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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讲 物流高级化发展理论

本章研讨重点

·物流高级化的基本理论及特征

·物流集成理论、集成场理论

·物流技术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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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2.1 物流高级化的基本理论及特征

2.2 物流集成理论

2.3 集成场理论视角的物流分析*

2.4 物流企业技术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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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例：从线式到星网式监控方式

• 模式：江淮汽车原来产成品国际物流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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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简单、易实现；网状：奠定了运作平台；
链型：体现了特点目标的系统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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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追查暴露的问题（案例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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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集成监控方式——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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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
中心
信息

中心

监控

中心

网形：信息平台——信息型联接键

• 能够有效监控

• 方便信息沟通

• 及时发现问题

• 物流中心：集散中心、信息中心和监控中心

• 信息平台：专用型、共用型和公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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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物流高级化的基本理论及特征

2.1.1 需求是物流高级化发展
的基本动力

 一定规模的高端物流需求推
动了物流高级化，市场机制
促进高级化运作和发展，

 一体化物流方案设计和实现
能力等决定了物流集成过程
价值的重要内容。

价值

集成

信息
技术

创新

市场
需求

物流高级
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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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需求质量决定了物流供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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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物流高级化的基本理论及特征

2.1.2 价值是物流高级化追求的目的

 物流集成价值在宏观方面的体现
对国民经济运行起着价值支撑作用；对关联产业活动起

着支持、推动作用；对产业形态发展起着效率推动和价值
增值作用

 物流集成价值在微观方面的体现
物流战略价值；物流集成价值；物流时间价值；物流空

间价值；物流增值服务价值；物流环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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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是通过复合、整合、重组和优化等形成统一体的过程

• 物流高级化过程体现了以“点”、“线”为基础的初级物流

• 向以“网”、“链”为特征的高级物流发展思想

• 其实质是产业以“集成”方式进入高端竞争和发展的过程

 点：仓储等

 网：组织物流网（设施通道网、信
息网、业务网为一体）为基础的物
流链

 线：运输等

 链：集成体主导服务并融于
供应链；两链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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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服务价值如何实现？

设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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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是管理思想、业务过程、管理技术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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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物流高级化的基本理论及特征

2.1.3 集成是物流高级化的核心概念

 集成(integration)可以理解为，将一些相关事物集中在一起
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集成化则是强调了实现构成这样一
个有机整体的过程。

 基于一体化、强调整体价值的供应链管理是物流高级化的
主要内容。

 物流从初级到高级阶段发展是一个理念、内容和实践经验
的继承、扬弃（而不是排斥、抛弃）、提升和整合过程。
因此，表明物流高级化过程的核心概念是“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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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集成？

• ⑴集成是一粒集聚成长力的集成体种子。要成长壮大

• ⑵集成是一个打破静态系统的主动性行为。产生集成力

• ⑶集成是一个自动寻优的动态性过程。

• ⑷集成是一个调整与更新的过程，择优汰劣的过程。

• ⑸集成可以通过行为、过程等活动最终集成效应的结果。

• ⑹集成是一种思想、一系列方法和手段。

 接受物流服务是 接受一种管理思想、一体化运作过程、一系列管

理技术

 这些会对一个发展型的企业会有全局、全面和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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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物流高级化的基本理论及特征

2.1.4 信息技术是物流高级化的核心技术

 物流信息化是支持物流专业化、网络化、集成化运作和发展的
基础和前提；信息化是构建供应链物流网络中稳定衔接关系的
重要基础(物流设施、设备、技术和组织管理规范等)

 物流集成管理的关键IT技术：条码、RFID(无线射频)、POS（销
售时点信息系统）、EOS(电子订货系统)、WMS(仓储管理系统)、
物联网、大数据等

 基于internet/intranet/extranet平台，将GIS（地理信息系
统）、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与BD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无线通讯（Wireless）与英特网（internet）技术集成一体，
形成货物动态监控系统、车辆动态监控系统，与相应的物流管
理信息系统结合在一起应用于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信息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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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物流高级化的基本理论及特征

2.1.5 创新是物流价值增值的重要手段

 物流创新理念应当贯穿一体化物流管理始终，而物流规划
设计方案是起点，客户价值实现是终点，其内容涉及技术
创新、服务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等。

