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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在产品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市场竞争具有不同的特征 , 因此企业采取的市场战略也有较大的差别。应用

物流系统的动态评价方法 , 研究了有效支撑企业产品市场竞争战略的物流系统应该具有的关键性特征 , 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如何组织企业内外部的物流资源 , 使得物流系统成本最小化的动态规划问题。

关键词 : 产品生命周期 ; 物流系统 ; 动态规划

中图分类号 : F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7348( 2006) 05- 0102- 03

余小川, 季建华

(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管理学院, 上海 200052)

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物流

系统动态规划研究

1 物流系统的动态评价指标

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 产品生命周期

阶段越来越短的市场环境中 , 企业如何有效

规划物流系统来支撑生产经营活动 , 必须首

先解决动态环境中物流系统的评价问题。鲍

尔索克斯等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在做了大

量 的 研 究 后 提 出 了 一 套 动 态 环 境 中 评 价 物

流系统的方法。该方法综合考虑了物流系统

运作过程、运作结果和将来的持续发展三者

间的关系[2]。在这一过程中 , 他主要考虑了物

流 系 统 的 可 靠 性 、反 应 时 间 、物 流 成 本 和 组

成物流系统的物流资产规模和物流能力这 4

个关键因素:

( 1) 可 靠 性 ( Reliability) : 物 流 系 统 可 靠

性 衡 量 了 物 流 系 统 提 供 的 物 流 服 务 令 客 户

感到满意的程度。以结果为基础的物流系统

的可靠性 , 通常用完成完美服务的比率来度

量。

( 2) 反 应 时 间 ( Response Time) : 能 够 度

量物流系统对客户要求的反应时间。换句话

说 , 从客户授权到提供给客户满意的服务所

需要的时间 : 包括接受订单时间、装运时间、

送达客户的运输时间和客户接受时间。

( 3) 物 流 成 本 ( Logistics Costs) : 物 流 系

统 的 成 本 是 指 物 资 发 生 空 间 位 移 过 程 中 所

耗费的各种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货币表现。

具 体 来 说 , 它 是 原 料 产 品 在 实 物 运 动 过 程

中 , 包装、装卸、运输、储存、加工等各个环节

所 支 出 的 人 力 、物 力 、财 力 所 引 起 的 一 切 货

币支出费用之总和。

( 4) 物流规模和 能 力 ( Logistics Capabili-

ty) : 物流规模和能力是一个衡量物流企业信

誉和保证提供承诺服务的重要指标。通常而

言 , 规模较大的物流企业相对小企业而言 ,

具有较为完善的信息网络和硬件设施 , 可以

提供更大范围的物流服务 , 并对物流服务需

求量的变化敏感性更小。

企业的经济资源总是有限的 , 并且企业

不 可 能 也 没 有 必 要 在 所 有 与 生 产 经 营 相 关

的环节上都擅长 , 因此物流系统动态规划的

视野不能仅仅局限在企业内部。物流系统的

动 态 规 划 就 是 根 据 产 品 在 不 同 生 命 周 期 阶

段提出的具体物流要求 , 合理组织企业内外

部的物流资源 , 为企业产品市场战略提供有

效的支撑。

对 于 企 业 自 有 物 流 资 源 和 企 业 外 物 流

资源而言, 在上述 4 个关键因素上各有特点

和优势。一般而言, 企业自有物流可以用企业

内部行政命令进行控制与支配, 无须双边磋

商和跨组织边界的协调, 因此在突发事件中

反应速度最快; 此外, 由企业自己控制的物流

系统, 非常清楚其自身实际状况, 对于影响物

流运作的因素能够提前加以控制, 这样可以

保证物流系统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而企业外

物流服务提供方通常具有专业化和规模化优

势, 在物流成本、物流规模和物流能力上占据

显著优势, 但是物流活动需要跨组织边界进

行 , 组织活动比较复杂 , 涉及的环节较多 , 在

物流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可靠性上不占优势。

因此, 在规划物流系统时, 就需要考虑结合两

者的长处, 避免它们各自的不利因素。

2 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物流系统动

态规划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 , 一个产品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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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入市场到退出市场的生命周期中 , 一般

