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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方物流系统体系结构的分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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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流系统的体 系结构是物流企业的内部运作环境和操作平 台，是建设专业化的物流 系统的 

指导依据 ，是实现组织 目标的战略组织框架。讨论了体系结构的特点和设计原则，分 4个层次，展 开论述 

了专业化的物流系统体 系的结构设计 ，其构成要素包括 ：信息平 台、技术装备平 台、知识平台、组织平台、 

业务平台和功能平台，并分析 了所有的平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相互之间的联 系。最后对我国传统储运 

业向现代物流转型的实施要点作 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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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的第 3方物流(1]PL，Third Party Logistics)服 

务的承担者是物流企业。物流企业为了将客户的货物 

按照指定的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运送到指定地 

点 ，需要建设高效运作的专业化的物流系统。物流系 

统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 ，由所需位移的物资、包 

装设备、装卸搬运机械、运输工具 、仓储设施 、人员和通 

信联系等若干相互制约的动态要素所构成的具有特定 

功能的有机整体 J。通过专业化的物流系统 ，物流企 

业组织相应的物流资源，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 ，按照 

客户的要求完成商品位移输送。 

物流系统体系是物流系统建设的指导方针，由一 

系列观念性的战略和策略的结构体系共 同组成，是物 

流企业按照组织远景 目标 ，所制定的总体发展规划、实 

施方法和策略 ，带有思想、观念和哲理性。这些战略和 

策略围绕着一个 中心来制定和实施。这个 中心就是 ： 

根据 目标客户的需求 ，进行价值沟通、价值创造和价值 

传递。这个中心是通过一定的平台来实现的。这里所 

说的平台，是指由人、设备(如计算机网络、物流设备 

等)、程序和活动规则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能够完成一定 

功能的有机组成。它是企业为客户提供物流服务、实 

现企业价值的运作环境和操作平台lL2】。 

各不相同，并且随着社会的变革 、企业的发展 、技术的 

进步 ，物流系统需要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即各个物流企 

业的物流系统不同，但物流系统体系结构分析可以提 

炼出它们之间的共性，为物流企业或生产性 、商贸性的 

企业建设物流系统提供一个指导原则。物流系统体系 

结构是在全面考虑企业的战略、业务 、组织、管理和技 

术的基础上 ，着重研究物流系统的组成成分及组成成 

分之间的关系 ，建立起多维度分层次的、集成的开放式 

体系结构 ，并为企业提供具有一定柔性的运作系统 ，及 

灵活有效的实现方法 。 

物流系统体系结构的设计原则是： 

功能定位原则；物流系统设计的目的是构造能够 

实现规定物流服务功能的服务平台，如果物流系统不 

具备要求的功能，设计就失去价值。 

集成性原则；成本节约、服务高效是现代物流运行 

的新要求，粗放式经营的物流系统已经不再能够适应 

信环境的要求。 

开放性原则；可以实现动态地寻觅不同的 TPL伙 

伴，进行物流资源的优化配置，既可以独自为客户提供 

完整的物流服务，也可以在必要(如业务饱满)时寻求 

合作伙伴，共同完成。这使得物流系统具有较强的动 

态弹性，这样的物流系统体系结构是开放的。 

虽然对于每个具体的物流企业来说，其管理方式、 2 物流系统体系结构设计 

运作模式、组织形式、机构大小、-r4~z3惯、经营策略都 物流系统体系结构应该是多维度、分层次、高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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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的模型。单一的、片面的模型不足以描述物流系 

统的全部丰富内涵。物流系统体系从物质基础、知识 

决策层 、业务运作层 以及应用接 口层四个角度加以构 

建 ，整个结构包括 4个层次 、6个平台：第 1层是物质 

基础层，包括信息平台和技术装备平台；2层是知识决 

策层(或者智能枢纽层 )，是物流系统运作的灵魂 和首 

脑 ，主要内容是知识平 台的建设 ；第 3层是业务运作 

层 ，一方面是物流作业 的正常运转 ，再者是组织保障； 

第四层是应用层 ，是物流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应用、输出 

功能 ，即功能平台，与客户进行交互的接 口。在这个平 

台上 ，能够满足客户对货物的运输 、储存 、包装 、信息查 

询等多项需求。 

这 6个平台分别执行不同的职能 ，彼此之间相互 

依存，相互支持，共 同形成一个有机联 系的统一整体。 

平台的设计应注重于客户价值的让渡和企业活力能力 

的提高 ，以实现物流系统整体效益和效率的长期最大 

化。各种平台之间的相互逻辑关系如图 1所示 ： 

应用层 功能平台 I I 

业务运作层 组织平台 业务平 台 

l印识决策层 知识平台 l 
一  __J 

匆质基础层 信息平 台 技术装备平台 

图 1 第 3方物流 系统体系结构 

2．1 物质基础层 

1)信息平 台是物流系统的信息载体和信息交换 

体系。在物流业 ，信息管理是企业经营的生命线 。信 

息对物流的重要性 ，在历史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起因在于缺乏适当的技术来产生所需要的信息。因而 