 抓住客户源头、利用信息技术、构建经营网络、整合物流
资源，通过物流集成过程，实现集成服务，就是提升价值
为目的的创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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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集成理论

2.2.1 物流集成理论的构架

• 物流集成理论是一组结
构化的概念、定义和命
题

• 由三个要素构成组成：

• ①概念框架；

• ②说明各种特性或变量
之间的关系的一组命题；

• ③供验证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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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集成理论

2.2.1 物流集成理论的构架
• 物流集成体、物流集成力是物流集成理论的核心概念，物流集成单元、

集成模式、集成环境以及集成机制等构成了描述物流集成条件主要方
面。

• 物流集成体理论是核心部分，物流集成体因主体单元与客体单元主体
战略意图与客体资源结构的矛盾，以及与市场需求、资源和能力差异
的动因，促成物流集成体成长和物流集成力形成

• 物流集成力表达式：由物流集成过程产出函数，进而可以推出产出效
率的变化或变化率，即集成加速度

• 构建物流集成理论的基础理论涉及系统科学、经济科学、管理科学和
物流科学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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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集成理论

2.2.2 物流集成理论的基本范畴
物流集成系统理论涉及物流集成单元、物流集成体、物流集成模式、

物流集成条件、物流集成环境、物流集成场、物流集成实现机制等物流
集成理论范畴。

1.物流集成场（Logistics Integration Field）

 体现物流集成体、集成系统等进行集成活动所在的时空
范畴。物流集成场一词的用法有两种

 ⑴描述物流集成体及其运作活动广泛存在的时空范畴，
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

 ⑵指与物流集成场直接相关的理论范畴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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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集成理论

2.2.2 物流集成理论的基本范畴

2.物流集成要素（Integrated Elements）

 研究物流集成系统的基本理论单元，称场元素，包括主体
单元和客体单元，也称场元素

 分析物流集成系统时主要涉及物流集成单元，包括主体单
元和客体单元

 主体单元有决策者、管理者和操作者等

 客体单元有设备、设施、技术、信息、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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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集成理论

2.2.2 物流集成理论的基本范畴

3.物流集成体（Logistics -Integrator）

 由主体单元与客体单元相结合的能动有机体，具有战略主
体、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性质（即二元结构三主体性质），
是物流集成系统最积极、最主动、最富有创造性并拥有必
要的可支配资源的经济实体

 物流集成主体只是具有制定政策、促进发展等提供经济势
能的功能，是不拥有其所支配的资源、没有相应的经济利
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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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集成理论

2.2.2

4.物流集成动因

 物流集成体自身动因
及其参与物流集成场
的物流集成活动动因，
主要由外部和内部两
方面因素相互作用决
定

 市场动因、资源动因
和能力动因，其中市
场动因是最根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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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动因——映射到物流集成体的作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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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集成理论

2.2.2 物流集成理论的基本范畴

5.物流集成力（Logistics-Integrated-Power）

 指物流集成体所体现的物流集成过程整合资源的能力

 表现为物流集成体形成、成长和成熟的内在动力，以及吸
引资源、推动物流集成过程的能力，也是物流集成体保持
自身发展新功能的创造能力

 物流集成力涉及集成力方向与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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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集成体的集成力表达

• 当物流集成过程产出函数简化为用

表示，则物流集成体的集成力

 y f t

p r a 
集成力 集成

r
a
集成

是集成体可以支配的资源。

是物流成过程的加速度

2

2

d y
a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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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y
p r

dt
 

集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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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体或
基核（陆港与海港）之间集成引力

2

A Br r
P k

t


 

集成引力 引力系数

网络可达

系数级别 不兼容 兼容 协调 协同

取值范围 0≤ K＜1 K=1 K＞1 K＞＞1

k
集成引力

取值范围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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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集成理论

2.2.2 物流集成理论的基本范畴

6.物流集成能（Logistics-Integration-Energy）

 指物流集成体或物流集成主体支持和从事物流集成活动而
积聚和形成的能量

 包括直接形成物流集成过程的集成动能和间接支持物流集
成过程的势能

 政府制定政策起到的是集成势能的作用，政府级别越高政
策势能也越大

 集成动能是靠企业实现的，政策势能需要转化为企业动能

 新一届政府强调创业，大家创业的动能就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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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集成理论

