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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物流成本高是中国制造业的顽症之一。中国制造业应充分重视供应链的构建与优
化，实现与物流业的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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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竞争力是什么？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且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
情况。一般来讲，离不开品牌、质量、价格、交货期、售后服务，有的加上研发、市场开
拓等等。现在跨国公司都把打造优化的供应链列为竞争力、列为不可模仿的核心竞争力。
对于物流成本较高的中国制造业来说，要提高企业竞争力，更应充分重视供应链的构建。 
一、什么是供应链管理 
当今世界制造业与流通业的运作模式正发生巨大变革。制造业在17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
是“少品种、半件、小批量生产模式”，进入20世纪出现“少品种、大批量生产模式”，
到20世纪50年代出现日本的“精益生产模式”即准时生产制(JIT)，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
美国“敏捷制造模式”。精益生产的核心是排除生产流程中不必要的环节，消除不必要的
浪费，包括库存、运输距离、等待时间等，而节约时间与成本，达到流程的最优化。敏捷
制造的核心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通过快速配置各种资源，以有效与协调的方式响应用户
的需求，实现制造过程的敏捷性与柔性化。 
流通业的变化主要是连锁超市形态的发展，在发达国家，连锁率(连锁营销占社会总销售额
的比重)都在60%以上，美国达80%，其中食品连锁超过90%，在中国已接近10%。 
为适应这种变化，世界物流业已迈入供应链管理阶段。 
什么是供应链管理？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所谓供应链管理，就是把生产过
程从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运输加工、分销直到最终把产品送到客户手中，作为一个环环
相扣的完整链条，通过用现代信息技术武装起来的计划、控制、协调等经营活动，实现整
个供应链的系统化和它的各个环节之间的高效率的信息交换，达到成本最低、服务最好的
目标。一体化供应链物流管理的精髓是实现信息化，通过信息化实现物流的快捷高效的配
送和整个生产过程的整合，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著名经济学家郞咸平认为，供应链管理
体现了企业的价值，它涉及中国制造业的生死存亡。 
欧美许多物流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有了两项突破，一是把制造业供应链管理分成五大模
式组成供应链管理标准模型。即计划、资源、制造、交付、回收。另一项是设计了供应链
绩效模型。根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埃森哲的研究，实施供应链管理，有以下优点：(1)可以
将运输成本下降5%-15%；(2)提高生产率与资产运营等企业综合绩效；(3)缩短企业订单
处理周期35%；(4)使整个库存下降10%-30%；(5)缩短现金循环周期20%左右；(6)改
善服务标准，提高客户满意度。 
香港利丰集团作为一个国际化的经营公司就是运用供应链原理，取得了巨大成功，冯国经
先生认为供应链管理有七大重要理念：(1)以顾客为中心，以市场需求的拉动为原动力；
(2)专注于核心业务，建立核心力，将非核心竞争力外包；(3)各企业紧密合作，共担风
险，共享利益；(4)对工作流程、物流流程、信息流程和资金流程进行设计、执行、修正和



不断改进；(5)利用信息系统优化供应链的运作；(6)缩短产品完成时间，使生产尽量贴近
实时需求；(7)减少采购、库存、运输等环节的成本。 
我认为，这七个理念中，(1)(2)(3)是供应链管理的实质，(4)(5)是实施供应链管理的两种
主要方法，而(6)(7)则是实施供应链管理的主要目标，即从时间和成本两方面为产品增
值，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有人说，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供应链小国”，这一提法不完全确切。中国的供应链实际
上是存在的，也很大，但问题在于并不优化，在国际产业链中并没有话语权，更没控制
权。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认识供应链，走进供应链、构造供应链、优化供应链。在供应链里不管
是主角还是配角，都要结成战略联盟，实现共赢。 
二、发展高端物流服务的重要性 
在世界产业链中，存在两个“微笑曲线”： 
 

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 
根据机械工业联合会调查，微笑曲线两端利润率为20%-25%，而中间的加工工业利润率
只有5%。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生产以外的都是服务业，由于中国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
通，忽视服务业的同步发展，致使我们一直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而研发、采购、物
流、信息网络、中转批发等价值高端都掌控在外资手中。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快服务业的发
展。第二，生产本身并不是没有文章可做，一是把非核心竞争力外包，做强核心竞争力，
二是实施供应链优化，生产流程再造，挤压时间与成本。拿中国出口服装为例，从研发、
设计、采购、生产、营销整个周期一般要180天，而发达国家只要20—30天。所以生产过
程中的物流成本压缩是大有可为的。 
那么，对于物流服务我们提倡的是多功能一体服务，它的绩效要体现在综合服务上，而不
是单项服务。它的绩效要体现在为客户省钱，物流企业的效益是与客户效益联结在一起
的。所以我不主张把物流分成高端物流与低端物流。所有的物流服务都可以增值，无非有
的增值高，有的增值低。 
如果一定要在物流活动中区分高端物流与低端物流的话，我认为高端物流有三个含义：一
是指物流服务对象是高价值商品，运输严格，有特殊要求，需用特种技术；二是指服务功
能是全程、一体化、一站式的；三是指服务内涵是高技术含量的，如冷链物流、保税物流
等。 
这里有一个如何认识传统物流的问题，即仓储与运输。仓储，传统的概念是库存货物，但
现代库房已经改变为加工配送、加快库存周转、为客户融资服务等等，这同样是一种高端
服务。运输也是一样，发展综合运输体系、门到门服务、特种运输以及集成化可视运输都
可以提升传统运输功能，实现增值。 
中石油上海公司面对17个油库、300个加油站1000多大客户，物流成本一年1亿元。怎么
办？他们和研究部门结合，研发油品配送决策技术，利用先进的信息和可视化控制技术，
在30万条配送线路中，建立最优化模拟系统，从而大大节约了物流成本。 
三、制造业应成为中国物流业的突破口 
讲到企业竞争力，不少制造企业、流通企业并没有感到物流落后有多少压力，这主要是廉
价劳动力的优势还存在，环境污染、资源损耗的社会成本并不高。一旦这些比较优势没有
了，这么高的物流成本将使“中国制造”打上一个大问号，必然走下坡路，一些外资企业
将寻求新的落脚地。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对全国重点制造企业、流通企业的
调查，内资企业平均拥有仓库面积14.1万平方米，其中自有8.2万平方米，租用5.9万平方
米，分别是外资的4.9倍、3.4倍和12.3倍。内资企业平均拥有货运车66台，装载设备38
台，分别是外资企业的3.7倍和1.5倍。 
根据中国物资储运协会在2007对全国63家大型仓储企业的调查，进库的货物年周转次数为
12.9次，比2006年减少一次。其中生产资料周转14次，生活资料周期8.25次。而这些库
里的存货主要是制造企业与流通企业的，也有一部分是物流企业的。库存大、周转慢，是
制造企业、流通企业物流成本大的主要原因，在发达国家，减少商品库存量是一项竞争战
略。资料表明，1990—1998年，美国、德国、日本制造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额的
1.3%-1.5%，非制造业(含批发和零售)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额的1.14%-1.29%，
而中国2002年工业的库存率为2.56%，流通业的库存率为8.75%。 
在2007年的世界500强中有制造企业155家，其中90%已构建供应链战略联盟，而在中国
500强企业中，有制造企业280家，真正构建供应链战略联盟的不到10%。 
我认为，物流成本高是中国制造业的顽症之一，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中国物流业重点应从
制造业突破，实现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发展，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有机融合。 
(本文作者：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首席顾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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