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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适应第四方物流对相关信息资源整合的需要, 实现物流知识的重享和共用, 以物流领域

的相关知识研究为基础, 提出了采用斯坦福大学的七步法来构建出物流信息本体. 该物流本体

能有效解决物流信息异构问题, 促进第四方物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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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 物流产业也随之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当第三方物流才刚刚得到国

际物流界普遍的认可, 一种全新的物流理念—–第

四方物流又在物流界倍受期待, 并在国内外学术

界得到广泛关注. 第四方物流的出现对公司内部

和具有互补性的服务供应商所拥有的不同资源、能

力和技术能进行有效的整合管理, 为需要相关物

流服务的企业提供一整套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从

而实现供应链的整体最优化的目的[1]. 但是发展第

四方物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第四方物流

在我国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 主要出现了以下

几个问题: 第三方物流在物流市场上份额低, 供应

链管理技术不完善, 物流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2]. 

在这些问题当中, 最关键的是缺少一个对物流信

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物流信息共享平台. 第四

方物流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在通过对信息资源进行

有效整合的网络平台上才能得以实现, 才能实现

对供应链各环节的有效操控, 并与客户、第三方物

流公司进行有效的互补性合作[1]. 因此, 一个稳定

可靠、反应敏捷的全国性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

搭建是进一步发展第四方物流的基础.  

但是全国范围的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建

设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不仅耗时耗力, 而且由于全

国范围内物流信息资源众多, 不同格式的文件资

源会存在不兼容等问题, 从而给信息资源有效整

合、信息的及时获取带来重大的麻烦.  

因此, 为了解决第四方物流对相关物流领域

信息的有效整合, 可利用领域本体技术建立物流

领域本体, 使其成为应用系统设计和实现的基础; 

同时, 物流本体模型也能够有效地表示出物流行

业中各事物的知识性联系, 可以有效解决物流信

息资源共享的问题, 实现基于知识的检索.  

1 第四方物流发展中存在的信息整
合问题 

信息化是第四方物流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所在, 只有通过信息及时有效的传递, 才能实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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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流、资金流、物流三者之间的有效整合[1]. 但是

目前在我国的第三方物流公司中, 利用互联网运

行业务的还只是一小部分, 能够对资源进行有效

整合的物流企业则是更少. 因此, 在第四方物流的

发展中, 由于对信息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 导致第

三方物流企业各自为战, 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信

息沟通, 造成一些物流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 资源

极大的浪费; 同时，由于信息资源不能有效整合, 

也会导致第三方物流公司和物流服务需求方之间

不能进行有效沟通, 造成了两者间信息的不对称, 

出现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运作的情形.  

搭建全国范围的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是第

四方物流开展的必要条件. 第四方物流只有通过

网络平台, 才能有效地整合全国的资源, 对供应链

各个环节进行操控, 才能有效地与客户、第三方物

流公司以及其他互补性服务商进行无缝衔接, 实

现信息共享, 为供应链的有效整合提供完善解决

方案.  

因此, 可根据领域本体自身对领域知识强大

的整合功能, 对信息知识更加精确的搜索功能, 以

及有效地利用本体技术来构造物流领域本体, 才

是解决上述在搭建全国性的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

台中所出现问题的关键.  

2 物流领域本体模型的实现 

针对物流行业知识密集、相关物流需求信息多

变性等特点, 笔者采用斯坦福大学提出的七步法

基本步骤, 即先构建本体框架, 再通过对整理出的

概念进行归类、定义类及其层次关系, 最后通过关

联概念至框架分支从而完善本体的构建方法[3].  

2.1 确定物流领域本体的构建范围 

领域本体是描述指定领域知识的专门本体 , 

本体所对应的应用领域不同, 则所需要涉及的领

域范围也不同, 包含的本体术语也是不同的[4]. 我

们构建基于物流领域本体的目的是能够对物流的

工具、运输路线、各物流公司的经营情况等相关信

息进行有效整合, 便于需要物流服务的企业能够

清晰便捷地查找出满足自身企业物流需求的最有

效的方法和途径.  