2.2.2 物流集成理论的基本范畴

7.物流集成模式和方式（Logistics Integration Mode）

 指物流集成体进行物流集成的领域及其实现集成的方法和
途径

 物流集成可以发生在产业间，例如两业联动、物流外包等；

 可以发生在产业内集成，例如，统一集团的不同企业销售
物流系统整合、采供物流系统整合等。

 物流自营与物流外包是不同的企业物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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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集成理论

2.2.2 物流集成理论的基本范畴

8.物流集成机制（Integration Mechanism）

 指物流集成系统及其各种要素集成的内在机理、规律和实
现方式

 包括物流集成形成机制、运作机制、动力机制等。物流集
成动因及集成机理决定了物流集成体、集成系统形成、发
展和目标实现的物流集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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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集成理论

2.2.2 物流集成理论的基本范畴

9.物流集成系统的设计与评价（Logistics Integrated System Design and Evaluation）

 主要涉及设计的对象和内容，评价的对象和方法

 物流集成体、物流集成力、物流集成系统及最终输出等都
是设计与评价的主要对象

 物流集成系统阶段性成果的评价理论和方法，成为测量物
流集成体、物流集成力、物流集成系统和集成物流服务产
出绩效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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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集成理论

 以物流集成理论指导
物流实践研究

物流集成内容包括：
信息集成；技术集成；
过程集成；系统集成；
环境集成；其他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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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物流集成理论与一体化物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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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集成理论研究的范围

• 物流集成的内容、形式、产生的条件和形
成机制；
• 物流集成的原理、规律和方法；
• 物流信息、物流技术、物流一体化管理等
各种集成之间的关系；
• 物流标准化是构建物流集成的基础；
• 岗位责任制到供应链机制是集成物流运营
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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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集成理论

2.2.4 物流集成理论的应用

1.从岗位责任制到供应链机制

 作为物流管理者必须协调好所有物流职能、组织间的关系

 从集成物流服务的要求可以看到传统的岗位责任制的缺陷

2.建立团队精神与构筑团队网络

 物流团队网络可以通过多种供应链渠道建立彼此沟通、相
互信任和相互合作的关系

 物流团队网络成员可以在资源和技术上进行共享和互补

 物流团队网络成员之间保持一定的相互独立性和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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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找不到错误的责任承担人

• 过程：住院26床的病人，遇事急需医生处理，负责该病人
的医疗组在四楼为其他病人做手术

• 陪床的家属先后找了护士、走廊里的医生、值班室的大夫
，都说因故不能处理，只能等负责的医生，这一等就是三
四个小时。

• 分析：病人急事需要处理，而3-4h没人处理，这件事情肯
定是错误的，但是谁是错误的承担人呢？

• 问题：这就是岗位责任制的缺陷，制度的缺陷：需要建立
供应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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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集成场-与-物流集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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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集成场理论视角的物流分析*

2.3.1 集成场的含义与性质

1.场与集成场的性质

 场是物理量在空间领域的分布状态，力、电、磁等构成
三大物理场，为自然场。

 集成场是考察集成体及其他合成场元在场中受集成引力
和集成力作用的分布和运动规律的时空范畴，为人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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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集成场？

• 集成场（integration field）是由合成场元的交合作用（包
括相互吸引、排斥异己、融合巨变）所形成的空间范畴。

• 集成场的场元素交合所形成的是合成场元，合成场元有各
类集成体、基核、联接键、场线等。所以集成场又可以看
做是合成场元受集成力、集成引力作用的空间范畴。

• 一些复杂的研究对象可以简化为集成场的研究范畴，从而
为人们提供了抓主要矛盾、关键环节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顶
层设计思想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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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集成场理论视角的物流分析*

2.场元素及合成场元

 场元素是集成场分布和运动的基本要素单元；

 集成场所考察的基本要素一般都是合成场元

 集成体、基核、联接键、场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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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场元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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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 能源 信息合成场元的
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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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场主要合成场元与物流集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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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顶层设计

• 距离和整体的视角：战略与全局

• 合成和关键的对象：主要矛盾

• 集成体、场源、基核、联接键、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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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场元

