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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生产和商品流 

通 的现 代化 管理 方式 给 

茎 
再沿用过去那种 小仓 

库”的 管理方 式 ，就很 难 

适应现代商品生产的需 

要 日本从 7O年 代起 就 

开始对仓储管理进行改 

革，现已完成 了占k传统 

管 理向现 代 管 理 的转 

变，并 形成 了一套颇有 

特色的理论体系 。现概 

述如下 ： 
一

、 ■新认识 仓库 

的使命 

在 以前 ，日本 对仓 

库的观念是：授有保管 

就 段 有 出库 ，即 出库 一 

保管。这是 由于仅仅把 

仓库看成储备物资场所 

的结果 。随着流通体制 

的 变 化 ，特 别 是 贸 易 全 

球化 趋 势 的 加 强 ．日本 

实业界开始把仓库理解 

为商品生产的中继厂或 

漉通环 节 的 中间 站 于 

是，仓 库的使 命不再是 

单纯 的保管，仓 库的作 

用和功能进一步延伸扩 

展 了。特 别是 电脑 自控 、 

信息化处理等现代化科 

学管理 手殷 进^ 生产 和 

流通 领域+仓 库的使命 

也越来越重要 也就是 

说，仓库成 为企业 经营 

的组成部分。仓库除具 

有接纳验收、科学保管、妥善养护、台理出库这些基 

车功能外 ，还担负着参与和制定进货计划，显示、监 

视、调整库存量 ，促进商品(物资)周转，对进铺业务 

提出批评建议等使命。 

日本的一些先进企业把仓库看成生产或加工的 

场所。仓库作业不仅仅是保管作业 ，而且被理解为一 

种生产作业 它 已直接与生产联系在一起 ，参与验 

收、接纳、分拣 、个体分类、包装 、拼装捆包、搬运、库 

存管理、分科分 目、出库等 工作作为仓库作业 的主要 

任务—— 验收、接纳、保管和 出库的作 业量有时很 

小 ，而分拣、包装、拼装等作业量则很大 。̂ 库 的物资 

并非全部都验收+只对需要验收的部分进行验收，接 

纳也都实行标准化作业 ，所 以作业量不太{而 出库 的 

准备作业 ，即分类和包装的作业量剐程太，仓库真正 

成为 第二狄加工 的场所 。 

随着物流技术 的进步，流通仓库的功能也在发 

生变化。以前的流通仓库只是 定期安全保管商品 

为 目的。但当代的商品生产已不是工业化时代的大 

批量形式 ，而转为后工业化 时代 的少批量、多批敬+ 

所以流通仓库也形成商品可随时出库的体制 。这种 

体制要求做到 ，订货信息一刊，立刻能把所储存的商 

品出库 ，并进行定量供应。因此 ，流通仓库在 日车也 

弥 销售据点仓库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厂商要赢 

得市场 ，必须提高销售服务质量 ，卖方必须从快处理 

接受订货事宜 ，尽快把商品进到用户手中。零售点、 

连锁店、超级市场、批发商等为了降低漉通费用，也 

要求尽量减少库存 ，只接受小批量订货。这就要求厂 

商必须保持与此相适应的库存量，由提货制改为进 

货制 流通仓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必须具 

备下 列功 能 ： 

1．建立迅速发送货物 的体制 ，为加强企业的锖 

售能力服务j 

2．与批量定型运输系统配套，能适应于批量生 

产 ，并太幅度降低运输成本 。 

3．采取 数据通信、电子计算 机等高级 信息 系 

统 ．防止 在 流通 过程 中出现 库 存积 压 和 库 存不 平 衡 

的 现 象 

4．确立 与商店的直 接销售体制 ，减少 中间环 

节 ，简化流通形式+降低流通费用。 

可 看出，这与以前的保管仓库完全不同，已成 

