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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流通业信息化发展的现状与分析

王月辉
’

冯 艳
’

摘 要
:

本文介绍了由 日本流通信息系统开发中心 实施的
“
日本流通信息系统化实态调查 (双众)

年 )
”
的主要调查结果

,

在此基础上分析 了 日本流通信息化发展的特点
,

即 日本流通业信息化的

发展已进入质的充实与信息应用的高度化时代 ; 日本流通系统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是以 POS 系统

为中心的悄售管理的信息化和以 EOS 等仃发货系统为代表的企业间交易信息化的 实现 ;政府系

统化的战略推进和支撑条件的完善是其信息化发展的重要保证
。

关健词 : 流通业 ;信息化 ;发展 ;分析

一
、

日本流通业信息化的发展现状

2X() 1年 1月
,

日本流通信息系统开发中心对 日本流通信息系统化的现状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
,

有

效调查的零售企业组织达 625 家
,

含总店铺 39 233 家
。

1
.

户0 5 系统的应用状况

表 1 PO S 系统的应用状况

业业 态态 应用企业比率率 店铺数数 代巧收款机数量量 CP
一 R :石 比率率

(((((% ))) (家 ))) (台 ))) (% )))

百百货店店 9777 43 lll 16 63 333 67
.

222

综综合超市市 9 1
.

777 1 37999 38 44 333 5
.

888

禽禽品超市市 %
.

444 2 28 333 14 m ooo 1 9
.

999

服服饰超市市 印印 %%% 兜兜 20
.

777

小小型超市市 78
.

333 1 74 111 1 88 111 13
.

333

便便利店店 卯
.

999 19 4即即 32 56 111 5 3
.

333

农农协店铺铺 l oooo 13777 7X())) 30
.

777

生生协店铺铺 盯
.

111 70888 4 翻OOO 19
.

222

家家居中心心 57
.

555 9 1999 3 67 888 34
.

444

医医药卫生保健品商店店 97
.

999 2 3日))) 3 95())) 45
.

333

专专卖店 (包括 17 类商品店铺 ))) 7666 9 肠 111 13 18 111 67
.

999

合合计计 解
.

444 39 27 333 l四 98666 36
.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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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pO S应用及 OP S收款机台数

在本次调查中
,

回答已完成 OP S 导人的企业有 550 家
,

达到料
.

8% ;农协店铺
、

药店
、

百货店
、

食品超市
、

综合超市
、

便利店呈现出 90 % 以上的导入率 ;除生鲜专门店的导人率较低外
,

其他几乎所有的专卖店都采用

了 OP S
,

平均导人率达 76 %
。

OP S 收款机台数的应用状况是
,

代一OP S 的导人率整体达 36
.

1% ;百货店
、

便利店的比例较高
,

分别达

67
.

2% 和 53
.

3 % ;专门店平均达 67
.

9%
。

( 2) 商品数据输人方式

调查企业中
,

通用商品条码利用率整体达 87
.

4 %
,

通用商品条码 以外的条码应用为 7
.

7%
,

手工和键盘

输人为 4
.

5 %
。

除百货店
、

服饰超市
、

专门店外
,

其他业态的通用商品条码利用率超过了 90 %
。

作为通用商

品条码以外的条码应用
,

如在服饰业中
,

采取的是本公司专用条码和制造商的条码相结合的商品管理模式
。

从整个专卖店来看
,

通用商品条码利用率由 199 9 年的 68
.

3% 上升为 2以刃 年的 77
.

6 %
,

通用商品条码以

外的条码由 1999 年的 23
.

4% 下降为 19
.

4%
,

手工和键盘输入由 7
.

7%减少为 2 %
,

表明自动读取获得了进一

步的发展
。

( 3) 原印条码商品的比例

原印条码商品的比例平均为 84
.

2 %
,

较之 199 9 年的 50
.

8%增加了 3
.