• 集成体（红军、八路军、解放军）

• 场源（信仰、理想）

• 基核（井冈山、延安、北京）

• 联接键（通道）

• 场线（长征）合成场元 典型红色案例 物流与供应链案例 备注

集成体 红军、八路军、解放军 物流企业

场源 信仰、理想 客户

基核 井冈山、延安、北京 陆港、物流基地

联接键 通道 班列、班车、航班

场线 通道 国际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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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体是主动优化的主体

• 物流集成体（Logistics-Integrator）是至少含有一个能够
对外体现其集成主体意志的主体单元与一个或若干个客体
单元组成的有机体。

• 集成体具有二元结构三主体特征

• 主体单元与客体单元

• 主体单元：战略、行为和利益主体

• 客体单元：资源支配实力
集成体是集成场中最积极、最主动、最富有
创造力的合成场元，是能动员相关资源进行
优化的能动有机体

http://image.jike.com/detail?did=5733126945577288899&pos=56&num=36&q=%E9%95%BF%E6%B2%99+%E6%AF%9B%E6%B3%BD%E4%B8%9C%E6%89%8B%E4%B9%A6&fm=QH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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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技术物流设备物流设施

为什么有的企业迅速成长为大企业？有的企业总长不大？

• 物流集成理论构建了以物流集成体为核心，物流集成力为主线，物流
集成系统形成、运行、演变和跃迁为研究内容的物流集成理论体系。

主体
单元

客体
单元

物流集
成体

物流集成体与物流集成力

物流博士物流硕士物流专业学习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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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走向高端：无限风光在险峰

• 结构洞理论

• 在高端能够体现集成体的战略意图

• 在高端具有更多的战术选择性

• 在高端能够更容易获得自主性，更容易统筹资源，在更大
范围优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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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集成场理论视角的物流分析*

2.3.1 集成场的含义与性质

3.集成场典型合成场元及其内涵

 参见集成场基本范畴及其性质、特征和主要关系图

为什么要这样做？
便于进行物流集成过程顶层设计！

物流
资源

物流
功能

集成
物流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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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集成场理论视角的物流分析*

3.集成场典型合成场元及其内涵

① 集成体是由主体性场元素和客体性场元素构成的合成场
元，是集成场中最富有主动性的重要场元

② 基核是集成场中的场源及复合场源的载体联接键是指通
过基核、场元、场线间内在机理形成或结成更紧密更稳定
相互作用关系的合成场元

③ 场线是多种合成场元协同运作的过程轨迹及结果，它是
反映集成体作业绩效的一种合成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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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线组织涉及的十大构成要素表
要素 内涵要点 举例说明

流体 货物品种、性质 件货、散货、集装箱等；过境、转运、通运货物等

流量 货物数量、重量 件（件货）、吨（散货）、标箱（TEU）、FEU（40英
尺集装箱）等

流向 货运方向 射线、回路的方向等

流距 运输距离 运输线路长度（公里）等

流速 运输速度 技术速度、运送速度等

流效 物流效率 一定时期物流通道的物流强度

载体 载运工具、承载器具 汽车、机车、飞机、集装箱船、散货船等

通道 物流线路 公路、铁路、航线、航道、管道等

基地 基核作用 陆港、海港、空港、物流园区等

制度 运行管理制度 大通关；属地报关，异地通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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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集成场理论视角的物流分析*

2.3.2 集成场基本范畴及形成运作机理

1.范畴及形成机理

 场元素合成机理：间复杂的元素通过合成简化，只考虑值
得考虑的合成元素称之为合成场元。

 场源与基核机理：基核的基础是土地资源，功能是场源引
力

 集成体主导机理：设计→实施→ 动力

 场线绩效机理：协同产生绩效

 联接键机理：战略↔战术↔稳定

 物通量理论：对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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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元素及形成机理

场元素合成机理简化了场元的种类和数量，合成场元作
为集成场中具有稳定结构的基本要素单元，便于依此进行
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集成场理论可以用于供应链、物流
集成系统集成顶层设计，分析合成场元布局、集成力和集
成引力在物流集成、产业联动中的关键要点和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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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源与基核机理

场源是物流集成场具有吸引与辐射极性作用的场元。由
于场源具有极性，单一场源与其他场源功能的叠加呈现同
样极性，形成基核整体特征。异地的基核与基核可以通过
联接键形成一个完整的集成体，体现同一极性整体功能。