划分为四个阶段 , 即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

和衰退期。产品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时 ,

具有不同的市场特征 , 因此为了保证产品能

够在市场上取得成功 , 企业必须制定适合这

些市场特征的产品生产经营策略 [2]。如何确

定 产 品 所 处 的 生 命 周 期 阶 段 是 一 个 很 有 研

究意义的问题 , 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研究的重

点 , 并且已经有很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做了

大量的研究 , 限于篇幅 , 在这里暂不作介绍。

图 1 产品生命周期曲线

物流系统作为公认的“第三利润源泉”,

是企业最为基础的业务活动 , 物流活动节约

的成本直接转化为企业的利润 , 因此越来越

受到企业的关注。企业物流系统规划的基本

目 标 是 用 最 小 的 物 流 成 本 满 足 企 业 产 品 竞

争战略对物流系统的需要。在规划物流系统

时可以利用的物流资源有两个来源 : 企业自

有物流能力和企业外部的物流资源。这包括

供应商物流、第三方物流等。对企业物流系

统进行规划 , 首先需要知道产品所处的生命

周期阶段 , 然后根据不同产品生命周期阶段

的市场竞争特征 , 制定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

竞争策略。物流系统是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

支撑服务的 , 因此企业制定不同的产品市场

竞争策略 , 对物流系统提出的要求相应也有

较大差异。采用物流系统动态评价方法 , 根

据产品策略确定物流系统的关键特征。在此

基础上合理组织企业内外部的物流资源 , 应

用动态规划思想组建企业物流系统 , 用最小

的 物 流 成 本 满 足 企 业 产 品 竞 争 战 略 对 物 流

系统提出的要求。本文提出的基于产品生命

周 期 的 物 流 系 统 动 态 规 划 过 程 可 以 用 图 2

表示。

2.1 产品导入期的物流系统规划

产品导入期的主要特点 : 产品尚未被顾

客接受 , 销售额增长缓慢 ; 生产批量小 , 研制

开 发 费 用 大 , 产 品 成 本 高 ; 需 采 取 多 种 营 销

手 段 使 顾 客 了 解 新 产 品 , 销 售 费 用 高 ; 利 润

极少 ; 新产品在市场上遇到的竞争很少且消

费者以爱好新奇者或高收入者为多。在这个

阶 段 , 由 于 销 售 量 较 小 , 伴 随 的 是 较 高 的 生

产成本和销售成本 , 企业从财务上考虑往往

是亏损或者盈利很低 , 所以这个阶段的产品

营销策略要突出一个快字 , 即尽可能缩短产

品导入期 , 在短期内迅速打开市场。因此在

规划设计物流系统时 , 也首先考虑采用响应

速度快的物流服务。

这 个 阶 段 影 响 产 品 生 产 销 售 的 不 确 定

因素很多 , 产品的生产营销始终处于频繁调

整 过 程 中 , 如 果 物 流 系 统 可 靠 性 低 , 将 引 入

更多不确定性的因素 , 甚至导致企业无法实

施经营策略。因此 , 要求企业在规划物流系

统 时 , 也 要 重 点 考 虑 物 流 系 统 的 可 靠 性 问

题。市场导入期阶段作为产品生命周期的开

始 , 产 品 被 市 场 接 受 的 程 度 逐 步 提 高 , 在 产

品生命周期的下一阶段 , 市场需求将会迅速

增加 , 保证企业物流系统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范 围 也 应 作 为 该 阶 段 一 个 次 要 目 标 加 以 考