因此, 在确定本体范围的时候, 要根据人们对

物流信息的有关需求和物流领域本身的特点来确

定所要构建的本体范围. 经过分析, 需要确定的构

建范围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企业所需要的物流

服务有哪些; 物流公司是如何提供相关的物流服

务的; 相关物流的工具有哪些; 以及上述三者之间

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2.2 物流领域本体概念的获取 

在确定了本体的范围后, 要通过对这些物流

领域知识进行有效的分析, 找到并提取其中的关

键词, 这些词汇就是我们在平常生活中与物流领

域知识相关的术语, 这些术语很有可能就会成为

本体中的类、类的属性或者是类的实例[4]. 在物流

领域概念的获取上, 要坚持用户保障、文献保障、

机构保障这三个原则[3]. 根据上述原则，物流本体

概念的获取有如下几个途径： 

2.2.1 物流领域的相关文献 

在近 20 年内, 国内外有关学者都对物流领域

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详细研究, 对物流方面相关概

念都做了较详细解释, 所以, 笔者从 SPRINTER、

SCOPUS、万方、维普等中外数据库中抽取近 20

年的物流方面文章中的关键词为标引.  

2.2.2 专业教材 

选用全国高校统一教材—–《现代物流管理》, 

该书涉及现代物流管理的基本理论及主要功能, 

具体内容包括: 物流的基本概念、物流系统、物流

类型、包装、装卸搬运、运输管理、仓储保管、流

通加工、配送与配送中心、物流组织管理、物流质

量管理、物流信息管理、物流成本管理和供应链管

理等 14 个方面, 该书紧密结合当前物流领域的实

践, 较好地体现现代物流管理最新实用知识与操

作技术, 包含了现代物流最前沿的有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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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定义类和类层次 

在建立本体框架时, 要充分认识框架的重要

性. 因为, 一旦框架构建成功后, 必须具有稳定性, 

在后续的本体编辑中, 要依照这个框架来进行. 在

通过对相关物流方面的文献和专业教材的研究和

相关资料的整合后, 获取相关领域信息, 并根据这

些领域信息来确定物流领域本体的框架.  

主要从以下 6个方面来描述和组织物流领域相

关知识. 

2.3.1 物流设备 

进行各项物流活动所需的机械设备、器具等可

供长期使用, 并在使用中基本保持原有实物形态

的物质资料, 是物流系统的物质技术基础. 它大致

可以分为包装设备、物流仓储设备、集装单元器具、

流通加工设备、运输设备六大块.  

2.3.2 物流技术 

物流活动中所采用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

面的理论、方法, 以及设施、设备、装置与工艺的

总称, 其中包括运输技术、库存技术、装卸技术、

包装技术、集装箱化技术这几个方面.  

2.3.3 物流作业 

实现物流功能时所进行的具体操作活动, 即

由物流公司所承包的需要物流服务的企业所要求

的运输、仓储等活动.  

2.3.4 物流企业 

在物流行业中, 至少从事运输或仓储一种经

营业务的公司, 能够按照顾客的需求对运输、储

存、装卸、包装、配送等基本功能进行有效组织和

管理具有与自身业务相适应的信息管理系统, 实

行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组织.  

2.3.5 物流模数 

即物流中所采用设备的行业标准, 规定了在

物流运输中所应采用的物流设施与设备的尺寸基

准.  

2.3.6 法律法规 

我国尚没有健全的专门针对物流行业的法律

法规. 因此, 现如今主要针对与物流有关的法律法

规、相关的与运输有关的法律法规、与生产有关的

法律法规均可以被借用. 在此, 笔者主要参照职业

教育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系列教材《物流法律法规》

一书.  

