPS、GIS信息化定位管理。这里需要强调的

是，很多企业在信息化方面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出在

信息技术上，而是出在信息化业务流程上。信息技

术只是应用的工具，必须服务于企业业务流程。如

果业务流程没有梳理通畅，再先进的信息技术也无

能为力。信息化业务流程的梳理的目的是提高管理

的有效性，而信息技术提升的是有效管理的效率。

目前，中国物流企业现代物流信息化建设缺乏统

一、规范的业务流程和标准，大多数企业都是直接

在自身业务的基础上开展信息化建设，结果是各企

业的信息系统间无法互联互通、实现信息共享，行

业在信息化建设上的投入浪费现象严重。鉴于此，

中国物流企业在进行信息化建设之前，应首先作到

信息化业务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唱好信息化规

范化、标准化、信息化这三步曲，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实现信息化管理革命，提高信息化管理的效率

和决策水平。

未来的中国物流企业市场竞争除了价格竞争、

服务竞争之外，中国物流企业最主要的就是物流信

息竞争。因此，在中国物流企业现代物流的建设过

程中，中国物流企业一定要紧紧抓住物流信息化建

设这个关键环节，明确物流信息化建设的主导和支

配地位，充分发挥物流信息技术的桥梁纽带作用，

加强中国物流企业各种资源和各相关经营管理单位

的综合集成，努力实现中国物流企业管理体制的扁

平化和竞争能力的聚合化，从而实现中国物流企业

的竞争体制由单元对抗向系统对抗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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