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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虚拟物流理论研究是物流管理研究中的前沿课题。在对现有诸多不统一的虚拟物流、虚拟 

物流企业概念分析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虚拟物流和虚拟物流组织的内涵，介绍了目前国内外有关虚拟 

物流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虚拟物流的理论研究三维框架，给出了虚拟物流理论研究的主要 

内容，指 出了虚拟物流研 究的四个发展方向以及相应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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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物流理论研究还是一个不到 10年研究历史 

的新领域。国外学者对虚拟物流理论研究的较少，主 

要集中在对虚拟物流应用实例的探讨上。相对而言， 

国内学者对该方面的理论研究则稍微多一点。从现有 

的文献来看，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虚拟物流的含 

义尚没有统一完整的定义和规范，对虚拟物流的内容 

也无人完整的阐述过，研究的内容总体上是零星的、分 

散的，研究的深度仍停留在一般概念性、描述性、框架 

性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全面性和深人性。 

1 虚拟物流及虚拟物流企业的内涵 

虚拟物流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的 Stuart等人于 

1996年在阿肯色州大学物流协会报告中提出的，当时 

Stuart认为利用日益完善的通讯网络技术及手段，将 

分布于全球的企业仓库虚拟整合为一个大型物流支持 

系统，以完成快速、精确、稳定的物资保障任务，满足物 

流市场的多频度、小批量订货需求 J̈。虽然后来有一 

些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虚拟物流，但是到 目前为止尚 

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Miles和 Gregory认为虚拟物流 

本质上是“即时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是小批量、 

多频度物资配送过程。它能够使企业在世界任何地方 

以最低的成本跨国生产产品以及获得所需物资赢得市 

场竞争速度和优势 。 

GB／T 18354--2001物流术语将虚拟物流定义为 

以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物流运作与管理，实现企业间 

物流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的物流模式 J。 

通过对虚拟物流组建方式、目的及特点的分析，笔 

者认为虚拟物流的概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虚拟 

物流的组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 

为基础。2)虚拟物流组建的目的：实现企业间物流资 

源共享和优化配置，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物流服务。 

3)虚拟物流的特点：动态性、开放性、暂时性、快速性、 

核心能力互补性以及与物流战略联盟根本性区别的基 

于物流市场需求机遇的特性。 

目前，虚拟物流企业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董敬欣 

等认为虚拟物流企业的实质是供应链信息集成平台， 

它是以获取物流领域的规模化效益为纽带，以先进的 

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共享供应链信息为目的而构建的 

物流企业动态联盟 J。戴勇认为虚拟物流企业是由 

功能合理分配的，信息和运作一体化的，利益共享的， 

对社会物流需求而言又是整合众多原先物流各环节承 

担者所组成的物流共同体，具有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 

功能合理分配和利益共享3个基本特征 。何世明等 

认为虚拟物流企业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 

信技术、以外界物流资源为依托进行物流代理业务的 

企业，其本身没有仓储、运输、包装等物流配送过程各 

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硬件设施，只有发达的信息收集、 

加工、处理、监控网络系统；通过信息网可与供应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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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实体物流企业建立广泛联系‘。 。笔者认为虚拟 