4 个百分点
,

这主要集中在几乎在

所有商品中采用原印条码商品的医药卫生保健品商店和方便商店中
,

另外
,

百货店仍低于平均值
,

较之 1999

年没有增长
。

除新商品的原印条码外
,

在面向条码管理的商品领域
,

几乎都已经实现了原印条码管理
。

(4) 外部商品信息的收集状况

这是为了建立
、

更新商品主文件
,

对利用网络
、

磁盘等磁介媒体接受外部提供信息的 POS 应用企业的调

查
。

调查数据显示
,

接受外部提供信息的企业数为 37
.

4%
,

而企业所属店铺这一比例则高达科
.

3%
。

这是

由于在组织化的零售企业中
,

一般都是接受来 自本部和本公司所提供的信息
。

接受数据提供的企业 麟
.

6%

是来自交易方
。

( 5) 外部 POS 数据的提供状况

向外部提供 or s 数据企业约为 50
.

6%
,

向商品制造商提供的 比例达 38
.

9%
,

向批发商提供的 比例为

27
.

2%
。

积极开展 OP S 信息提供服务的比例高的业态有医药卫生保健品商店
、

便利店
、

综合超市等
,

向外部

提供 PO S信息的业态
,

旨在谋求与批发商
、

制造商的信息共有化
,

实现商品开发和流通库存的最佳化
。

( 6) 会员卡等的发行

发行会员卡的比例达 印
.

5%
,

其中 8 1
.

2% 发行积分卡
,

这是由于积分卡更容易与其他店铺形成差别 ;手

续和审查等要花费时间的信用卡的比例为 31
.

2 %
。

从业态特征来看
,

百货店
、

家电
、

照相机店等经营选购品的业态中
,

发行本公司信用卡的比率较高 ;积分

卡无论是在必需品还是选购品中
,

都被广泛发行
,

特别是食品超市
、

家居中心
、

医药卫生保健品商店等
,

信用

卡的使用比率很高
。

2
.

订发货系统等的动向

( l) 订货形式和订货代码

网络订货占 59
.

2%
,

F AX 订货占 22
.

9%
,

电话占 4
.

9%
,

除贵金属
、

眼镜
、

钟表
、

乐器
、

CD 及包
、

皮制品
、

袋

类商品外
,

其他采用了网络订货形式
。

网络订货的企业应用的商品代码除鞋
、

包
、

皮制品
、

袋类商品外
,

大都

采用通用商品代码
,

占 67
.

8%
。

( 2) 通用商品代码在 1、万
、

EOS 以外的应用

在 1气万
、

E06 以外的的业务中应用通用商品代码企业达 71
.

4%
。

199 7 年为 52
.

6 %
,

199 8 年为 57
.

9 %
,

19卯 年 62
.

1%
,

呈逐年上升趋势
。

其中在企业中应用项目较多的为盘点占 50
.

9 %
,

售价变更占 48
.

8%
,

进货

信息输人占 33 %
。

百货店回答在 PO S
、

EOS 以外应用通用商品代码的企业占 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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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通用商品代码在PO S 正5 0以外的应用

业业 态态 盘点点 验货货 到货信息息 商品移动动 退货处理理 废弃物处处 售价变更更 应用合计计

(((((% )))(% )))输人(% )))(% ( )))% )))理(% )))(% ( )))% )))

百百货店店 3 0
.

333巧
.

222 2 4
,

222 7
.

666 19
.

777 9
.

111 25
.

888 5000

综综合超市市 45
.

888 29
.

222 2555 2555 29
.

222 4 1
.

777 54
.

222 70
.

888

食食品超市市 47
.

222 9
.

888 36
.

333 1 555 22
.

333 23
.

888 印
.

666 82
.

333

服服饰超市市 2000000000000000 2000

小小型超市市 52
.

222 26
.

111 2 1
.

777 4
.

333 4
.

333 4
.

333 34
.

888 5 2
.

222

便便利店店 72
.

777 54
.

555 9
.

111 18
.

222 54
.

555 54
.

555 63
.

666 81
.

888

农农协店铺铺 盯 55555 12
.

555555555 5000 87
.

555

生生协店铺铺 35
.

555 3
.

222 16 111 19
.

444 2999 54
.

888 58
.