在分析了上述 6个方面后, 确定了物流设备、

物流技术、物流作业、物流企业、物流模数、法律

法规等六大类, 它们都统属于物流行业这一大类, 

我们可根据上述类之间的关系构造如图 1 所示的

物流本体框架. 在图 1 中, 能够看到上一层类目是

下一层类目的父类, 下一层类目是上一层类目的

子类, 即物流行业是最高层级的类, 它是物流作

业、物流技术、物流企业、物流模数、物流设备、

法律法规这六大类的父类; 在这六大类中, 又包含

着各自的子类(实例); 在物流行业这个类中包含着

下面几个子类的所有子类(实例).  

 
图 1  物流本体框架 

2.4 定义类别、属性和逻辑关系 

在构建完物流领域的基本框架, 提取了相关

概念后, 明确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属性是非常重

要的[4], 这直接涉及到以后相关人员在使用过程中, 

查找相关概念的准确性及便捷性.  

2.4.1 定义类的属性 

物流领域本体除了表明其中类与类之间的等

级结构外, 还要能够充分表明类的内部结构, 对概

念功能的本质属性进行描述. 因为属性本身就是

一类事物的本质特征, 那么父类的属性必然会毫

无保留地继承给子类, 根据此特点, 我们只要在最

高类目等级中进行类的属性定义. 在物流本体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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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中, 物流技术具有适用性、效益性等特征, 那么

物流技术的下一级类目包装技术就必须要完全继

承适用性、效益性等物流技术所具有的特性.  

2.4.2 确定属性值 

定义属性值和实例是为了能够具体地描述事

物, 更好地揭示事物概念体系的内部知识结构, 从

而对事物进行完整的认识. 属性值是具有上位类

属性的下位概念, 是描述属性质或量的值. 同样, 

子类也有可能因为自身的特点而拥有特殊的属性

值. 以包装技术为例, 它在满足相关物流技术所具

有的特性之外, 还要具有防腐性、防潮性等包装技

术所特有的属性. 因此，包装技术的下一类目智能

包装技术则不仅要继承物流技术和物流包装技术

所具有的属性, 还要具有包装技术所特有的智能

化属性.  

2.4.3 定义逻辑关系 

本体框架中的分支对应的类较多, 而且类与

类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 因此, 定义类的层次结构

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此, 可根据物流领域知识架构

的特点, 采用自顶向下法来确定父类和子类的层

次之间的关系, 即从领域中概括的类出发, 逐步细

化, 逐层建立子类. 具体逻辑关系如图 2所示. 

 
图 2  物流本体的逻辑关系 

在图 2中, 可以看到在物流领域本体框架分支

中, 物流设备可划分为包装设备、运输设备、装卸

搬运设备等六大类, 将装卸搬运设备划分出吊车

等运输设备, 再进一步将吊车划分为移动式和固

定式两大类, 最后从移动式分类中划分出行吊、汽

车吊、履带吊等三类. 这样对概念清楚的分类, 逐

渐的细化, 一直细化到每个工具、每种技术, 不会

再出现相关概念遗漏的现象. 同时, 在构建物流领

域本体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有些物流概念会存在

有多个父类的情况, 就要为这些概念定义多个父

类, 例如: 物流领域中的零库存管理即涉及到了物

流技术中的绿色物流这个父类又涉及到物流技术

中的虚拟物流这个父类.  

在此, 用 OWL 语言来表示物流本体中各子类

和父类之间的关系[5]. 如下所示:  

<owl:Class rdf:ID=＂吊车＂> 

<rdfs: subClassof> 

<owl:Class rdf:装卸搬运设备> 

</rdfs:subClassof> 

</owl:Class> 

<owl:Class rdf:ID=＂推车＂> 

<rdfs:subOf rdf:resource:＂#装卸搬运设备/＂> 

<owl:Class> 
…… 

在本体框架中, 类层次中的兄弟关系是同一

类的直接子类, 并处在同一抽象级别[3]. 在处理物

流本体模型各同层次类之间的关系时，可根据物流

实际运作流程来进行确定. 

