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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物流要发展，信息化建设必须先行。本书与其它同类书 籍 相 比，其 最 大 特 点 是 采 用 了 案

例展示的方法，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帮助读者认识清楚物流管理信息 系 统 是 什 么 样 子 的，以

达到观摩中学、所见即所得的效果。全书共分为７章。第１章全面介绍了物流信息化建设的

意义、系统组成、建设策略等内容。第２章详细介绍了条码等物 流 信 息 管 理 基 础 技 术 及 其 应

用。后面５章在广泛考察国内物流管理信息系统产品的基础上，优选了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若

干实例，分别从系统概述、功能结构、业务流程／作业流程、系 统 体 系 结 构 与 应 用 环 境、应 用 评

价与分析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第３章描述了基于大集中管 理 模 式 的 仓 储 管 理 系 统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第４章描述了基于大集中管理模式的物流配送系统———数码配送应

用系统；第５章描述了货运代理业务管理系统；第６章描述了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第７章

描述了应用于服装行业的物流管理系统。
本书主要用于满足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需要，对物流领域的管

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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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概述

在过去的２０年里，贸易自由化、全球资本市场的成长与整合、信息与通信技

术的进步创造出一个正在增长的全球市场，原来分割型的国家或地区市场正在

逐渐演变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全球化战略的趋势，使得物流企业和生产企

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社会化的大分工。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使

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各国共同的 选 择。市 场 经 济 越 发 达，流 通 的 作 用 就 越 重 要。

在流通中，商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这三种流都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极大地缩短

流通过程，使其流通时间可以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等于零或者趋近于零”。企业

的交易成本将主要被物流所占用，物流成本的高低，就成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

否取胜的决定因素。可以说，现代经济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流的水平。

所以，发展现代物流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物流业已经成为一个 朝 阳 行 业，成 为 继 劳 动 力、资 源 之 后 的 第 三 个 利 润 源

泉。迈向２１世纪的物流技术，不仅是企业战略的“商务物流”，而且是向整个社

会实现物资供给 的“社 会 物 流”。可 以 预 见，２１世 纪 将 是 国 际 物 流 大 发 展 的 时

代。

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中国政府出台了若干政策鼓励物流产业发展，加大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了由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

运输、航空运输和管道运输五个部分组成的综合运输体系。在仓储设施方面，年

投资规模呈现快速增长趋势，１９９０年中国仓储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仅为４．２亿

元，１９９８年为６５．８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４倍之多。尽管近几年中国在物流方

面的投入成倍地增加，但是，物流效率提高的效果却不显著。国际上一般用物流

相关行业的成本费用总和与 ＧＤＰ的比值来评价物流总体效率。据有关资料介

绍，１９８６年美国物流费用支出为４４３０亿美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３９８００
亿美元的１１．１％。在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６年间，美国物流费用支出占当年国民生产

总值的 比 重 呈 现 下 降 趋 势。１９８１ 年 最 高，达 到 １４．７％，到 １９８６ 年 下 降 到

１１．１％。随着物流产业的发展这个比率一直还在降低！再回头来看我国，根据

１９９９年全国第三产业普查资料，把交通运输、仓储、代理和批发等行业的成本费

用之和与１９９９年国民生产总值进行比较，其值大约为１１．４７％。如果考虑其它

相关流通环节的费用和流通过程中的物流损失，我国全社会物流费用支出约占

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５％以上。物流效率低下已经成为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

瓶颈因素之一。

从世界范围来看，物流业的发展离不开两个轮子，一个是现代化的物流基础

设施建设，另一个是物流信息系统建设。这一点美国的物流发展历程就是最好

的例证。从以仓储、运输自营为中心 的２ＰＬ（第 二 方 物 流），经 过 借 助 计 算 机 管

理、实施储运业 务 社 会 化 的３ＰＬ（第 三 方 物 流），基 于 局 域 网 的４ＰＬ（第 四 方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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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发展到目前基于互联网提供储、运一体化物流服务的５ＰＬ（第五方物流）阶

段。这个发展过程，几乎是信息技术在物流管理中应用、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的

过程，与中国国内重硬（基础设施）轻软（件）的建设思维 方 式 形 成 鲜 明 的 对 比。

如果说中国国内物流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那么物流，特别是物流管理

的信息化，就成为中国物流发展和物流效率提高的瓶颈。目前，中国的物流业已

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物流企业、生产 流 通 企 业 信 息 化 建 设 的 热 潮 已 经 掀

起。

提高物流效率，信息化建设必须先行。但是，由于各企业的商业模式、经营

范围、自动化程度和资金投入不同，我国物流行业已经或正在搭建的物流信息系

统也是千姿百态，物流企业之间在系统信息交换、名词内涵的沟通方面还存在一

定的障碍。为了便于我国物流企业有效地进行信息系统实践，我们有目的地选

择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物流信息系统，在本书中详细论述了其设计思路和适用

范围，以为我国物流企业提供案例上的参考和借鉴。

１．２　物流信息化建设的意义

总体上讲，物流信息化建设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企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物流信息化建设为中国物流行业改革和重组提供了手段