111 67
。

777

家家居中心心 6333 45
.

222 35
.

666 3 1
.

555 42
.

555 27
.

444 4 1
.

111 7 5
.

333

医医药卫生保健品商店店 95
.

777 38
.

333 7 2
.

333 76
.

666 76
.

666 48
.

999 89
.

444 97
.

888

专专卖店 (包括 17 类商品 ))) 53
.

666 33
.

666 32 888 43
.

222 39
.

222 14
.

444 37
.

666 砚砚

合合计计 50
.

999 2 1
.

999 3333 26
.

111 3 1
.

555 23
.

555 48
.

888 7 1
.

444

( 3) 应用订货
、

到货票据

百货店应用 A 格式统一票据的比率为 92
.

4%
,

综合超市
、

食品超市等应用连锁店铺 B 格式的统一票据

的比率高达 90 % 以上
。

A 格式统一票据是由日本百货店协会制定的
,

B 格式统一票据是由 4 个零售团体推进的
,

两者从制定开

始都已经过了 27 年的广泛普及和应用
。

从专卖店的应用状况来看
,

B 格式统一票据的应用最多
,

达 43
.

2%
,

本公司专用票据的应用 比率为 38
.

4 %
。

( 4 ) EOS 以外的数据交换的利用
Eos 以外实施联网数据交换 (DE )I 的企业为 35

.

7%
。

从保有店铺数量来看
,

DE I 的利用状况
,

21 家店铺以上的企业超过 50 % 应用了 EDI
,

而 5 家店铺以下的

企业则有 23
.

2% 的企业应用了 E D I
。

对利用 E 0 6 以外的数据交换的回答
,

按利用率的高低
,

依次为商品信息
、

数据请求
、

例 ) S 销售信息
、

支付

数据等
。

从业态特征来看
,

百货店
“
P OS 销售信息

”

的比率较高
,

这实际上是基于以交易方的判断进行采购的

交易形态的一部分
。

医药卫生保健品商中
, “

数据退货
”

的比率为 60
.

9%
,

较其他业态要高
。

这是因为按医

药品业的交易惯例
,

一般是以销售剩余和批量替换进行退货处理
,

因此数据退货的比例较高
。

表 3 EO S 以外的数据交换的利用

业业 态态 商品品 库存存 货架架 峨万销销 订货劝劝 预定人人 数据据 数据据 数据据 数据据 流通加加 断货货 其他他

信信信息息 信息息 信息息 咨信息息 告信息息 库信息息 受领领 请求求 支付付 退货货 工信息息 信息息 %%%

%%%%%%% %%% 肠肠 %%% %%% %%% %%% %%% %%% %%% %%% %%%%%

百百货店店 52
.

444 33
.

44444 肠
.

777 4
.

888 1999 1999 9
.

555 52
.

444 4
.

888888888

综综合超市市 42
.

999 2 1
.

444 14
.

333 42
.

999 2 1
.

444 2 1
.

444 2 1
.

444 42
.

999 研
.

333 14
.

333 7
.

111 7
.

111 7 lll

食食品超市市 54
.

44444 6
.

111 33
.

333 4
.

555 12
.

111 2 1
.

222 48
.

555 30
.

333 13
.

666 7
.

666 3
.

000 1
.

555

服服饰超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1oooooooooooo

小小型超市市 28
.

6666666 28
.

66666 14
.

333 14
.

333 28
.

666 14
.

333 14
.

333 14
.

333 14
.

333 28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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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业 态态 商品品 库存存 货架架 1飞万 销销 订货劝劝 预定人人 数据据 数据据 数据据 数据据 流酒加加 断货货 其他他

信信信息息 信息息 信息息 售信息息 告信息息 库信息息 受领领 请求求 支付付 退货货 工信息息 信息息 %%%

%%%%%%% %%% %%% %%% %%% %%% %%% %%% %%% %%%肠肠 %%%%%

便便利店店 57
.

111 14
.

333332 4
.

9999999 4 1
.

3338 2
.

6668 2
.

6668 2
.

666 14
一

333 14
.