场源具有极性，其正极具有辐射作用，具有矢量性质的
场线从这里发出，其负极具有吸引作用。复合场源的载体
是基核，集成场的场源通过基核体现其极性作用，基核通
过土地资源形成排他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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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体主导机理

集成体是集成场具有主动性的合成场元，是物流集成场
运动的主角，但不同类型集成体的功能不同，其中最具代
表的是物流集成体，主导物流链的形成，这是物流业有序
化、组织化的一种典型形式。

以物流集成体理论、平台集成体理论为例，前者主要体
现物流集成实体、物流集成力及其作用规律，后者主要体
现服务平台场所构成的实体，即基核集成引力及其作用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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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线绩效机理

场线是由若干场元连接而成的一组关系，是场元在物流
集成场运动的形式。

场线可以是同一地域同一产业运作形成的，也可以是跨
地域、跨产业运作形成

物流场线至少涉及10种场元组成的合成场元运动过程，
其形式上是物流集成体主导、平台集成体支持等作用形成
的物流集成过程，实质上是物流集成体利用物流集成力，
通过物流基核整合资源的综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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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键机理

联接键机理体现了差异和联系之间的关系，并用一个合
成场元的形式将其稳定下来，这个稳定形式的合成场元就
是联接键。

物流集成场中的集成体都是合成场元，集成体之间协同
合作是供应链物流集成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集成体在集成
场形成紧密联系和作用关系，需要应用联接键。

联接键体现了功能叠加性质和作用，能够使集成体、集
成体把握的资源、主导的场线通过各种类型的联接键连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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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电商（销售）与物流（配送）之间的联接键断裂

一个电子商务因物流联接键
断裂的案例

• ⑴快递环节断裂，剖析其
原因是信息孤岛造成“信
息型联接键”的缺失

• ⑵快递人员失控（节假日
无人送货，该订单又是货
到付款方式，所以干脆将
货物退回），该组织网络
联接键发生断裂。

反映了电子商务供应链流程
顶层设计存在的问题

• 构建电商与顾客间联接键：
⑴信息联接键对接（据该电商公司

称其与物流公司是电邮联系方式，所以无法告

知是西安哪家快递公司承运）；

• ⑵实物运作联接键对接；

• ⑶组织网络联接键对接（快递

公司速递员都提前回家过年，快递自身组织失
灵，故第二次订单交给邮政系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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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中韩国际交通物流通道的连接方式

• 从集成场视角分析，中韩国际集装箱物流与新亚欧大陆桥
对接的联接方式有这样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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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途径（集装箱海铁联运组织为基础的联接键）：

• 集装箱海铁联运：集装箱在釜山港装船，运输至连云港卸
船，通铁路货运站装上火车，沿新亚欧大陆桥经徐州、郑
州、西安、乌鲁木齐、阿拉山口，经过中亚到鹿特丹。

平台集成体 物流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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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途径（海上铁路轮渡联接键）

• 铁路轮渡是载运机车车辆渡过河流、湖泊、港湾或海峡的渡船和其他设备
。

• 海上铁路轮渡对接的联接键，带有滚装运输性质；

• 海上铁路轮渡作为联接基核，通过滚装运输过程，到连云港铁路轮渡站，
与新亚欧大陆桥运行过程对接。

• 铁路轮渡作为一种便捷而经济的水(海)--陆联运方式，发展方兴未艾。

• 尽管有些国家和地区为跨越天堑，在海峡及海湾修建跨海大桥或海底隧道
，使得一些短途跨河、跨海铁路轮渡已经停驶，但长距离铁路轮渡新线有
增加的趋势。

• 据不完全统计，为了适应未来运量增长和地域间运输联系加强的需要，现
在有些国家正在规划设计和准备开通运营的铁路轮渡线有近30条。今后
，仍将会有更多国家和地区开辟新的铁路轮渡航线。

• 可选的港口：连云港、天津、青岛、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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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大铁路轮渡

• 北起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市旅顺口区羊头洼港，南至山东半岛北部的
烟台市四突堤港，纵贯渤海海峡，全线长189公里，是我国铁路网“八
纵八横”之一的东部沿海铁路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 2004年10月烟大铁路轮渡全面开工，2006年9月通过铁道部初验，20