物流企业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首先虚拟物流企业 

应属于虚拟企业范畴 ，是由相互独立的、核心能力互补 

的实体组织构成的动态联盟，该联盟中具有某种核心 

能力(关键过程核心能力)的实体组织并不一定只有 

一 个，根据实际需要可以有两个以上的实体组织来完 

成某一核心能力任务；其次，虚拟物流企业的整合者是 

市场机遇的发掘者，其本身可能是完全没有物流过程 

所需要的各种硬件设施的虚拟物流网络平台供应商或 

政府、军队等，也可能是部分拥有物流过程所需要硬件 

设施的物流企业或需要物流服务而本身又不完全拥有 

该物流服务能力的商业企业或制造企业等；再次，组建 

虚拟物流企业的目的是利用合理分配的社会资源快速 

完成物流作业，加快物资周转速度，提供相对低成本、 

高质量的物流服务 ；最后 ，虚拟物流企业的特点是开放 

性、动态性、暂时性 、多赢性和核心能力互补性。因此 ， 

虚拟物流企业可以定义为依靠计算机、计算机网络和 

现代化通信技术等，能够对市场机遇作出快速响应的、 

核心能力互补的、相互独立的企业间暂时的动态联盟， 

目的是加快物资周转速度，提供相对低成本、高质量的 

物流服务。 

2 虚拟物流研究现状 

虚拟物流这种先进的物流管理方式已经开始在国 

外某些大型公司应用了。如美国太阳微系统公司， 

1999年 1月与美国 USCO物流共同建立了一个虚拟 

物流网络(VLN)，用来通过 WWW 界面联接供应链各 

伙伴、发送零部件订单、交货和库存处理信息以及向中 

心数据库存人供应商信息。虚拟物流网络的运行使该 

公司安装零件周期由原来的4O天大幅度降到3天，并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该虚拟物流网络的成功，USCO获 

得了2000年年度仓储管理奖，显示出了强大的竞争优 

势 J。再如美国一些化学与塑料制品公司为了更有 

效的管理在途物资及物流服务，伊斯门化学品公司与 

全球物流技术公司2000年3月共同组建了一个超过 

50家运输公司的运输化学品虚拟物流公司，为每年4 

190亿美元的化学工业提供物流服务 J。再如国外已 

建立了 http：／／www．1ogisticdirectory．corn虚拟物流 目 

录网站，为社会物流资源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客观的、 

全面的虚拟物流资源交易平台。再如，欧洲物流比较 

发达的国家芬兰在西南部港口城市土尔库建立了虚拟 

物流中心[1o]；美军在军事物流改革规划中也开始准备 

采用虚拟物流的管理方式，以提高物资保障效率⋯J。 

由此可见，虚拟物流在物流发达国家已引起广泛关注， 

并开始初步应用。 

在虚拟物流研究方面，近两年来，已有少部分学者 

开始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研究，有少量文献出现，研究 

范围零星分布在虚拟采购、虚拟库存、虚拟配送、物流 

网站建设、核心能力识别、伙伴选择、组织构建与运作 

模式、物流管理技术和方法、物流法律法规、物流标准 

化、物流信息技术  ̈等领域。 

虚拟采购：Van der Weele和Rozemeijer在1996年 

首次提出了未来采购组织的可能模型——虚拟采购组 

织，认为在虚拟采购组织中，由商家组成的动态的软组 

织围绕在小规模集中的、由共同采购人员组成的核心 

组织周围，其中，核心组织对采购过程、战略、行业发展 

以及采购过程中人员的招聘、培训和发展等负责 引̈。 

虚拟采购作为虚拟供应链的首个环节，既是商流过程 

又是物流过程。虚拟采购是否合理，不仅影响到虚拟 

物流资金的运作，而且还影响到虚拟物流其他各环节 

的正常运行。因此，对虚拟采购组织结构与运作模式 

的构建和关键技术的开发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虚拟库存：虚拟库存是一种战略型管理思想在库 

存管理中应用的结果，目前关于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局部、小范围的实际运用，如 SilTerra公司运用虚 

拟库存管理系统有效管理供应链 引、东方钢铁电子商 

务系 统 Bsteel的 虚 拟 库 存  ̈、虚 拟 医院 药 房 

(VHP) 16]和 POS—EOS—VAN零售系统的虚拟库存中 

心 等。该领域研究的难点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 

境下，构建同行业之间完全透明的虚拟库存的可行方 

案和库存信息的收集及其真伪性辨别。 

虚拟配送：“虚拟”并不是空虚，不是无，与传统配 

送中心相比较，虚拟配送中心是物流供应链上的一个 

通道，而不是像传统配送中心那样是一个节点 引。虚 

拟配送中心组织结构是由虚拟能力团队、虚拟工作团 

队和网络事务中心组成，其组织与管理依赖于组成成 

员间的协调【19]。对于虚拟配送中心来说，信息技术至 

关重要，如对配送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配送活动的 

调度；与其他配送信息中心的协调以及信息传输和保 

存的安全性等，虚拟配送中心的信息支持技术和相关 

的运行保障机制将是该领域研究中的重点。 

物流网站建设：目前的物流网站建设分为三块内 

容：一是物流企业的企业网站，如大众、熙可等；二是物 

流知识的互联网传播，如专门的物流门户网站、亚洲物 

流在线等；三是物流交易平台，如56net、2188、21世纪 

shipping、虚 拟 物 流 目录 网站 (WWW．1ogisticdirectory． 

corn)等。以上三类网站在物流功能开发上缺陷较多， 

没有深入到物流供应链的内部去设计服务模块，对虚 

拟物流的提供贯彻得不彻底。根据虚拟物流的发展要 

求，成为专业化的虚拟物流部门提供商(ViauM Lo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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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 Department Provider)是物流网站发展的方向 ，内 