也就难以理解信息交流对物流作业的效率和效果会有 

多大的贡献。而现在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完全排除了 

这些因素 ，能够处理绝大多数所需信息的各种要求 ，可 

以随时获得基于实时的信息或信息处理结果。 

信息平台是物流系统的基础平台。它不仅具有自 

己相对独立的功能，而且广泛、深入地渗透到其他的平 

台之中，是其他平台运作的最广泛的基础。信息平台 

的基本功能是搜集、传递、处理各种相关信息。从服务 

对象和服务内容来看 ，信息平台要面向内部用户和外 

部用户、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开展信息工作、并建立和 

完善相应的数据库。 

为了提高信息平台的效率和准确性，物流企业还 

必须把各种信息沟通管道集成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 

体。如计算机网络、网络站点、POS终端、电话系统、语 

音系统、电子邮件系统等管道彼此连接、及时互通信 

息 ，为所有相关的信息服务对象提供使用权限范围内 

的最大限度的方便 。 

2)技术装备平台是商品货物流动的物质载体和 

相关的技术体系。为了提高运作的效率 ，物流系统 的 

设施平台要求物流供应链所有业务环节的设施设备实 

行标准化。包括物流基础设施 、物流设备、物流作业与 

管理等方面的标准化，大幅度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 

成本，如实行一贯托盘化运输 j。 

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 ，是科学管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流设施的标准化使各物流各业 

务环节有机的联系起来。 

物流技术装备平台与物流信息平台一起构成物流 

系统的物质基础。二者相互协作 ，为知识平台提供分 

析决策的依据。 

2．2 知识决策层 

知识平台是物流系统的智能枢纽平台。知识平台 

对从基础层获取的信息和知识进行分析和处理 ，做出 

相关决策。知识是人类对 自身、社会及 自然的经验 、认 

识 、记忆，以及思维方式和所有技能。知识包括信息和 

能力，是信息社会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的成功， 

是由他们对知识的搜集和使用来决定的，企业 的创新 

能力取决于获取与知识密集的资源联系的能力。 

物流系统的知识平 台包含相关物流信息的处理、 

物流技术的应用和物流设施的规划运用能力。知识平 

台是物流系统的大脑、分析决策中枢，是智力资本的具 

体应用。一个物流企业的集成能力取决于知识平台的 

建设和运用能力。 

建设知识平台的核心思想就是尽可能地运用所拥 

有的全部知识去解决客观问题 ，因而研究 的对象就是 

知识。虽然知识的载体多种多样，但其存在形式不外 

乎有信息、各种定性或定量分析模型、领域专家 3类。 

建设不是这三者的简单迭加，而是有机集成。主要着 

眼于知识库的建立和专家体系的形成。这样的平台不 

但具有强大的效能，还表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缺少了知识平台的物流系统就失去了维系一个系统整 

体的灵魂。我国的物流企业功能单一、效率低下、服务 

水平差的最本质原因就在于缺乏知识平台的支持。 

2．3 业务运作层 

2．3．1组织平台为物流系统的运行提供高效合作 

的物流作业团队。物流系统建设组织平台的要求是培 

养、形成快速响应市场、建立面向物流供应链管理的合 

作团队的机制。物流系统的集成运作涉及到多家物流 

企业，要实现面向客户的协同运作，建立一个跨部门、 

跨组织的知识团队必不可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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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必须具备高水准、多样化，配置合理的知 

