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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第三方物流定帝】营销中的关键策略和技术——物流产品模块化设计进行 了深入系统 

的研究，构建 了物流产品模块图，并采用波斯顿矩阵对模块进行深度管理以避免过渡定制化。第三方物 

流企业通过对模块的不同组合来实现物流产品的个性化定制，以满足定制并快速响应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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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物流企业是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物流市 

场行为主体之一。如何通过管理创新赢取核心竞争 

力，已成为其迫切需要加以研究的课题川。而定制化 

营销及大规模定制理论的发展与传播，则为第三方物 

流企业进行物流管理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现代 

的定制化营销是指企业在大规模定制的基础上，将每 
一 位顾客都视为一个单独的细分市场，根据个人的特 

定需求来进行市场营销组合 ，以满足每位顾客的特定 

需求的一种营销方式 。而企业要成功实施定制营 

销，关键的策略是建立能配置成多种最终产品和服务 

的模块化构件 。 

目前国内外对定制营销及大规模定制的研究大都 

从生产企业的角度出发，对构件模块化的研究也都局 

限于有形产品 。事实上，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 

法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定制营销可以成为一个又一个 

行业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一种战略决策 J。基于此， 

笔者把定制营销理论应用于第三方物流，对物流这种 

服务产品的模块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1 第三方物流的服务功能 

第三方物流(Third Party Logistics，TPL)是指物流 

服务的供方、需方之外的第三方去完成物流服务的物 

流运作方式。作为第三方外部服务提供者，对其物流 

服务功能的分类，当前的学术界和实业界并没有统一 

的定论，国外的一种比较权威的分类方法如下 J： 

表 1 第三方物流服务功能 

运输网络设计和规划 、“一站式”全方位运输服务、外 

运输类 包运输力量、帮助客户管理运输力量、动态运输计划、 

配送 、报关等其他配套服务 

仓储／配送类 

增值服务 

信息服务 

总体策划 

配送网络的设计 、订单处理、库存管理、仓储 管理、代 

管仓库 、包装／促销包装 

延后处理 、零件成套、供应商管理、货运付费、支持 JIT 

制造、咨询服务和售后服务 

信息平台服务、物流业务处理系统 、运输过程跟踪 

企业物流的诊断和分析、企业物流策略 的分析和设 

计、企业全面物流设计 、企业物流实施策略 的规划和 

设计等 

2 物流功能的模块化 

在定制营销的4P策略(渠道策略、价格策略、产 

品策略和促销策略)中，产品模块化设计是成功实施 

定制营销的关键策略之一，是定制营销的基础和一个 

重要原理。一方面，客户可以通过选择不同产品的组 

合来获得个性化的服务，增加客户参与定制的便捷性； 

另一方面，对企业而言，可以准确的描述客户的需求以 

及订单的特性，提高对客户的响应速度 】。 

2．1 可组合模块化 

模块化是用一定的分类方法将某一产品簇划分为 
一 系列具有特定功能的模块，模块内功能相互耦合而 

模块之间功能相互独立，通过相应的模块组合构成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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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定制化的产品。按照模块之间 