为提高盘业竞铺能力的重要因素。 

二、针对不同的仓库类型确立蕾理方针 

按照传统惯例 ，仓库都是同一格式，对仓库动向 

的认识、进出库的规则等都形成一种凝 固的模式。日 

本的仓储 管理 改革就在于打破这种 千篇一律的模 

式 ，而根 据 流通形 式 的变化 ，加 进新 的 内窖 例 如 ，观 

察出人库商品(物资)的散量和时间，对消费潮流 、市 

场动向、商品库存量等进行客观地认识 ，然后根据所 

得到的资料 ，由仓库对职能部门发 出警告或明示商 

品(物资)的市场走向。 

日本 的 仓储 管 理是 建 立 在 仓库 分 类 基 础上 的。 

本仓储管理改革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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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罐型的仓库，其任务和管理方针太不一样 = 

1．按仓库的性质分类 

按仓库的性质，可把仓库分为生产仓库 服务仓 

库、经营仓库和漉通仓库。也就是说，生产型仓库的 

任务不是保管，而是为了使用，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一 

个环节。服务型仓库虽然承担保管，但 主要是为了随 

时提供服务 经营型仓库主要为他人保管货物 ，收取 

保管费和仓租，所以要使保 管的货物处于 随时都可 

以出库的状态。漉通型仓库作为商品流通机构和流 

通搬运的一种手段，起中继保管作用。它相 当于我国 

专业销售公司的仓库和运输仓库。 

． 接管理方式分类 

接管理方式 ，可把仓库分 为以搬运为主体的仓 

库、 保管为主体的仓库、以库存管理为主体的仓库 

和 以安垒储存为主体的仓库等等。如果仓库管理按 

这种丹类来逐一进行研究，则可收到非常理想的效 

果 。p』搬运为主体的仓库以受理货物为主，搬运管理 

是仓库管理 的重点 。以保管为主体的仓库以货物分 

区分类、收货发货、商 品养护辱为重点 库存管理 

为 主体的仓库 ，其核心同题是库存量和库存保管费 

用l可题 ，耍恰如其分地掌握库存 时闻，它对企业经济 

效益将产生直接影响。以安全储存为主体的仓库管 

理 ， 人、物、设备的安全为对象，主要是各种危 险品 

仓库 

1．按 经营分 类 

从经营上分类，仓库可分 为固定仓库、动态 仓 

库、亍舌动仓库、线形仓库、变位仓库、营业仓库等等 。 

这种分类方法能深刻地看出仓库管理的本质。固定 

仓库指小仓库、不动的仓库或单纯保管出A库存物 

资的仓库 -仓库管理 的本质是物资的妥善保管=动态 

仓库指出人库频繁、库存吞吐量太、实行动态经营的 

仓库．仓库管理的本质是合理性 出库 。活动仓库本身 

是括动形式的，与生产作业直接联系=线形仓库，仓 

库的形状是线形的，在经营上也是线形的，仓库管理 

的要害在于对库存物资的合理性经营。变位仓库指 

仓库位置经常发生变化的仓库。由于库存物资全部 

出库 ．仓库被腾空，这时仓库已转蓟用户处 这种仓 

库管理的本质只是合理性接纳问题 营业仓库采取 

收仓租的形式，不仅对社会营业，有时对企业 内部也 

采用这种形式 这种仓库的管理是 以货主的利益为 

宗旨的，在为货主服务中获得利润。由于企业 的生产 

经营状况不同，仓库的形态也时常发生变化，因而仓 

库的管理方针也随时要作相应的改变 。 

三、仓库的入库、库存和出库管理 

在搜国，仓储管理的入库管理 、库存管理和出库 

管理是 3个必不可步的环节，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但在 日本并非所有仓库都需要均衡地实行这三项管 

