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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逆向物流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充分节约和利用资源与能源，保护生态环境 ，提高经济效益，最终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对绿色逆向物流管理的内涵及必要性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废弃物最小化管理、商品回流量最小 

化管理、逆向物流信息化管理和逆向物流绿色管理等绿色逆向物流管理的有效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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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逆向物流管理的内涵及其意 

义 

逆向物流管理是对货物 、服务及相关信 

息从消费地到起源地的有效流动和储存，进 

行计划、执行和控制，以满足再创造价值或 

适当处置的过程lll。逆向物流所包括的产品 

不仅指终端消费者所持有的产品，而且包括 

供应链伙伴——批发商和零售商的持有库 

存；同样，逆向物流不仅仅指再制造产品、再 

利用装运容器、回收包装材料，还包括由于 

质量问题、季节性库存 、过量库存 、产品招回 

等活动导致的回流物品的处置。 

绿色物流是指在物流过程 中抑制物流 

对环境造成危害的 同时 ，实现物流环境 的净 

化，使物流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需要指 

出的是，这里所指的绿色物流包括前向物流 

和逆向物流中所有绿色物流活动。 

逆向物流的存在取代 了传统物流的单 

向运作模式，有利于减少不适当物流所带来 

的环境污染，减少因焚烧 、填埋带来的资源 

浪费。同时也能降低企业处理废旧物品的成 

本，改善企业和整个供应链的绩效，产生巨 

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能增强企业竞 

争优势。 

2 绿色逆向物流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对环保的 日益 

关注，人们对废旧物品的重新利用越来越重 

视 ，一些发达国家加大了这方面的立法力 

度 ，并形成一种“物料循环再利用” 的新理 

念。例如，1994年来 自欧洲的一份统计报表 

(如表 1)。 

表 1 1994年欧洲对纸品、玻璃的回收量统计 

数据来源：1997年欧洲统计年鉴 

基于表 1，以纸品回收为例，假设其再生 

量 、年增长率(7％)和回收量占总消费量的比 

值(43％)保持相对均衡 ，通过统计分析，可得 

出 1994—2004年欧洲纸品的再生量和回收 

量。并依此统计出 10年的总回收量为 1．88 

亿 t，相当于 1994年年生产量(2 770万 t)的 

6．79倍 ，2004年年生产量(5 449万 t)的 3、45 

倍 ，即 10年的总回收量相当于 2004年总生 

产量的 3．45倍。 

在我国，尽管逆向物流逐渐引起了政府 

和业界的关注，并被认为是中国未来物流业 

发展的趋势之一，但逆向物流(特别是绿色 

逆向物流)还只是停留在观念上，既没有规 

范化 、系统化，也没有工程化、现代化。显然， 

和国外相比，我国的逆向物流存在着很大的 

差别。因此，应加强对我国绿色逆向物流的 

管理，使资源再生、物料增值和成本节约，从 

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提高之 目 

的。这一问题是政府、学术界、企业界及全社 

会需要共同关注的课题。 

3 绿色逆向物流管理的有效途径研 

究 

3．1 废弃物最小化管理 

理论上，工业物资循环可实现均衡的循 

环；但在现实中这种物资的循环流动是不能 

完全封闭的，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不能，在 

工业生产 中一定的流失不可避免。因此，现 

阶段工业生产应 以生产中的剩余物作为模 

式进化的目标。废弃物管理将成为未来工业 

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将成为工 

业生产模式进化的目标。 

从基于高产量、高废物的线性流程到封 

闭线圈，生产系统不可能一步到位，向废弃 

物最小化和能源保护改进需要一个渐进的 

过程 ，通常描述为表 2中的渐进层次。 

废弃物管理通常对于工业生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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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导致废弃物最小化手段的层次关系 

废物管理过程 具体的实现方法或手段 

生产产品中废弃物更少；生产流程 

废弃物 中废弃物极少；副产品流程的循环 ； 

最小化 在生产中减少能源消费；生产更耐 

用的产品 

再利用 ； 处理’使产品 
在产品的使用寿命终端循环物质 ， 

废弃物回收 以生产可用的二级物质；通过焚烧 

或藻气燃烧从废弃物中获得能源 

废弃物处置耋 鬟星 鬓 物质 
的剩余物进行最小化，有两个途径可实现废 

弃物的最小化：①从废弃物生成上预防废物 

的产生；②对已有废弃物实行“变废为宝”。 

其具体方法13]为减少废弃物数量(Reduce)、 

废弃物再利用 (Reuse)、废弃物循环(Recy— 

cle)、废弃物 回收(Recover)(将 以上方法简 

称为4Rs)。 

4Rs能够减少要处置的废弃物数量，相 

互之间有一定的逻辑层次和权衡关系，这种 

逻辑层次揭示了 4种方法之间的优先顺序， 

其权衡关系形成了一个倒金字塔结构 (如附 

图1。 

减少废弃物数量是减 
⋯ ．1少填埋垃圾的有效途 

径(大力提倡) 

不能再利用的物资和 
⋯ ．I包装材料则必须在工 

厂等使用环节中循环 

(一般提倡) 

⋯ ．1从不能使用的物品中 

回收能源是我们最后 

的选择(不得以而为 

之 ) 

附图 4Rs层次优先顺序和权衡关系结构 

在通常情况下，减少使用资源产生的废 

弃物是最好的方法，力争在第一地点不要产 

生废弃物。如果废弃物已经产生，必须想尽 

办法充分挖掘其内涵的用途，如果可能，最 

好的办法就是再利用。如果不可行，则回收 

这些废弃物。最后，从不能减少 、再利用和循 

环的废弃物中回收能源，实现“使资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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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充分利用”的 目标 ，为实现 自然资源持续 