06年11月“中铁渤海1号”投入试运营，2007年2月“中铁渤海2号”投入试
运营。烟大铁路轮渡工程技术含金量高，多项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 烟大铁路轮渡渡船是一艘可载列车、汽车、旅客的多用途滚装船，配
备吊舱式电力推进系统，抗风浪能力为八级，服务航速为18节，其主
甲板为铁路甲板，布置5条股道，每条容车数10辆，装卸采用艉进艉
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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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轮渡主要技术特征

• 铁路轮渡是一项综合运输工程，涉及铁路、港口、船舶、航运等多行业，是集
土木建筑、工程结构、岩土、水文地质、工程经济、运输规划与组织、机械、
电力、通信信号、安全监控以及环境保护等多种专业技术为一体的系统工程。
主要由站场、栈桥、渡船及港口等子系统构成。

• (1)站场。轮渡站以列车上下船作业为主的专为铁路轮渡服务的车站，主要由到

发场和待渡场两部分组成。其主要功能是保证渡船到港后可及时完成列车进行
上下船作业。

• 标准纵列式站型布置如图所示， 到达场、待渡场、栈桥依次布置在一条纵轴线
上， 待渡列车从到发到上下船的作业均依次进行， 作业流畅， 到发场、待渡场
、栈桥以及渡轮能力能够充分发挥。

轮渡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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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轮渡主要技术特征

• (2)栈桥。铁路栈桥是陆地铁路与渡船、固定设备(岸上)与相对移动设备(渡船
)的惟一接口。

• 铁路栈桥必须适应渡船浮动，这是它与普通栈桥的最大区别，即在作业状态
下，铁路栈桥要适应潮汐、渡船横倾、纵倾、斜倾和干舷等变化，需要铁路
栈桥与渡船随动，确保栈桥轨道高程随着水位的涨落及装卸时渡船重量的变
化而实时地动态调整，从而使陆地上及渡船上的轨道平面及纵断面通过栈桥
始终相连，保证列车上下船作业安全；在非作业状态下，栈桥必须提升到指
定位置，以便渡船靠离码头或栈桥维修保养。

•无论从应用需求、技术需求还是管理需求上都对铁路栈桥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铁路栈桥又被称为铁路轮渡系统的核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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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渡船。铁路渡船是铁路车辆、货物及旅客的运载工具，铁路轮渡
系统的又一关键部分。铁路渡船是一种高技术、多功能、高
附加值的渡船，集客船和列车、汽车滚装船的要求于一体。

• 渡船不仅是铁路轮渡航行中
的重要载体，同时还是装卸
作业中的关键部件，联系港
口、栈桥等子系统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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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大铁路轮渡

• 上甲板为汽车甲板，可以换算
装卸汽-20载重汽车50辆，进
出采用侧进侧出。

• 客舱应能搭载旅客480人。

• 渡船可装运５０节火车货运车
辆、旅客６１６名、汽车舱有
效长度达６８５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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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装运输（roll-on and roll-off transportation ）：把装有集装箱的货
车、或装有货物的带轮的托盘、或各种机动车作为货运单元
，牵引进船的货舱然后进行运输的一种运输方式。

• 滚装船以装满集装箱或货物的车辆为运输单元。装载时，汽车及
由牵引车辆拖带的挂车通过跳板开进舱内。到达目的港后，车辆
可直接开往收货单位。滚装船的装卸效率很高，每小时可达
1000~2000吨，而且实现了从发货单位到收货单位的"门－门"直接
运输，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货损和差错。

• 船与岸都不需起重设备，即使港口设备条件很差，滚装船也能高
效率装卸。因此，滚装船成为迅速发展的新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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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装运输的优势

• (1)滚装运输以滚上滚下的作业方式完成装卸搬运过程，使港口装卸
作业过程大大简化、作业灵活便捷，装卸效率得以提高。据粗略估计
，滚装与吊装工艺相比可提高几十倍的效率。

• (2)码头装卸机械使用量大大减少，这可大幅度节省装卸设备、装卸
基础设施等的前期投资和日常损耗。

• (3)滚装船的停靠泊位布置简单，不太受装卸机械类型、仓库堆场、
铁路线等影响。

• (4)滚装货物在港停留时间短，这可大大节省流通过程中货物对资金
的占用，同时也有利于加速船舶周转、提高港口泊位的通过能力。

• (5)港口从事滚装运输的生产成本低，生产环节较少，投资回报率较
高，创造的利润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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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装运输的明显缺点