理 ，而是区分按不同类型的仓库和不同的管理方针 、 

经营策略，来确定三项管理的侧重点。日本的仓储改 

革理论按仓库的人库、库存、出库三项管理的侧重不 
一

．归纳成 8种类型，如图所示 ： 

A B C A C A B A B C 
一 ⋯ 一 ÷  

1 2 3 4 5 

C B 
一 ～  

6 7 8 

仓储三项蕾理示意圈 

A：̂ 库管理 B 库存首理 c出库管理 

1．何时进行人库管理、库存管理和出库管理 

这是通常 的管理方式，虽说三者是一致的 ．但在 

实 际操作 时 ，三者 往往 不 能有 机地 联系 在一 起 。人 库 

管理应为下一步作业和库存管理提供方便 。这种仓 

储管理方针有特进一步完善。 

2．进 行人 库 管理和 出库管理 

仓库不进行库存管理，只管理人库和 出库。如果 

是因为无法进行库存管理而不加管 理，这种方法则 

是不足取的 如果是有意识地不进行管理，而作为一 

种策略 ，采取其他手段代普库存管理，这种方法就不 

失为好方法。所谓其他手段，是在仓库管理之前就 已 

进行了库存管理，或由业务部门进行库存管理。对于 

营业性仓库 ，由于库存时间的短与长对仓库本身没 

有多大利害关系，库存管理观念就 自然淡薄 丁。 

3．进行人库管理和库存管理 

主要是物资部门的仓库。物资可任意出库 ，不进 

行严格的出库管理 ，但对物资的使用却是严加控制 。 

这样的仓 库往往是与生产部门连在一起的 这种管 

理方式的前提是物资健用的计划性。 

4．其进 行人 库管 理 

只进行人库管理就行了。物资的移交点在暂资 

人库的接纳部 ，只对这里进行管理即可 因为库存和 

出库都在有计划地进行，无需管理 ；单一企业或单一 

生产 经营部 门使用这种管理方式可收到程好的效 

果，但对物资的使用要严加控制。 

5．进行 库存管理和出库管理 

和上述情况相反 ，仓库不进行人库管理 。这也有 
一

个前提，即发货方非常讲信誉 ，不论是商品质量， 

交货期，还是数 量都严格履行合同，不会出现差错 ． 

因而无需进行人库管理 ，只控制库存和出库即可 有 

的仓库采取无验收方式，就相 当于这种管理方法 。它 

可 省略许多手续，被认为是非常合理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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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进行 出库 管理 