虑。为了保证产品快速进入市场 , 实现企业

的产品经营策略 , 物流成本不是这个阶段考

虑的重点。

在企业自有物流能力能够满足需求时 ,

由于企业自有物流系统具有较快的响应速度

和较高的可靠性 , 这个阶段企业的物流系统

应该优先考虑企业自有的供应物流系统。因

此, 从这个角度上看, 制造企业保留一定的自

有物流能力是必要的 , 这将保证企业能够有

效地对处于导入期的产品生产经营活动提供

支持。但是由于企业自有物流能力与企业外

物流资源提供方相比 , 没有规模优势和专业

化优势, 因此, 在效率上是处于劣势的。在企

业对物流系统的响应时间要求不是第一位的

时候 , 使用自有物流系统从成本上考虑将不

再合理, 因此, 企业自有物流能力规模最好保

持在能够满足产品引入期的物流需求为佳。

如果企业自有物流能力无法满足产品的物流

要求 , 引入企业外的物流资源提供方填补企

业自有物流能力的空缺 , 将是满足企业对物

流需求的最迅速的解决方案。

2.2 产品成长期的物流系统规划

成长期的主要特点 : 销售量迅速增长 ;

产 品 的 单 位 生 产 成 本 大 幅 度 下 降 ; 销 售 费

用、销售成本下降 ; 利润迅速上升 ; 同行进入

该产品生产领域 , 竞争趋势出现。这个阶段

随着产品被市场接受的程度加深 , 产品营销

渠道扩大 , 市场对该种产品的需求增长非常

迅速 , 变化的幅度是所有产品生命阶段中变

化最大的 , 因此对于供应物流系统而言 , 如

何适应这种巨大的变化 , 就成为这个阶段物

流系统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 即考虑采用具有

较大物流能力、对物流需求响应能力强的物

流方案。

在打开市场后 , 企业如果不能有效占领

市场, 前期的所有投入都将化为泡影。占领市

场的关键是整个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快速的响

应, 因此物流系统的响应时间也是这个阶段

追求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对而言, 物流系统的

可靠性和物流成本只能退居次要的位置。

在满足物流需求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 ,

企业外物流资源提供方组成的物流系统无疑

占据了绝对优势。这在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

注意研究企业外的物流资源提供方, 注意收

集相关的基础资料。可供选择的范围越大, 企

业越能够占据主动。由于本阶段物流系统的

响 应 时 间 依 然 是 一 个 要 加 以 重 点 考 虑 的 因

素, 拥有响应速度优势的企业自有物流能力

依然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3 产品成熟期的物流系统规划

产品成熟期主要特点 : 市场竞争格局基

本定型 , 需求量达到饱和 , 销售增长缓慢 , 利

润 达 到 最 大 值 。 这 个 阶 段 市 场 格 局 已 经 定

型 , 需 求 比 较 稳 定 , 竞 争 的 焦 点 转 变 到 如 何

有效满足用户的需求 , 内部如何提高转化效

率 , 降低成本。这个阶段损失顾客很容易 , 但

要争取到新的顾客非常困难。因此提高物流

系统的可靠性是保证提供顾客更高满意度 ,

从而减少顾客流失的一个关键手段。因此 ,

规 划 物 流 系 统 时 首 先 要 争 取 最 低 的 物 流 成

本 , 高度的稳定可靠性 , 一定的响应速度。由

于供需比较稳定 , 对物流系统反应时间和物

流规模富余能力要求不高。

企 业 外 物 流 资 源 提 供 方 与 企 业 自 有 物

流系统相比 , 具有专业化优势和规模优势 ,

因 而 由 企 业 外 物 流 资 源 提 供 方 组 成 的 物 流

系统具有更低的物流成本 , 产品成熟期阶段

导入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T1 T2 T3 T4

TLife

产
品
销
售

T

分析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竞争特征 ,

制定相应的产品生产经营策略

根据采取的产品策略 , 确定物流系

统的关键特征

动态规划物流系统 , 用最小的物流

成本满足产品的物流需求

产品

进入

新的

生命

周期

阶段

图 2 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物流系统动态规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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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Planning of Logistics
System Based on Product Life Cycle

Abstract:The different phases of product life cycle had different competence characteristics. So the enterprise

should adapt different market competence strategies. The paper studied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gistics

system that supported the enterprise market strategy using dynamic logistics evaluation methods. And then it

studied how to organize the interior or exterior logistics sources to construct a suitable logistics system which

had the lowest logistics cost.