识与智能结构，这就要求团队的构成人员应具备相辅 

相成的知识与技能 ，具有共同一致的奋斗 目标 ，能够形 

成统一的行事方针与方法。良好有效 的团队人员组 

合 ，可使团队更好地掌握运用有关的知识与信息 ，激发 

团队成员的新颖多元的观点 、思路与创意 ，团结一致 ， 

克服困难 ，解决问题 ，顺利实现物流系统的目标 。 

建设合作团队需从团队组建 、团队协作 、团队学 

习、团队激励等 4个方面着手 ，培养有利于团队形成的 

建设机制和管理体制。 

3)业务平台是物流系统各服务环节的操作 内容。 

在这个平台上，合作团队为客户提供商品货物的门到 

f-j(Door to Door)服务，形成一个高效快速的物资流通 

通道 ，实现了集成化的物流功能。 

业务平台强调物流服务的集成性 ，提供 的不是单 

项的物流服务功能 ，不是简单的例行操作，而是站在客 

户的角度，提供从客户企业的物流系统分析 、设计和战 

略规划，然后再去进行具体的运作。 

如根据客户的需要 ，采用综合一贯运输 ，把卡车的 

机动灵活和铁路 、海运的成本低廉(即便利和经济)的 

特点组合起来 ，完成们到f-l的运输 ，是通过优势互补 ， 

实现运输的效率化 、低廉化 ，缩短运输时间的一贯运输 

方式。业务平台离不开知识平台的智力支持。 

组织平台与业务平台一起构成物流系统的业务运 

作层 ，在这一层次，组织平台提供高效合作的物流作业 

团队，在业务平台上为客户提供高水平、低成本的物流 

服务 ，实现物流系统的集成功能。 

2．4 应用层 

功能平台是物流系统的功能输出，是前面 5个平 

台的目的和意义 ，也是系统的外在表现和应用 ，是为客 

户创造价值的服务平台。这一平台是物流企业与客户 

发生交互互动的界面和接 口，接受客户委托 ，按照要求 

提供高附加值的物流服务，同时获取利润。 

物流系统的功能平台为客户提供集成化的物流功 

能服务 ，这些功能要素不仅包括运输 (含配送)、储存 

(含仓储管理和储存控制 )、包装、装卸、流通加工和物 

流信息查询等单项基本要素 ，也包括这些功能的组合 

功能，甚至能够站在客户的立场，设计并规划客户的物 

流系统 ，提供丰富的延伸服务，如采购及订单处理、市 

场调查、教育与培训等。 

4个层次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下层对上层 支 

持，是上一层次的基础 ；上层对下层提出要求 ，起规划 

指导作用 ，是下一层次建设的目标。 

上述六大平台之间相互依存 ，物流企业只有将这些 

平台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使它们彼此协调、相互促进， 

才能促进整个物流系统的最优化，实现系统的目标。为 

了实现物流系统的集成运作 ，物流集成商必须构建这四 

层平台，物流系统的竞争即是这6个平台的竞争。 

3 结束语 

总体来说 ，由于经济体制的原因 ，传统储运业各 自 

划地为牢 ，资源分割 ，只能提供简单的储存 、运输 、包装 

等单项功能服务，集约化经营优势难以发挥，规模经 

营 、规模效益难以实现。 

可见 ，对照上述物流系统体系结构，我国的传统储 

运企业距现代物流企业的集成运作 有很长 的距离 ，如 

何加快向现代物流企业的转型关系到我国物流企业的 

生存发展大计。但由于现代物流与传统储运在业务功 

能上具有继承性 ，兼之具有向现代物流转化的物质条 

件(近 50年来国内储运业积累下来的设施与设备)，有 

适合国情的具体管理经验 ，传统储运向现代物流转型 

是可行的。 

在转型的过程中，要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标 

准化建设 ；包括物流作业设施设备 、物流作业与管理等 

方面的标准化。物流信息系统的建设及与物流技术装 

备的连接兼容；先进的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在信息技术 

日益发展的今天已经成为物流系统的基本组分，同时 

也是物流需求方选择外协一个物流企业的基本指标要 

求。提高组织内人员的管理水平 ；现代物流不仅要求 

专门型的人才 ，而且要求复合型的人才 。加强专家体 

系的建设；着眼于培养促进有利于将大量数据库、模型 

库与专家的知识、经验进行有机融合起来的机制。物 

流功能的拓展。突破原有的服务领域，沿着原来 的物 

流功能基础上提供在外延有所延伸 、内涵有所丰富的 

深化的配套性、系列化的服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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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说明轻工行业和农业上市公司有投资不足的倾 向； 

相反其余行业上市公司的 值均小于 0，说明其余行 

业上市公司有投资过度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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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the Public Compan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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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ublic companies after Dengxiaoping’S Nanxun speech，this paper tests the sustainab le growth 

status of the Chinese public companie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93 to 2000 by using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and 

sustainable growth model brought forward by Robert Higgins and James Van Heme．Th ese companies are classified by trade
． 

Th 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no trade realized sustainable growth except electronic an d electric trade．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pubhc companies in light industry and agricultural sectors have a trend of under·-investment while those in other sectors have 

a trend of over．investm ent． 

Key words：public compan ies；sustainab le growth；empir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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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Design of the Architecture for TPL System 

ZHOU Ming，CHENG Yong—sheng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400044，China) 

Abstract：Architec ture of Logistics system is the interior operation environment an d business platform for k stics companies
， 

which is to steer to build special logistics system and tactics frame—saw to realize the company’s objectives．Further rIxIre
． 

characteristic an d design principle of architecture ale mentioned
． Th ere are 4 levels in this article to discuss the a工℃hitecture 0f 

TPL system． Six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architecture ale mentioned ： information platform
， tech — equipment pla m ， 

knowledge platform ，organization platform ，business platform  an d functional platform
， Furthermore，the Hlutual connection 

among which is analyzed as a whole．In conclusion，measure of the transfer from traditional storage an d transDonati0n to 

modem logistics is discussed． 

Key words：logistics system ；architecture；third —party Logistics；platform ；knowled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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