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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物流系统及其规划 

 

物流系统规划是指确定物流系统进展目标和设计到达目标的策略与行动的过程。 

 

一．物流系统规划的意义 

 

1. 有利于城市建设与进展 

2. 有利于物流业的安康持续进展 

3. 有利于物流用地的合理布局和物流设施的合理配置 

4. 有利于物流企业经营治理 

5. 有利于制造业的生产组织与优化 

 

二．物流系统规划的特点 

 

物流系统规划将对象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从全局的观点动身，进展全

面的综合分析。从整体上进展宏观掌握。系统规划要遵循“局部听从全局、个别听从

整体、微观听从宏观、治标听从治本、眼前听从长远、子系统听从大系统”的原则。 

1. 物流系统规划是综合规划 

2. 物流系统规划是动态规划 

3. 物流系统规划是过程规划 

 

三．物流系统规划的程序与主要内容 

 

现代物流系统规划由调查分析、需求及效劳水平推测、规划、评价与实施四个阶

段构成，具体程序如图3-1所示 



图 3-1 现代物流系统规划的工作程 

 

 
 

 

 

1. 调查分析阶段 

对物流系统所需的各项资料进展调查分析，是物流规划的根底性工作。 

调查内容:社会经济进展状况、物流设施现状及规划状况、物流流淌状况。 

调查分析的目的：确定物流系统规划的目标和进展阶段、规划物流系统的效劳水

平和效劳力量、确定物流的进展趋势。 

2. 需求及效劳水平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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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物流系统的主要规划内 

物流需求推测是物流系统规划的主要局部，对物流用地、物流企业、物流根底设

施布局、数量和容量进展调查分析推测、需求与效劳水平推测，为物流系统的规划和

评价供给依据。 

3. 规划阶段 

现代物流系统规划的内容主要有进展规划、布局规划、工程规划三个方面，具体

包括物流业或物流企业进展战略规划、物流用地布局与物流根底设施布局、物流链设

计以及物流信息系统规划等，如图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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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与实施阶段 

物流系统规划的评价体系通常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物流规划的技术性能评价 

物流规划方案的经济评价 

物流规划的社会环境影响评价 

通过评价物流系统的多个备选方案，有利于选择最优的物流系统方案，从而使实

施阶段建设本钱最小化和运营阶段经济效益最大化。 

制定规划时提出方案的实施方法，包括阶段、政策、措施、工程等等。 

 

四．物流系统规划的根本原理 

 

物流系统是一个大系统，地域跨度大、时间跨度大、行业跨度大。物流系统又应

是一个动态系统，是一个具有满足社会需要、适应环境力量的系统。物流系统的这种

规模浩大、构造简单、目标众多的特点给物流系统规划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结合国内

外争论成果，借鉴已有成熟的系统规划阅历，物流系统规划应当遵循以下根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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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供需平衡原理

供给链一体化原则 

物流本钱效益评价原理 
 

其次节物流系统分析原理 

 

系统规划的核心思想：应用系统分析方法对物流系统进展争论 

物流系统分析的目的：了解物流系统各局部的内在联系，把握物流系统行为的

内在规律性。 

一．系统分析与物流系统分析 

 

系统分析〔SystemAnalysis 〕：用系统观点对所争论的系统进展争论分析。 

系统分析在选定系统目标和准则的根底上，分析各子系统的功能和相互关系以及

系统与环境的相互影响，运用科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的目的、功能、环境、

费用和效益进展充分的调研、比较、分析和争论，并建立假设干替代方案和必要的模 

型，进展系统试验，把试验、分析、计算的各种结果同早先制订的打算进展比较和评

价。寻求使系统整体效益最正确和有限资源配备最正确的方案，为决策者的决策供给

科学依据和信息。 

物流系统分析(LogisticsSystemAnalysis ，简称LSA)：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 

对其所从事的物流效劳及其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以系统的观点、系统工程的理

论和方法进展分析争论，以实现其空间和时间的经济效应。 

物流系统分析的目标：以物流系统整体效益最优为，以寻求解决特定问题的最优

策略为重点，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分析比较各种物流活动方案的有关技术经济

指标，为决策者供给直接推断和打算最优方案的信息和资料，以求得最优物流方案。 

二．物流系统分析的原则与内容 

 

1. 原则 

（1） 坚持科学推理，避开主观臆断和单纯阅历； 

（2） 运用数学方法和优化理论，对各种替代方案进展定性和定量比较； 

（3） 正确处理外部条件与内部条件、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子系统与整个系统、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关系。 

2. 内容 

（1） 对现有系统的分析 

对现有系统作进一步的生疏，使系统尽可能实现最优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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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外部的分析，主要是依据国内外经济科技形势，争论本系统在环境中的地

位、当前国家对本系统的政策以及与本系统经营活动有关的各方面的状况，如生产力

与资源分布、物流市场和货源、制造业的生产与技术水公平等。 

对系统内部的分析，主要是打算安排、生产组织、设备利用、原材料供给、物流

需求、劳动力状况、本钱核算及财务收支等等。 

（2） 对系统的分析 

系统的系统分析内容可以是系统的投资方向、工程规模、物流供给链上各环节的

布局、物流节点选址、物流系统的功能、设备设施的配置、物流系统的治理模式等等。 

三．物流系统分析的要点和步骤 

 

1. 物流系统分析的要点 

物流系统分析格外留意规律推理，系统分析人员要不断地提出一系列的为什么， 

直到问题取得圆满的答复。分析的要点见表3-1。 

表3-1物流系统分析要点 
 

分析要点归纳成“7WH“，即 :What,Whatis,Where,When,Who,How,Why。 

2. 物流系统分析的步骤 

物流系统分析的步骤如图3-3所示。 



图 3-3 系统分析步骤示意图 

 