• 由于载运工具和货物同时上船，导致货舱有效利用率降低
，滚装船上货物堆存作业几乎没有优化利用货舱空间的余
地；

• 由于载运工具动力部分也在货舱内，由机动车燃料等因素
导致的安全隐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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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港口。港口主要包括水域和陆域两部分。

• 港口水域是指与渡船进出港、停靠及港口作业相关的水上区域，
其主要设施一般包括航道、港池、锚地、防护建筑物及导助航设
施等。

• 港口陆域是指从事与港口功能相关服务的陆上区域，其主要设施
包括码头、库场、铁路、公路、港区道路、装卸和运输机械等生
产设施以及为满足物流服务的相关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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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铁路轮渡可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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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轮渡运输主要优点

• (1)充分利用天然水系，集中水(海)运、铁路、集装化和不间断运输等
优点，发挥综合集成优势，促进合理化运输；

• (2) 一般均选取跨越江河湖海的最短径路作为铁路轮渡运输航线，运
输距离大大缩短，使货物和旅客送达时间加快，运输效率提高；

• (3)发挥滚装优势。载运工具在渡船上驶上卸下，货物不需进行换装，
一般轮渡运输与经陆上运输相比，运输费用至少能节省1／3；

• (4)车船直接衔接，作业简便，渡船在港换装时间短、周转快，同时也
不需要增加港口堆场、仓库设备的建设和货物仓储保管费用；

• (5)铁路轮渡设施的建设，相对于铁路水(海)底隧道或大桥建设周期短
、投资省，在投入运营后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还本，见效快；

• (6)国际联运铁路轮渡可按照各国间协商的运输组织办法实现直达联运
，可以减少陆路运输的过境边防、海关检查手续，国际运输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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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轮渡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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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途径（跨国铁路联接键，将铁路线衔接在一起）：

• 韩国釜山港铁路经韩国境内，过朝鲜境内，在丹东于中国境内铁路对
接，经北京、郑州，与新亚欧大陆桥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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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途径（中韩海底隧道联接键的连接方式）：

• 韩国釜山港至连云港海底铁路隧道，在连云港对接形成铁路国际集装
箱运输过程。中韩海底隧道4条备选路线

• 方案1：韩国仁川至中国威海(341公里)

• 方案2：韩国华城至威海(373公里)

• 方案3：韩国平泽至威海(386公里)

• 方案4：朝鲜瓮津至威海(22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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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亚欧海底铁路隧道 伦敦至北京可乘火车

• 连接亚欧大陆的马尔马雷海底隧道，全长13.6公里，
其中跨海峡部分1.4公里。隧道深度为海平面以下60
米，为世界之最。

• 4分钟跨过亚欧大陆。

• 马尔马雷海底隧道位于伊斯坦布尔市，穿越博斯普鲁
斯海峡，连通亚洲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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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键构建、建设与基核间：

• 既有设施通用性强，港口、海关等功能，基本配置和容易；

• 韩国釜山铁路轮渡站建设，中国连云港铁路轮渡站建设，通过码头进
行火车滚装运输进行对接；

• 韩国境内、朝鲜境内铁路的衔接，与中国丹东对接到北京、郑州与新
亚欧大陆桥对接。

• 海底铁路隧道建设，投资大、时间长、难度大，通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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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通量理论

物流通道是场线中诸场元要素集成运动承载体，而物流
集成场起作用效能，也就是绩效是通过物流通道的物通量反
映的。

物通量起源于各基核的物流节点，受相关基核的极性作
用，在物流通道之间具有对称性特点，具有平衡性要求。

物通量客观的反映了物流基础设施（物流通道、节点）、
载运工具（不同运输方式）、经营人（各类集成体）、系统
资源要素（各类场元）等的综合集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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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集成场理论视角的物流分析*

2.3.3 集成场理论的应用领域
 供应链物流集成过程是集成场理论的基本研究和应用领域

 集成体在物流集成场中具有重要角色的是物流集成体，其运营主要源
自市场机制

参见物流集成场理论框架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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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集成场理论视角的物流分析*

