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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勤拾物流中心电子标签分

从磁带到 C O
,

从录像带到 O V O
,

音像制品与我 下面介绍星光堂物流服务的核心— 综合物流中

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
,

数码技术产品取得了很大的发 心 ( 东京物流 ) 的情况
。

展
。

尤其是如今互联网的普及
,

促进了音像制品从门

店销售到网络在线销售
,

从实物销售到音像等数据的

信息服务这一经营模式的重大变革
。

在此商业模式大变革的时期
.

日本C O
、

O V O
、

录

像带等音像制品批发业界最大的企业— 星光堂 (见

图表 一 1 ) 开始了物流中心仓库内部系统的效率化改

革
。

这家企业拥有业界规模最大的库存且 ( C O约 10 0

万张
、

O V O 约 6 0 万张 )
,

能为 6 0 0 0 多家门店按订单

及时将商品取出并送达
。

这么复杂的工作以前都是按

订单人工拣选完成的
,

但是在 20 0 4年采用了先进的电

子标签播种式分拣系统后
,

大大改善了每月处理

2 0 一 3 0 万件多规格商品的物流业务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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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堂公司于 19 2 4 年在东京板桥以一家唱片零

售店起家
,

1 9 61 年进军唱片批发业
,

一跃成为如今的

星光堂
。

从此作为流通革新的先锋
,

作为音像软件商

社
,

以完善的物流网络和系统为武器
,

一直在业界保

持粉领先的地位
。

在音乐业界
,

像 C O店这样的零售店
,

规模从大

门店到个人商店
,

大小各异
,

商品批发业者间的竞争

日趋白热化
,

因而提高服务水平成为一种必需
。

在这

种情况下
,

星光堂提出了信息系统化的服务战略
,

广

泛满足顾客的要求
。

星光堂积极拓展服务项目: , 9 99 年对门店提供经

营支援系统
“

SM AS S日
” ,

2 (1刀年提供 MO支援型单品

管理系统
“
R S一 S E LL’’ 和 EC邮购销售站点支援系统

,

2 00 2年向门店提供信息服务站点
“
M u s ie In t ra n e ts

, , ,

2 00 4 年提供网络订货
、

检索系统
“
VI iS o n B as iC

,

等
。

为了向 6 0 0 0 多家门店配货
,

星光堂在全国还设

皿了 , 2个营业网点
。

为了物流网点的集约化
,

把原分

散在全国的3 0多个物流网点整合成为东京
、

奈良和仙

台三大物流中心
。

其中
,

20 0 0年完工的综合物流中心

( 位于琦玉县坂户市
,

见图表一 2
、

3 )成为星光堂物流

服务网络的中心
,

日平均处理 t 超过 10 万张
,

与该公

司其他物流中心相比尤显突出
。

不难想象
,

这种物流

管理业务水平的提高对该企业的声誉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
。

对于现场工作
,

该企业物流服务部的武岳重行部

长透露
: “

在以前
.

所有商品还没有实行条码管理
,

基

本是以音像制品独自的
`

规格编号
’

为基准
,

实行出

入库的作业
。

规格编号用字母和数字表示
,

来区别生

产商及其商品
。

虽然按照首字母的顺序进行库存管

理
,

但是数 t 繁多的独立生产商的商品集中在一起
,

整个音乐制品销售业很难实现规格编号的标准化
.

作

业也相当繁琐
。 ”

以前的出库作业都是由作业者看普订单来拣选商

品
,

订单上的序列号与货架的序列号都是按照规格编

号的顺序排列的
。

如果业务不熟的话
,

准确取出所祷

要的商品相当费时
。

更麻烦的是入库时的上架问题
。

物流推进课岩山

让治课长认为: 这个工作既单调又复杂
,

只有熟悉规

格编号在货架上如何排列的熟练人员才能做到
。

因

此
,

现场作业者至少要经过半年甚至一年以后才能独

自工作
。

在探讨改造方案时
,

企业决定抛弃规格编号管理

而引进电子标签拣选系统
,

采用条码管理
,

以提高效

率
,

削减人工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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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堂为了改造系统
,

与提供 E O I 系统的

户以 N E丁公司进行了磋商
。

该公司向星光堂介绍了电

子标签拣货系统领域成绩卓著的积水树脂C A P一 lA 系

统公司
。

最后
,

星光堂决定由尸LA N ET公司来负贵信

患系统的项目
,

库内系统由积水树脂 C A户一 lA 系统公

司和户LA N E下公司两个企业共同开发
。

这三家企业分析了作业中出现的问题
,

并针

对问题制定设计方案
,

最后决定将分批拣货和分

拣相结合
,

引进电子标签播种式分拣系统
,

采用符

合门店特性的出货形式
。

2 0 0 4 年 9 月这套系统进

入东京综合物流中心
,

10 月进入奈良
、

仙台的物

流中心
。

电子标签播种式分拣系统是在要进行拣货的货架

前端设里显示数 t 的电子标签
,

在无纸作业的环境下

将要提取的货品分别归类
.

通过扫描商品条码就能在

瞬间显示出分拣指示
,

所以不用读
、

不用查找
,

短时

间内就能完成作业
。

本系统工作状况用红
、

绿两色灯

表示
,

同时处理两种类别的分拣
,

大幅度减少了作业

员的手工作业
。

东京综合物流中心现设有电子标签播种式分拣系

统 g 台
,

1天可处理 15 一 16 批
。

一天的出货数在 6 0张

订单以下的店铺有 70 0 多家
。

岩山课长认为 : 在这种

情况下
,

将S D家门店视为一组
,

按组进行分批拣货和

分拣
。

同时
,

部分作业员年纪较大
,

别说手持终端
,

连

电脑都没碰过的人也不少
,

但是大家从一开始就轻松

地熟悉了操作方法
。

这次引进电子标签播种式分拣系统
,

使人工费得

到大 t 削减
。

岩山课长表示
, “

如果只看库内作业的操

作的话
,

应该会有更大的改善效果
。 ”

实际上
,

部分作

业员已经不用加班了
。

在出货相对集中
、

出货t 大的

情况下
,

以前要工作到下午 4 、 5点
,

而现在只要一个

上午就可以做完了
。 “

以前出库差错率平均每天会有

2一 3件
,

引进电子标签播种式分拣系统后
,

就完全没

有差错了
。 ”

以下是来自现场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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