 
 

 
 

 

 

第三节物流供需平衡原理 

 

物流规划的主要目的：解决如何供给物流供给满足物流需求的要求。 
 

一．物流供给 

 

物流供给包括交通运输等径路的供给和物流园区等节点的供给。 

交通运输等径路的供给主要指运输网络中线路、车站、码头等设施力量及效劳水

平。 

物流节点的供给主要指物流活动中所进展的包装、装卸、保管和流通加工等设施

设备的容量及效劳水平。 

二．物流需求 

 

物流需求包括物的位移及其相关效劳(含信息)方面的需要。物资的流淌是由于社

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的需要，它受生产力、生产资源分布、生产制造过程、消费分布、

运输仓储布局等因素的影响。物流与社会生产、经济生活有着亲热的联系，社会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经济进展的增长、收人与消费的增加以及的政策的实施等等都会使物

流需求发生变化；人们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的不同、物流根底设施的制约以及供给链

企业间的平行、垂直和重叠关系的相互影响又使物流需求在肯定趋势变化根底上相对

物流供给上下波动。宏观上，经济建设与进展的不同阶段对物资需求的数量、品 种、

规模是不同的。微观上，物流需求的数量和品种往往随季节性变化，此外。现代科技

更周期的不断缩短和人们消费观念的日益变化，也提高了物流需求随时间变化的敏感

性。生产力布局、社会经济水平、资源分布、用地规模使物流需求呈现出地域差异和

分布形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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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物流系统与活动系统的 

三．物流系统供需平衡分析 

 

1. 物流系统的内局部析 

物流系统的目的是实现物流的空间效益和时间效益。具体讲，是在保证社会再生

产顺当进展的前提条件下，实现各种物流环节的合理连接，并取得最正确的经济效益。

物流系统是由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搬运、配送、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各 

环节组成的，它们也称为物流的子系统。 

物流系统的内在特征表现为:以物流的效率和效果为目的，把适合的质量、适合

的数量、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地点、优良的印象、适当的价格和适当的商品作为原

则。 

2. 物流系统和外部系统关系模式 

物流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元素，是一种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派

生，它的模式又是受物流系统的影响的。所以物流模式是活动系统与物流系统共同作

用的结果，同时又反作用于物流系统和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如图3-4所示。 

 

 

 
 

 

物流系统L(LogisticsSystem) ：由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

配送、信息处理等子系统构成。 

社会经济活动系统A(ActivitySystem) ：由反映社会经济环境特征的自然环境、

人文环境、技术环境和经济环境等构成。 

物流模式F(Flow) ：包括物流流量的大小、方向、时间分布、空间分布规律等。

物流系统与活动系统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 

(l)F=f(A ，L)(2)A=g(F)(3)L=h(F) 

3. 物流系统供需平衡

物流需求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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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物流平衡模式图 

V=D(A，s)(3-1) 

V－物流需求量；D－需求函数   A

－社会经济活动；S－物流效劳特性 

S=J(L，V)〔3-2〕 

J－效劳函数；L－物流系统 

物流平衡模式F： 

F=F(A，L)=[V，S](3-3) 

因此，满足式(3-1)及式(3-2)两者的平衡物流模式F。可表示如下: 

F =F (A，L)=[V ，S ] 式中:S =J(L，V。) 
0 0 0 0 0 

V =D(A，S。) 
0 

物流平衡模式如图3-5所示。 
 

 

 

4. 物流供需进展方式 

物流的供给因建设的周期性而呈现阶梯式进展(如图3-6所示)，但在每个阶段， 

由于需求的增长和供给的相对稳定，会导致效劳水平的下降，如图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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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进展的任意一个阶段，物流供给与需求都会经受“不平衡----平衡 ----- 不 

平衡”的循环阶段，物流业进展与经济进展之间也不是简洁的先导、跟随或简洁结合

关系，而是一种螺旋推动的关系。这种循环不断连续使得物流供给围绕物流需求呈螺

旋式推动趋势，如图3-8所示。 

5. 物流供需平衡模式 

无论是通过加强根底设施的规划与建设来提高物流系统的容量，还是大兴土木建

设众多的物流园区，购置大量的物流设备，都仅仅考虑了物流供给方面的对策。这种

传统的解决方案虽然能到达供需间的平衡方式，但却无视了对平衡点的限制，这种限

制应当在环境(包括能源问题和污染问题)允许的范围内。如图3-9所示，初始物流需 

求(D ) 和物流供给(S ) 平衡到下一次平衡(D -D＇；S -S＇)，肯定时期内这种物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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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传统供需平衡模式 

方面的对策(跟随需求的方式)格外有效，然而因财政和政策的困难将无法长久，这一

结果将打破环境的限制。 

考虑物流供需的进展是螺旋推动式的进展，物流供给与需求的进展变化及相互间

的关系打算了改善城市物流业状况必需从供求两个方面入手，从物流供给和需求两方

面平衡物流业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有助于缓解社会与自然界的锋利冲突，是一种可 

持续进展模式。如图3-10所示，物流供给(S  -S＇)不是单纯的量确实定增长，而是基 
0 

于技术手段上的质的增长；物流需求(D  -D＇)并非量确实定削减，相反，随着经济的 
0 

快速进展社会对物流的需求量日益增长，但鉴于环境和城市社会形态的制约，需要通

过种种政策和策略对需求进展了合理的掌握和安排，这样需求就相对削减以适应社会

进展的需要。不断的掌握需求的同时适当的改善供给，在量的不平衡中找到技术上的

(信息化、自动化等高科技的引入)、效益上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整体平衡点， 

这将适合于当今世界在面临人口膨胀、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下的物流进展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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