容包括供应链的虚拟物流整合方案、虚拟配送中心、物 

流信息中 tk,。 

核心能力识别：从某种角度来说，虚拟物流组织主 

要是把投资和管理的注意力集中在物流整合者本身的 

核心能力上，而一些非核心能力或自己短时间内不具 

备或不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则转向依靠外部的物流组 

织提供。因此 ，在建立虚拟物流组织之前，必须对物流 

整合者本身和拟参与虚拟物流组织的伙伴的核心能力 

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明确的定位，从而选择相匹配的虚 

拟物流组织伙伴。核心能力的识别主要有两大类，一 

类是定性识别；另一类是定量识别，目前定量识别的方 

法主要有基于模糊聚类算法的核心能力识别 。 

伙伴选择：虚拟物流组织的组建过程是非常复杂 

的，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选择灵敏的、有竞争力的 

和相容的合作伙伴。因此，确定上述合作伙伴是虚拟 

物流组织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 

虚拟物流组织的市场响应速度、运行绩效和成败。通 

常伙伴选择是根据一定的准则，采用定性或／和定量的 

方法从被选物流组织中确定伙伴物流组织。目前虚拟 

物流组织伙伴选择的方法主要有基于 AHP的DEA分 

析基础上的(0—1)规划选择法口 和基于模糊层次分 

析法的三阶段选择法。 

组织构建与运作模式：虚拟物流组织的组建问题 

主要包括组建过程的设计、组建模式的研究和伙伴选 

择。目前的研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组织构建过程和方 

法，只是初步探讨了组织构建的流程设计和组建模 

式 J，主要包括组建过程和阶段的划分、组织结构分 

析、技术框架设计和运作模式分析与设计等。 

物流管理技术和方法：随着现代物流的快速发展， 

愈来愈多的、先进的物流管理技术和方法得到了普遍 

应用，尤其在物流发达的国家，创造了极大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为虚拟物流提供了初步的技术和方法支 

持。目前主要的物流管理技术和方法有 QR、ECR、 

CRP、CAO、MRP、JI1’、ERP、DRP、LRP、零库存技术、物 

流管理信息系统、供应链管理、物流战略管理、供应商 

管理库存、联合库存管理、ABC分类管理等。 

物流法律法规：物流活动涉及的内容多、活动范围 

较大、关系方众多，因此适用的法律法规具有不同的层 

次和表现形式。现有的法律框架主要有两大类型的法 

律体系，一是国内或地区内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本国 

内或地区内的法律、法令、法规、章程或办法、国家标准 

等；另一个是国际法律法规体系，主要包括国际公约、 

国际惯例、国际标准等。部分起步较早的物流先进国 

家基本上建立健全了物流法律法规，但中国目前尚无 

专门的物流法，甚至物流相关法规的研究文章也难以 

见到，物流系统中各项活动仅依靠活动所涉及的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约来维持秩序，协调性、可操作性较差， 

规范性不强，宏观调控能力和微观约束能力不足。加 

强中国物流法律法规研究，建立健全与国际协调的物 

流法律法规已是中国现代物流顺利发展亟待解决的 

问题。 

物流标准化：随着现代物流虚拟化的发展趋势，物 

流标准化和规范化愈来愈重要，它是实现物流合理化、 

高效化、虚拟化的基础条件。物流标准化的重要性已 

引起普遍重视，相关研究文献较多，提出了物流标准化 

的定义、形式、内容及实施等 儿川；国内外许多相关 

组织(如ISO、英国UCC、全国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全国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也已制定了许多物流标 