333 14
.

333

农农协店铺铺 2 55555555555552 5551oooo 2 55555555555

生生协店铺铺 6 3
.

4449
.

111 18
.

222 2 7
.

333332 7
.

3332 7
.

3332 7
.

7779
.

1112 7
.

9 333
.

1119
.

11111

家家居中心心 36
.

444 4
.

5559
.

1119
.

1114
.

55522
.

6 3 777
.

44422
.

7776 3
.

444 18
.

22222 4
.

5554
.

555

医医药卫生 保健健 3 0
.

4448
.

7771 7
.

4446 2
.

4 111
.

333 3 4
.

888 39
.

2 111 5
,

222 43
.

555 印
.

99999 4
.

33333

品品商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专专卖店 (包括 1777 42
.

666 36
.

222 4
.

333 46
.

888 2
.

111 36
.

222 10
.

666 40
.

444 3 1
.

999 27
.

777 6
.

444 6
.

444 8
.

555

类类商品 )))))))))))))))))))))))))))))

合合计计 44
.

444 14
.

333 7
.

222 35
.

999 4
.

555 2222 2222 4 1
.

333 35
.

444 2222 5
。

444 4
.

999 4
.

555

二
、

对 日本流通信息化发展的几点分析

1
.

日本流通业信息化的发展已进入质的充实与信息应用的商度化时代

日本流通业的的信息化
,

是从 印 年代开始的
。

但是
,

印 年代由于计算机本身的发展处于初创期
,

因此

其应用也仅限于数据处理方面
。

大型零售业面临的课题是实现买进
、

卖出
、

销售
、

采购
、

经营
、

人事等方面的

系统化管理
,

因此信息化主要表现为广泛应用计算机进行批处理
。

印 年代后半期
,

M IS 成为主流
,

但是由于

技术
、

应用 2 方面均不成熟
,

因此尚未具体进人应用阶段
。

70 年代
,

日本流通业的信息化进人成长期
,

开始了大规模的普及与应用
。

这一时期
,

办公用计算机诞生

并在流通业中开始普及
。

其结果是计算机应用 的内容也由以前单纯的数据处理
,

发展到不同部门
、

业务系统

的构建
,

包括商品管理
、

营业管理
、

库存管理
、

订发货系统等 ;从批量处理向在线系统发展
,

例如
,

在零售店铺

和本店之间
、

零售业和批发业之间
,

进行订
、

发货数据的交换
,

开始了 E 0 6 系统的应用
。

进人 so 年代
,

流通业的信息化进程有了更大的飞跃式发展
。

OP S 系统
、

信用卡系统
、

流通 VNA 等都开

始了广泛应用
。

数据处理的单位
,

也由部门
、

群组式向单品
、

个品
、

顾客等细分化方向发展
。

80 年代兴起的

以 系统
,

在流通业中作为 SA 而蓬勃发展
,

进人了 1气〕S 的应用化时代
。

在批发业中
,

作为援助零售的重要环

节
,

也着力开始实现 P OS化
。

90 年代
,

是日本流通业信息系统化的质的充实与信息应用的高度化时代
。

信息网络化及其应用进一步

扩大
。

OP S 数据
、

顾客数据的收集都呈现出发展态势
。

流通业 泌 的构筑也成为发展的大趋势
。

日前从流

通业信息化发展的广度来看
,

呈现出以下特点
:

其一是由大规模
、

大城市向中小规模
、

中小城市方向发展
,

随着信息技术的多样化
、

低廉化
,

行政机关的

支持力度也增大 ;其二是联合起来共同实现信息化
,

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

许多企业联合起来
,

共同订发

货
、

共同开展物流
、

共同进行信息处理
,

在中小零售企业中这一特点尤为明显 ;其三
,

网络化从企业内部发展

到企业之间
,

企业间的网络化
,

不仅表现在商品交易的订货
、

发货数据的交换
,

而且也表现在物流数据
、

金融

数据
、

决算数据
、

信息流通等的广泛应用
。

2
.