仓库不 进行 人库 和库存 管理 ，只进 行 出库 管理 ， 

这是 一种尽量茼化仓库管理 的管理方法。控制使用 

和库存，因受企业性质的限制 ，不是都容 易实施的， 

所以便采取控制 出库的方法。日本的购货方式，近年 

来 出现了。使用额付款”的方法。就是说 ，供方把物资 

存在需方仓库内保管 ，其物资所有权仍归供方所有， 

需方不收取供方的存储 费，而出库多少物资 ，就支付 

供方 多少钱 采取这种方式 ，必须掌握物资的消耗情 

况 ，嗣而只对 出库进行管理即可 

． 只进行库存管理 

仓库不进行人库和出库管理，只进行库存管理= 

人库 自由．出库也 自由，如果对库存 也放任不管的 

话 ，仓库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 要对库存进行管 

理 这时的实际情况是：人库作业 由空货者管理 ，出 

库作业由用户管理 ，而仓库只进行保管和库存管理 。 

．̂三者均不管理 

对人库、库存、出库均不加管理，仓库只作为一 

个通过点。选种方法如果处于放任自由状态 ，收发上 

发生差错，就会失去控{lj而陷于混乱I但如果管理得 

好 ，所有作业都进行得井井有条，剐是一 种非常先进 

的策略。在实行 自由人库、无验收接纳时，保管是统 
一 的操作规程 由空贷者和用户进行的，出库也在标 

准化管理下 由用户进行 。仓库只对其设备进行管理 

就可 了 这种管理方式 ，在 日本 尚处在试验阶段 。 

四、仓储科学蕾理的要点 

所谓仓储的科学管理，是为 了更好地完成仓库 

的使命．对仓储业务所进行的合理化管理 。在仓储科 

学管理方面．日本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 把思考性作业摆在首位 

日本的仓储管理理论把仓库作业分为思考性作 

业、事务性作业、技术性作业 、批评与指导性作业 ，而 

把思考性作业摆在首位 。统筹决策的重点是 ；(1)排 

除不必要的事务4(2)消灭经蒋的、劳力的、时间的浪 

费4(0)改革无道理、无定规、无价值的作业I(4)排除 

不必要的作业 4(5)灵活地 圆满地、茼洁地、快捷地 

完成，止务工作。 

2 变被动管理为主动管理 

前的仓库 管理是被动的，主要是因为仓库没 

有 自主权。打破仓库 单纯的保管场所 遗一概念．使 

其成为研究商 品(物资)动向的场所，或使 其作更大 

的飞跃，立足于市场的指导地位 这是仓库建立 自主 

性 的基 础 企业有 产 出形态 和流 通形 态两 种 。自己的 

企业属于何种形态，仓库工作的重点就应放在何处 ， 

仓库的类型及人库、库存、出库管理方式应与之相适 

应。也就是说 ，不是僵死的仓储管理，而是有活力的 

管理 ，不采取一成不变的形式。这样，静态管理也就 

变成 了有 生气 的动 态管 理 。 

3．仓储管理与经蒋效益挂钩 

为了获得仓储经营的最大经济效益．应制订盈 

利图表，接图表的规定管理仓储 。其要点是 (1)涸查 

经营的实际情况}(2)分析仓储费用 4(3)找出经营上 

的问题4(4)据此制定经营管理方针4(5)错定盈利规 

划I(6)利用 图表促进盈利管理 。 

4．注重环境管理和质量管理 

认为下述因素都可左右仓储 管理的质量水平 ： 

(1)普通环境——仓库的整体环境、印象、晴亮度、仓 

库的核心作 用4(2)自然环境—— 风土、气候、温度 

湿度 I(3)杜会环境——风俗 、习惯、盗窃事件、火灾、 

伤害I(4)生物环境——微生物、虫害、鼠害；(5)设备 

环境—— 音响、振动、冲击、照 晴、采光 ．供水、捧水； 

(6)气 流环境—— 臭 气、瓦斯、尘 埃I(7)卫生环 境 
— — 食堂 、更 衣室 、厕 所 、洗 澈 室 、灰 尘 、垃圾 处理 场 

所 ；(8)风景环境——绿化、库 区布局、明快色彩 ；(9) 

作 业环境—— 库房 ．作 业 内容 ．服 装 I@ 感 情环境 
— — 人与人的关系、上下级关系、道德观念 ；@储存 

物环境——储存物性质、储存物堆码放置方法；@ 历 

史性环境—— 国际性、时代．潮流。适应这些环境而 

建设的仓库才是具 有时代气息的新型仓库。在注重 

环境管理 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科学养护措施， 

储存物的质量维护才有 了保证。 

5．仓库经营要面向未来 

对仓库前景的预见 ，一是结合对企业生产经营 

的发展方向的疆测 ；二是对仓储技术的预见．如立体 

仓库、先进的装卸搬运机械、电子计算机 管理仓库 

等 但从仓库管理角度来讲，主要还是从以下几点进 

行预见 ：(1)对库存物变迁的预见 I(2)对库存量变迁 

的预见 I(3)对购货技术变化的预见4(4)对仓库形态 

变化 的预 见等 

市场是变化莫攫I的，必须及早预知，以便进行相 

应的仓储管理 。关于库存管理 ，以前都是 以剩余量为 

对象 ，而今后将逐渐变成使用量为主要对象，进行动 

态管理。关于仓库的形态 ，本来 可理解为最好教有仓 

库 t实行“零库存”。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实际上很难 

办到 仓储管理要预测未来 ，认真研究遘些问题，从 

仓储 的形态、环境、功能等根本性问题 上进行研究 。 

这些成为 日本仓储管理改革的中心问题 

(作者单位 ：湖南省市场开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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