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大规模定制中的作用，约瑟夫 ·派 

恩将产品模块化分为六种类型：共享构件模块化 

(Component—Sharing Modularity)、互换构件模块化 

(Component—Swapping Modularity)、“量体裁衣”式模 

块化(Cut—to—Fit Modularity)、混合模块化(Mix Mod— 

ularity)、总线模块化(Bus Modularity)和可组合模块化 

(Sectional Modularity) 。 

可组合模块化是服务行业最容易实现的一种模块 

化方法。如图 1示，它能提供最大程度的多样化和定 

制化，允许任何数量的不同模块按任何方式进行配置， 

只要每一模块与另一模块以标准接 口进行连接 。 

可组合模块化的难点和关键问题是开发可使用不同类 

型对象或模块相互连接的接 口，这一点对服务业来说 

更容易一些 ，因此本文采用可组合模块化对物流产 品 

进行模块化设计。 

图 1 可组合模块化 

2．2 物流功能模块化设计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将物流服务分解为基本功能、 

信息服务功能和规划设计功能3大功能，再将这 3大 

功能进一步的分解为 1 1种最基本单元功能，保持各单 

元功能的相对独立性，建立功能模块图。如图2所示， 

物流服务的最基本功能单元主要包括：运输、仓储、装 

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物流规划、物流设计、系统规 

划、技术开发、信息管理等 1 1种基本功能，把这些基本 

功能看成是基本产品，那么 11种基本功 能就看成是 

11个微单元产品，即11个基本模块，每个模块又有很 

多可替代的模块，将它们根据客户需求按照不同的组 

合来实现物流产品的个性化定制，以满足定制并快速 

响应市场的需求。假设这 1 1个基本模块中每一个模 

块有5个可以选择的模块，那么提供给客户的就是 5 

的 1 1次方种不同特点的物流服务产品，可以极大的满 

足客户的定制化要求。例如，美国快递(American Ex— 

press)收集每个事务作为微单元——包括零售、寄宿、 

娱乐、运送等等——客户可以用信用卡、也可以直接与 

旅行社交易，然后将这些微单元组合起来，既满足客户 

需求，又适合企业增加它们的价值的能力 。 

图 2 物流产品模块图 

对 物 流 产 品 进 行 模 块 化 设 计 要 注 意 以 下 

几点 ’ ： 

1)模块之间的相关性尽量小，各个模块的可替代 

模块之间应具有很强的互换性(基本功能模块的可替 

代模块见表 2)； 

2)各模块功能的实现可以通过自营或外购的方 

式获得 ； 

3)模块最终要组合成产品，因此模块之间的连接 

应是低成本和平滑的，以保持企业在定制模式下的竞 

争能力； 

4)模块应进行标准化，以保证模块质量稳定和低 

成本 ； 

5)各模块和流程可以快速连接起来，以便对各种 

客户需求作出快速反应； 

6)以物流服务总效益最大化为指导，实现各功能 

模块的协调； 

7)每个模块应该是充满个性的，避免缺乏个性的 

多余模块； 

8)模块的划分应有利于降低成本。 

3 模块的管理 

前面把物流功能分解 1 1个基本模块，每一个基本 

模块又有许多可互换的模块。假若每一个模块有5个 

可以选择的模块，那么提供给客户的就是 511种不同 

特点的物流服务产品，虽然极大 的满足 了客户的定制 

化要求，但是，这同时也容易造成过度定制化，增加企 

业成本，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所以定制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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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适当把握是定制营销成败的关键之一。定制化程 