准。但是中国已制定的相关标准还不够全面、完善，与 

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较大。把现有的标准集成总汇， 

从物流系统的角度使物流标准完整化、国际化，寻找标 

准发展的方向将是今后物流标准化研究重点。 

物流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在物流领域的大量应用 

促进了现代物流高效化、自动化的快速发展，如 EDI、 

条形码、RF、GIS、GPS、人工智能／专家系统、通信技术、 

仿真技术等信息技术已在物流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应 

用。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虚拟物流网络集 

成 等。但是随着现代物流的发展，信息量将会越来 

越大，对信息技术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尤其是虚拟物 

流阶段，信息将成为核心影响因素。今后物流信息技 

术的研究将会从物流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以及具有 

信息可得性、安全性、精确性、及时性、异常性、灵活性 

等特点的物流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两个领域 

展开。 

3 虚拟物流发展前景 

虚拟物流研究是现代物流研究领域中的前沿课 

题，目前对该问题研究仍处于初步了解和探索阶段，大 

量的问题需要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虚拟物流研究涉 

及面广、问题多，有些问题还需要长期的实践积累才能 

完善，因此对该课题的研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 

程，需要作长期不懈的努力。目前虚拟物流研究已取 

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从对虚拟物流研究的内容上来看， 

总体上只是分布在几个问题的探讨上，内容涉及面比 

较狭窄，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当然，新生事物总是按 

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的成长过程诞生的，科学研究也 

是如此。笔者认为，对虚拟物流的研究应注意它的系 

统性和完整性，可以按如图1所示的研究框架进行研 

究，研究可从4个方面展开：1)从虚拟物流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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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角度主要包括物流管理技术和方法、物流相关法 

律法规、物流标准化、物流信息技术和物流基础设施； 

2)从虚拟物流运行过程角度主要包括物流网站设计、 

核心能力识别、伙伴选择、组织构建与运作模式、伙伴 

关系管理、风险管理和绩效评估等；3)从虚拟物流供 

应链角度可以分为虚拟采购、虚拟运输、虚拟库存、虚 

拟配送、虚拟服务等；4)从虚拟物流应用角度进行研 

究。相应的研究重点将是：1)对虚拟物流基础支撑条 

件进行大量深人的研究，尤其是影响现代物流顺利发 

展的物流标准化、物流法律法规、物流信息技术等问 

题，目前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2)对全球经 

济一体化背景下虚拟物流供应链的集成与整合的研 

究，此项研究将是一个重大课题；3)对虚拟物流组织 

构建与运行管理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虚拟物流组织 

的伙伴选择和组织构建以及虚拟物流组织中伙伴关系 

管理、风险管理和绩效评估等内容；4)对虚拟物流应 

用方面的研究 。 

图 1 虚拟物流研究三维框架图 

虚拟物流的初步应用已经展现了其潜在的巨大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伴随着市场一体化、专业化分工 

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物流基本支撑条件的日臻完 

善、虚拟物流理论的不断成熟、虚拟物流应用实践的不 

断探索和创新，相信虚拟物流必将成为未来物流运作 

的主要模式，闪耀出夺 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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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Modem Logistics，Logist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16，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f virtual logistics is a front task in the field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research．Th is paper ex— 

plains the meaning of the virtual logistics and virtual logistics organization in detai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various exist— 

ing concepts of them，introduces the actuality of the research concerning virtual logistics．Then a three dimensionality re— 

search framework and major research contents of virtual logistics are proposed．Four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virtual lo— 

gistics research and corresponding research emphases are pointed out． 

Key words：virtual logistics；virtual logistics organization；research framework；development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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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of Serial Analysis of Gene Expression for Cancer Research 

XIANG Yan，WANG Yuan—liang，TANG Li—ling， 

XIAN Cheng-yu，WANG Rong，ZHANG Bing-bing 

(Key Laboratory on Biomechanics&Tissue Engineering Under the Stat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Bioengineering，Chon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Serial analysis of gene expression(SAGE)is a powerful technique designed to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of 

gene expression．It can not only immediately analyze thousands of genes in detail，but also find new genes．Th erefore 

SAGE is an effective tool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for gene expression．Recently the SAGE method is 

widespread applied in cancer research，understanding pathwa) S involved in tumorigenesis and identifying novel diagnos— 

tic and therapeutic targets．It is implied that SAGE in implications for cancer research，diagnostic and targeting process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cancer research． 

Key words ：serial analysis of gene expression；global profile of gene expression；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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