在业务流程中, 第四方物流方根据顾客和供

应商两者信息的对接关系, 将两者对物流的需求

信息进行整理, 选择合适的物流企业进行产品的

物流作业, 即物流企业在得知相关的信息后, 根据

相关的法律法规、物流模数, 选择合适的物流包装

设备将产品进行包装; 利用物流仓储设备对产品

进行暂时的存放; 利用装卸包装设备进行产品的

装卸作业; 利用运输设备对产品进行产品的运送

作业, 最后利用装卸搬运设备进行卸货作业, 在这

一系列产品的物流作业中, 涉及到各种物流技术

的使用.  

根据以上流程分析, 可以抽象各兄弟类之间

的流程联系, 具体描述上述物流本体六大类之间

的概念关系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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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本体类之间的概念关系, 采用 OWL

片段来描述, 具体表述如下: 

<owl:Class rdf:ID=＂物流企业＂> 

<rdfs:subClassOf> 

<owl:Restriction> 

<owl:onProperty rdf:resource=＂#提供＂> 

<owl:some ValuesFrom rdf:resource=＂物流技

术＂> 

<owl:Restriction> 

…… 

<owl:Class rdf:ID=＂物流技术＂> 

<rdfs:subClassof> 

<owl:Restrition> 

<owl:onProrerty rdf:resource=＂#源于＂/> 

〈owl:allValuesfrom rdf:resource=＂#物流企

业＂〉 

〈/owl:Restrion〉 

</rdfs:subclassof> 

</owl:class> 

2.5 生成实例 

创建本体实例时, 可以将进一步细分出来的

类目看作类或实例, 这要视具体概念体系而定[4].  

根据对相关物流技术、物流企业、物流法规等

方面的信息查询来逐一获得各自类所对应的实例.  

将宁波市江北顺宏联运有限公司等具体物流

企业视为物流企业类目的下位类, 也是物流配送

中心的实例. 其具体 OWL/RDF片段描述如下:  

<物流企业 rdf:ID=＂宁波江北顺宏联运有限

公司＂> 

<电话 rdf:datatype=＂&0574-99999999; string＂ 

></电话> 

<地址 rdf:datatype=＂&xxx,string＂></地址> 

<传真 rdf:datatype=＂&yyyy,string＂></传真> 

<提供 rdf:datatype=＂#仓储服务_11＂> 

<提供 rdf:datatype=＂#危险品物流_12＂> 

<提供 rdf:datatype=＂#运输服务_13＂></经营

业务> 

这样, 通过定义属性值和实例可以界定在物

流领域中存在各实体之间的本质区别, 从而更好

地揭示相关实体概念体系的内部知识结构, 形成

对其更为完整的认识. 并根据这些实例所对应的

上层类的关系进行有效的物流业务流程整合.  

在用 OWL描述语言表示出概念的关系、类的

属性, 并创建好实例后, 接着选择由美国 Stanford

大学所开发的 Protégé3.2.1 本体编辑器来做为

OWL 本体编辑和知识获取环境, 实现对相关类、

关系、实例的编辑[4-5]. 最后, 用相关软件把 OWL

描述语言表述出来的物流领域本体存储于相关物

流数据库中, 从而, 面向物流领域的信息管理平台

可以通过数据库来访问本体数据.  

3 结语 

现今, 第四方物流的发展成为大势所趋, 如何

对信息进行有效整合成为其发展成败与否的关键. 

笔者提出将本体应用到面向物流领域的信息服务

平台的构建中来, 综合利用本体理论建构出物流

领域本体,来有效地解决对物流信息的充分整合, 

也使得相关知识检索更加方便.  

当然, 在本体的构造中, 虽然已经尽可能的涉

及到物流领域的所有相关知识, 但是由于物流行

业本身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今后必然会有新

的相关物流知识的出现. 因此, 物流领域本体必须

要进行不断的扩建与完善, 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

其强大的信息整合和知识检索功能.  

 
图 3  物流本体的概念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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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4PL’s need of integration for releva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o realize the 

sharing and reusing of the logistics-knowledge, the logistics ontology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logistics 

information is constructed with seven-step method, which originated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proposed 

logistics ontology can solve the heterogeneous logistics information proble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4P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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