日本流通系统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是以 户0 5 系统为中心的销售管理的信息化和以 〔 0 5 等订发货系

统为代表的企业间交易信息化的实现

由上述调查可知
,

到 2以刃 年
,

日本有 84
.

8% 的企业已完成了 R )S 的导人
,

据有关报道
,

实际在 日本城市

中的主要零咨企业中几乎已全部应用了 P OS 系统
。

PC一
.

PO S 的整体导人率为 36
.

1%
,

这表明在日本流通企

业中
,

不同类型的收款机仍在使用中
,

P C一 R万 收款机的推广仍需一段时间
。

·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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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也显示了直接影响 PS O系统应用效率的数据输人手段
、

数据的通用性等均处在上升的发展态

势中
。

通用条码的整体利用率已达8 7
.

4 %
,

许多业态已超过 90 %
,

原印条码商品的比率平均达 84
.

2%
,

有利

于提高数据处理效率
。

P OS 系统的概念于 70 年代由欧美传人日本
。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期
,

日本流通业中出现了第一次

阳 S 热潮
,

主要是在百货店中应用 POS 系统
,

目的是削减管理成本
,

实现业务管理的合理化
。

19 82 年左右
,

出现了第二次 P OS热潮
。

主要是在一些连锁店中积极推行 I心S 系统
,

包括著名的 7 一 n 连锁店都是在这一

时期积极推行 POS 系统用于各连锁店铺的经营
。

第三次 PO S热潮开始于 80 年代中期
,

主要是各超市开始广

泛应用 P OS 系统
。

日本零售企业纷纷推行 PO S系统的主要原因是来 自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与经营压力
。

80 年代后半期以

来
,

发展中国家质优价廉的产品大量涌人日本市场
,

以及外国大型流通企业大举进人 日本市场
,

引发了流通

系统间的激烈竞争 ; 日元升值推动了流通企业从全球范围内采购货源的战略转移 ;在经营中推行单品管理对

先进技术管理手段的迫切需求
,

均成为流通企业广泛推行 PO S 系统的重要动力
。

在 POS 系统迅速普及的同时
,

以 EOS 等订发货系统为代表的企业间交易的信息化也得到了发展
。

网络

订货的比率已达 59
.

2%
,

订货采用通用商品代码的达 67
.

8 %
,

90 % 以上的企业的订货
、

到货均使用统一票

据
。

这表明商品信息的规范化
、

票据的统一
、

网络数据交换等的发展直接促进了订货效率的提高
。

3
.

政府系统化的战略推进和支撑条件的完善是其信息化发展的重要保证

日本政府于 1卯 2 年成立了信息系统开发中心
,

该中心致力于流通信息化的研究
、

应用与推广工作
,

主要

开展的业务包括流通系统的信息基础工作
、

业界的调查研究
、

系统的普及和企划
、

派遣海外调查团
、

与国际机

构合作等
,

在日本流通业的信息化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日本政府制定的《流通系统化基本方针》被称为 日本流通信息化的经典文件
。

197 0 年 9 月设立的
`

旧本

流通系统化推进会议
” ,

召集 100 多位企业家
、

学者
、

政府管理者进行了长达 10 个月的研讨之后
,

于 197 1年 8

月正式发表
。

该文件从流通的主体
、

客体
、

功能
、

地理范围等多个角度对流通系统做了全面分析
,

综合考虑了

流通软
、

硬件两方面的建设
,

体现了由企业到行业
、

由地区到全国
、

由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的多层次的建设计

划
,

明确了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的责任和作用
,

强调 了流通信息化建设的跨行业特性
,

规格化与标准化
、

系统化

与竞争等的关系与重要性
,

是一幅对 日本流通信息化建设规划的详细蓝图
。

在流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
,

不断加强与完善支撑条件的建设
,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

JNA 条形码的推广
、

通

信网络的法规建设 ;流通业的上下游企业
、

信用企业
、

银行
、

保险
、

服务业等的支持与合作
、

流通信息专用设备

的研制
、

批发与零售共同化的网络建设等
,

各方面条件的完善
,

推动了流通信息化建设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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