度应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和客户的个性化要求，通过对 

模块的有效管理来降低过度定制化的风险 J。 

表2 基本功能模块的可替代模块 

蝓 榄按 
多式联运、联合运输、不同方式的单一运输(铁路运 

一 ⋯ 一 输、水路运输 、公路运输 、航空运输、管道运输 )。 

包装模块 

装卸搬运模块 

配送模块 

仓储模块 

流通加工模块 

培训模块 

创值包装、储存包装、运输包装、再包装 

从货架列货架、从车辆到货架、从车辆到仓库、从车辆 

到车辆。 

货物配送、信息产品配送 

在库保管、库存控制、堆物货运站 

保存产品的流通加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流通加工、 

消费方便省力的流通加工、提高产品利用率的流通加 

工、提高物流效率的流通加工、衔接不同输送方式的 

流通加工、实现配送进行的流通加工。 

一 般物流管理人员 、高级物流管理人员 

3．1 模块的深度管理 

相对于有形产品，物流这种特殊的服务产品其模 

块的管理主要是产品组合深度的管理。深度管理就是 

对 1 1个基本模块中的每一个模块的可替代模块的管 

理，本质就是为了避免过度定制化，减少客户选择的随 

意性同时又保证其个性化选择的空问。前面假设每一 

个模块有5个可以选择的模块，若其中一个模块只有 

4种可供选择的模块，则客户选择的产品种类就为5m 

×4，比原来减少了5m种。因此，模块的有效管理一方 

面可以防止过度定制化，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限制客 

户个性化定制的程度。 

1)通过统计分析结合与顾客之间交流的信息判 

断模块类别是否合理； 

2)利用波斯顿矩阵分析判断模块(或组合)的合 

理性㈨ 。 

市场占有率：某一型号的模块(或组合)销售数量 

占该类模块所有售出模块的百分比。 

销售增长率：某一型号模块(或组合)市场占有率 

增长的速度。 

明星模块(或组合)：市场占有率高，市场成长率 

高；金牛模块：市场占有率高，市场成长率低； 

问题模块(或组合)：市场占有率低，市场成长率 

高；狗类模块：市场占有率低，市场成长率低； 

波斯顿矩阵法分析结果 ̈ ： 

狗类模块(或组合)：淘汰、放弃；问题模块(或组 

销 

售 

增 

长 
蜜  

☆ 

明星模块 问题模块 
(或组合 )? (或组合 ) 

$金牛模块 x狗类模块 

(或组合) (或组合) 

高 市 场 占 有 率 低 

图3 模块(或组合)的波斯顿矩阵 

合)：研究、发展，使之趋向于明星模块(或组合)； 

明星模块(或组合)：维持；金牛模块(或组合)： 

延长其生命周期。 

3．2 模块标准化 

标准化是模块化的一个主要特征 。产品模块 

化后，为了能以大规模的成本和效率为客户提供服务， 

提高企业效率、保证物流质量、减少无效作业和事故， 

对各个模块还必需进行标准化，应建立包括物流用语、 

物流基础设施和装备、物流信息、物流应用技术等在内 

的一整套物流标准体系： 

1)针对物流基础设施、装备制定基础性和通用性 

标准，例如：统一托盘标准、车辆承载标准、物品条码标 

准、包装容器、集装箱、仓库等物流设施和设备标准等： 

2)建立现场作业标准，如仓储业务规范、配送业 

务规范、物流服务规范等； 

3)建立流通环节如包装、运输、装卸等的行业规 

范和行业标准； 

4)建立信息化标准，如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规范、 

企业间信息交换、物流信息服务标准等； 

5)建立物流单据、票据的标准化，从而将管理工 

作规范化和标准化，这是应用计算机和通讯网络进行 

数据交换传递的基础标准，为最终实现物流信息的标 

准化打下基础 ； 

6)支持行业协会对各种物流作业和服务的标准， 

如：物流协会制定的物流用语标准、物流从业人员资格 

标准等。 

4 结论与讨论 

文中对第三方物流定制营销中的关键策略和技 

术——物流产品模块化设计进行了深人系统的研究， 

构建了物流产品模块图，并采用波斯顿矩阵对模块进 

行深度管理以避免过度定制化。第三方物流企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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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块的不同组合实现物流产品的个性化定制，从而 

最终提升企业竞争力，达到与客户双赢的目的。由于 

首次提出对物流这种服务产品的模块化设计，还不够 

深入全面，后续研究应继续关注模块的可替代模块及 

如何保证模块之间的低成本和平滑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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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dularity Design in Customization Marketing of Third Party Logistics 

SHAO Bing-jia，SHI 一fei，CHEN Chang-y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ke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customization marketing of Third Party l ogistics —de． 

sign modularity of logistics product，which is be researched deeply．The modularity figure of logistics product
， and depth 

management for modularity are constructed by adopting boston Matrix in order to avoid over—customized
． Personality 

customization is realized through making up module differently for Third Party l ogistics corporations
． to satisfy the de． 

mand for customizing and responding the market fast． 

Key words：third party logistics；customization marketing；modularity design ；modular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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