Key words:product life cycle;logistics system; dynamic planning

的物流成本是居于第一位的因素 , 因此 , 规

划 企 业 物 流 系 统 时 尽 可 能 采 用 企 业 外 的 物

流 能 力 。 但 是 企 业 外 的 物 流 资 源 可 控 程 度

差 , 而这个阶段对物流系统的可靠性要求很

高 , 因此规划物流系统时必须考虑采用信誉

好 、管 理 规 范 和 信 息 系 统 完 善 、服 务 可 靠 的

物 流 提 供 方 , 并 建 立 战 略 联 盟 , 形 成 稳 定 的

合作关系 , 以期尽量压缩物流系统的运作成

本。

2.4 产品衰退期的物流系统规划

产品衰退期主要特点 : 更新的新产品进

入 市 场 , 逐 渐 取 代 老 产 品 ; 市 场 销 售 量 日 益

下 降 ; 市 场 竞 争 表 现 为 价 格 竞 争 , 价 格 竞 相

跌落 , 企业已无利可图。面对不断萎缩的市

场 , 企业这时关心的是如何以最低的代价将

资源转移到其它产品上 , 但企业尚未放弃这

个 产 品 是 因 为 该 产 品 还 没 有 完 全 被 市 场 抛

弃 , 因此经营这个产品还能给企业带来最后

一桶金 , 即使物流成本最低化。相应地 , 物流

反 应 速 度 和 可 靠 性 性 已 经 不 是 这 个 阶 段 关

心的重点。

这 个 阶 段 的 企 业 对 物 流 系 统 关 心 的 焦

点是 , 如何使得物流系统在物流需求大幅减

少的情况下 , 不至于出现大量物流能力闲置

浪费的问题。由企业外物流资源提供方组成

的物流系统在这个方面占据绝对优势 , 同时

基 于 成 本 考 虑 的 结 果 也 是 采 用 企 业 外 供 应

物流资源能达到更低的系统成本 , 因此 , 这

个 阶 段 企 业 基 本 上 没 有 必 要 使 用 自 有 物 流

能力。企业这时应考虑将现有自有供应物流

系统加以改造调整 , 使之适应新的预备投入

市场的产品的物流需求特征 , 即企业又进入

一个新产品的市场导入期 , 开始一轮新的产

品循环。

3 结论

在变化频繁、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 ,

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 市场经营者

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 如何保证投入巨大的产

品在市场上获得最大的回报 , 是企业生死攸

关的大事。解决的途径有两条 : 一是针对不

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市场竞争特点 , 制定不同

的产品生产营销战略 , 最大程度增加产品的

销 售 收 入 ; 二 是 在 满 足 企 业 产 品 战 略 基 础

上 , 尽量减少运作的成本。物流系统是继人

力资本节约和生产率提高之后的“第三利润

源泉”, 因此是产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只

有 认 真 研 究 分 析 了 产 品 生 命 周 期 阶 段 的 特

点 , 有 针 对 性 地 规 划 企 业 物 流 系 统 , 才 能 有

效利用企业内外的物流资源 , 用最小的物流

成本对产品的生产经营提供有效的支撑。从

本文的研究中可以得出结论 , 对于不同生命

周期阶段 , 由于产品市场竞争特征的不同 ,

物 流 系 统 关 键 特 征 的 重 要 性 排 序 也 是 在 不

断 变 化 的 。 如 果 对 物 流 系 统 的 4 个 关 键 特

征 , 用“1”表 示 相 对 最 重 要 ,“4”表 示 相 对 最

不重要 , 可以得到产品生命周期中物流系统

关键特征的相对重要性排序 , 结果如图 3 所

示。

图 3 产品生命周期中物流系统

关键特征的重要性排序

由 于 产 品 在 消 费 市 场 上 的 生 命 周 期 是

在不断演化的 , 因此跟踪识别产品所处的生

命 周 期 阶 段 是 进 行 有 效 的 物 流 系 统 动 态 规

划的基础。合适的物流系统能够给企业的生

产经营提供有效的支撑 , 是企业产品市场成

功的基本保证。因此 , 对物流系统的动态规

划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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