2.3.3 集成场理论的应用领域

 供应链物流集成过程是集成场理论的基本研究和应用领域

 集成体在物流集成场中具有重要角色的是物流集成体，其
运营主要源自市场机制

参见物流集成场理论框架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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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体

工贸集成体

加工集成体

商贸集成体

制造基地

联接键

场界

基核

平台集成体

发货点（货源） 陆港 海港 境外海港 境外陆港

保税园区

物流园区

集成力-集成引力

公铁场线 场线 海运场线 场线

属地报关 异地通关大通关 国际多式联运

图例 联接键 联运 场线 重要场元

保税区一日游

集成力-集成引力

企业物流集成场

产业物流集成场

区域物流集成场

国家物流集成场

全球物流集成场

供应链物流集成运作过程

一般场元

物流集成体

收货人（货源）

制造集成体

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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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集成场理论视角的物流分析*

2.3.4 顶层设计视角及分析思考方式

1.集成场分析物流集成系统的视角

 集成场强调了集成体之间、合成场元之间、集成力与集
成引力之间的关系，两业联动发展的联接键构建、产出
场线形成等是其中作用关系的表现形式集成体主导机理

 谁是集成体（如何构成一个集成体）？

 哪些是集成对象（对什么业务进行集成和管理集成）？

 怎样实现集成过程（集成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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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集成场理论视角的物流分析*

2.3.4 顶层设计视角及分析思考方式

2.集成场分析思考方式

 关注集成体的主动优化意识

 关注集成体之间的关系

 通过联接键形成更稳定的合作关系

 物流集成目标选择的多样性

 寻求全程场线效率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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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物流网链结构
物流链：非独立性

• 在物流链各个成员企业及其客户的网络中，以ILS代表集成物流商、
F1、F2代表功能物流商,R11、R12、R21、R22代表资源物流商，以
MI代表包括产品总装在内的制造集成体。

ILS

F2

MI

F1

......

图例：  物流链综合关系

R21

R11

R12

R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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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线组织的物流链：场源的引导作用

• 掌握了场源就有集成引力，联接了基核就能够使其稳定下
来。

ILS

F2

MI

F1

......

图例：

 场线

R21

R11

R11

R22
场源

结构洞理论不是关于竞争关系
的理论，而是关于为利益关系
而竞争的理论。
结构洞理论的核心，它用自由
的理论代替了权力的理论，以
讨价还价（谈判的方式）代替
了绝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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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物流企业技术创新理论

2.4.1 技术创新的涵义与内容
• 技术创新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柱，以产品
（服务）开发为龙头，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加速创新
成果进入商业化或尽快转化为生产力的经济发展模式。

• 技术创新与技术革新、技术转移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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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物流企业技术创新理论

2.4.2 物流企业技术创新的条件和重点

1.物流企业技术创新的条件
• 在生产经营上具有发展与应用的潜力
• 企业创新内容具有潜在的或明显的生产需要或市场需求
• 通过创新主体的努力和设备技术能把创新技术、物流技术
与生产需要或市场需求，物流供应者与购买者有效地结合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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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物流企业技术创新的重点

• 第三方物流企业技术创新的重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⑴突出技术创新在物流服务项目、物流组织结构、物流运
行机制、物流服务规范和制度与现状的差异，突出有吸引
力的新物流服务项目。

• ⑵突出物流系统要素技术创新的商业化目的。通过技术创
新可以提高物流服务活动效率，并取得满意的经济回报。

• ⑶突出技术创新内容与创新活动的协同效应。通过技术创
新使人员素质、组织结构、物流过程、管理水平等本身得
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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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车-厢式车-翼展式卡车
——改变了作业方式

可以提高卡车的装卸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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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 物流高级化的基本理论及特征

• 掌握物流集成理论的架构、基本范畴及应用

• 物流集成场理论视角的物流分析

• 物流技术创新的含义、条件及难点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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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基础理论部分）

• 1.物流高级化发展的理论基础包括哪些内容？

• 2.为什么说集成是物流高级化发展的核心概念？

• 3.集成场理论对分析和观察物流系统提供了什么思路？

• 4.什么是集成，什么是集成化？集成理论在物流管理中的
应用有哪些？

• 5.什么是技术创新？第三方物流企业和企业物流技术创新
的重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