利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 目标奠定坚 

实的基础。在工业生产中实现物质、能量的 

生态均衡必然成为我国工业制造理论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向[31。 

3．2 商品回流量最小化管理 

对工业制造企业的逆向物流管理重点 

放在废弃物管理 ，即废弃物最小化管理 ，而 

对流通领域中的逆向物流管理则采取尽量 

减少商品的回流量，即商品回流量最小化管 

理。逆向物流管理首先要从阻止商品回流 

(即退货)的发生人手，尽管产品回流是不可 

避免的，但有些商品类型的回流是可以避免 

(或最小化)的。下面我们来看看终端客户退 

货和零售商退货的原因 分析： 

(1)终端客户退回商品的原因。退回商 

品若是新产品，一般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产品有缺陷，发货时产品类型错或数量错 ， 

运输时产品受到损坏，顾客对售后服务不信 

任，等等。退回商品若是旧产品，一般是基于 

法定退回，或企业主动召回，或 出于某种经 

济、社会利益和生态效益等原因(对此类商 

品回流应大力提倡)。 

(2)零售商退 回商品的原因。主要是企 

业需要平衡库存，运输 中商品受损 ，产品有 

缺陷，某些商品因季节性强而未销售完，产 

品功能和款式陈旧或企业不再生产或不再 

进行技术支持，等等。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得 出，造成商品回流 

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如 

果企业从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要求每一个员 

工，大多数类型的商品回流是可以避免或最 

小化的。 

3．3 逆向物流信息化管理 

从逆向物流的运作模式可知 ，逆向物流 

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实施逆向 

物流管理时，有关产品回收的信息和再处理 

的信息也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产品成分构 

成及产品回收数量的信息 ，再制造零部件及 

物料需求信息，产品回收处理作业的信息等 

都是不确定的。信息的不确定性制约了逆向 

物流管理的效率和功效。从某种意义上说 ， 

信息化在逆向物流中的重要性要大于前 向 

物流。因此，加强逆向物流信息化力度，为可 

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具体 

来说，可从如下几方面来实现 ：首先，利用先 

进的信息技术来帮助逆向物流实现其规范 

化。例如 ，利用条码技术可对产品的有关信 

息(如产品的基本资料 、规格、生产厂商 、质 

量状况 、退货原因、验收人员等)进行管理。 

这样便于对进入逆 向流通的商品进行有效 

及时的跟踪。其次，建立并完善逆向物流信 

息系统 ，对逆向物流从人口到最后处理的全 

过程进行信息跟踪和管理，能显著缩短逆向 

物流处置周期。同时，基于 EDI的信息系统 

还能实现制造商与销售商之间共享退货信 

息 ，为服务商提供包括质量评价和产品生命 

周期的各类营销信息，减少逆向物流过程中 

的不确定性，使退货在最短时间内分流 ，为 

企业节约大量的库存成本和运输成本。 

3．4 逆向物流绿色管理 

逆向物流活动绿色化 ，可重点考虑以下 

两个问题 ：①废旧物品的绿色回收；②对 回 

收品的绿色处理。具体来说 ，废旧物品的回 

收本身就是一种绿色活动 ，可以设想，全球 

若只有正向物流这一单向运作模式 ，那么工 

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剩余物，消费群体在 

消费过程中的生活垃圾 ，不要太长时间就会 

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因此所带来的环境 

污染和资源浪费是不言而喻的。 

对回收物品绿色处理方式的规划 ，可借 

助 Thierryl~提出的观点：直接再利用(Direct 

reuse)；修理 (repair)；再生 (recycling)；再制 

造(remanufacturing)(简称为4rs)。 

表3 4rs的层次及处理方式、方法和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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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供应链诚信环境的涵义 

现代汉语词典把“诚信”定义为诚实 、守 

信用。信用是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 

别人对他的信任。儒家将诚信视为“进德修 

业之本”，“立人立政之本”。供应链的生存离 

不开环境，它们需要相互合作。而诚信环境 

是供应链重要环境之一，笔者认为供应链的 

诚信环境是指影响供应链伙伴合作、交易的 

4rs能够减少要处置的废旧物品数量，降 

低企业处理废旧物品的成本，减少因焚烧 、填 

埋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其层次关 

系、绿色处理方法及应用举例如表 3所示。 

在通常情况下，使回收物流绿色化的最 

优途径是再利用和再制造。这种再利用和再 

制造通过循环重复利用物料 ，充分回收有用 

的自然资源，减少对废旧物品的处理成本， 

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 ，还有一个关键 

的效益就是因废弃物数量的减少，而降低对 

自然环境的污染 ，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 

平衡和循环型经济的发展。 

4 结束语 

本文在对绿色逆向物流管理的内涵及 

必要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废弃物最小化 

管理、商品回流量最小化管理 、逆向物流信 

息化管理与逆向物流绿色管理等绿色逆向 

物流管理的有效实现途径 ，从而达到“资源 

再生、物料增值 、成本节约 、生态环境保护、 

经济效益提高”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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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 Route of Green Reverse Logistics M anagement 

Abstract：Green reverse logistics mangement is aimed at the saving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ergy．as well as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improving economic efficiency，and finally attain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Only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n the connotation of green reverse 1o— 

gistics mangement and the necessity of that，through minimization of wastes and refluence of commodities，and 

through the study of reverse logistics mangement，both informational and green，can the object of green reverse 

logistics mangement be at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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