现代物流的核心之一是信息技术。正是利用信息技术的手段将原先割裂的

供应链中各个物流环节整合在一起，突出地表现出了现代物流的整合和一体化

特征。现代物流为满足人们对物资流通过程的及时性要求，借助于信息网络技

术，最大限度地将原先在实现物资空间位移中所进行的运输、仓储、包装、装卸、

加工以及配送等多个环节整合在一起，以一个整体面对社会的物流需求。

中国物流业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完成从传统储运企业向现代化物流企业的转

变。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围绕着管理整合这个核心，可以将我国传统的、自我

封闭的、据点式的、条块分割的地方物流中心经营模式进行重组和再造，真正实

现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虚拟、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融合，

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极大地提高传统储运资源的运行效率。

应该说，物流体系的信息化建设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物

流业适应世界经济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趋势。

２．物流信息化建设是我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的基本国策的具体落实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已经列入了党的“十五大”

文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点。

在物流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既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又要注重自主创新，通过

物流技术平台的搭建，依靠信息手段有效地将传统储运资源组织在一起，可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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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用高新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物流产业的战略目的。

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大力推进现代物流管理技术，优化供应链，降低流

通成本，增加产业附加值，可以实现管理创新。通过用现代信息手段改造传统管

理，创造了新的管理概念和管理体系，使企业的信息、决策、执行三者集成化，提

高了决策质量和效率。通过利用信息共享机制，将垂直一体化管理向组织扁平

化、矩阵式管理转化，用信息技术 重 构 过 程 管 理、物 流 和 资 金 管 理，改 善 成 本 结

构，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同时，物流信息化建设也会促进大型社会化的物

流信息数据库和电子信息服务网络的建设，为企业以及政府制定政策和决策提

供依据，同时有助于促进中介服务市场的发展和信用体系的形成，有助于创造我

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相关条件。

３．物流信息化建设有助于我国物流资源的强势联合，提高应对 ＷＴＯ 的竞

争的能力

加入 ＷＴＯ以后，由于服务业市场准入的扩大，必将使中国的物流产业融入

全球性物流产业跨国化、大型化和互联网经济化的潮流之中，并将对中国的贸易

和生产布局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种贸易和产业布局的变化又形成影响中国物

流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因此，中国加入 ＷＴＯ，中国物流市场与国际物流市场

将连为一体。巨大的物流市场潜力和物流服务回报为中外企业提供了空前发展

的机遇。这对中国物流行业的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物流体系中的信息化建设，整合了传统物流的功能性业务，诸如运输、仓储、

配送、增值服务等内容。而且，采用供应链管理理论，达到了满足客户需求，与客

户建立起稳固的、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的目的。同时，利用基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ｒａ

ｎｅｔ／Ｅｘｔｒａｎｅｔ的信息系统、条形码、ＧＰＳ等新技术、新方法改造传统物流作业运

作方式、运作效率、作业质量和服务水准，不仅可以进行全程物流流程控制，而且

完成了运输、仓储、配送以及流通加工等具体环节的控制与服务。这些资源的结

合形成了统一调度、集中运用的全国性物流体系，从而造就了与国际世界级物流

企业相抗衡的态势。

４．物流体系的信息化建设有助于国内物流企业立足中国、进军世界

物流现代化是带动经济增长的热点，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所在，现阶段

世界经济有整体滑坡的趋势，这必将导致 社 会 化 分 工 的 进 一 步 细 化 和 国 际 化。

企业的竞争就是核心竞争力的竞争，这对物流企业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物流

信息化建设，可以促进中国国内物流企业联合，做强做大，为与世界一流企业竞

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物流信息化建设的成功也必将促进国内企业立足全国、进

军世界的进程。

５．物流信息化建设有利于促进企业物流活动快速转型，提高企业竞争力

与传统物流、一般的信 息 技 术 使 用 相 比，综 合 物 流 信 息 化 建 设 的 特 征 如 图

１ １所示。通过综合物流信息化建设，可以提高物流企业以及生产流通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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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物流信息化建设不同于那些用信息技术在某一方面，或者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物流的

过程，而是着眼于全方位地提升企业物流，体现在商务活动、物流战略、库存、运 输、组 织 等 方 面

的变革。

图１ １　综合物流信息化建设的特征分析

服务效率，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可以减少服务时间，提高运作效率。调查表明，仓储业务信息化可以

显著减少确定产品及其所在位置的时间，优化在仓库内的行走路线，提供灵活有

效的分拣方式，减少和避免重复单据录入工作，降低误差率。据统计，在信息系

统控制下的仓储和发送准确率可以达到９９．９％以上，根据产品和时期的不同，

可以减少１％～１５％的误差率。

其次，增强企业的反应能力。常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拼生产、９０年代是拼

服务，那么２１世纪拼的则是企业的反应能力。通过对信息的及时掌握，企业可

以在几乎不延时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客户的市场情况、为客户服务的情况，加快反

应速度，根据业务利润率选择客户，经营上有了更大的主动权。

第三，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通过信息化手段，可以掌握所有货位上的所有

库存、所有仓储资源所处的状态和位置，所有的货物都是可得的，其准确率可达

到９９％以上，增加了产品和资源的可用性。在加强客户服务水平的同时，可以

降低安全库存的数量、减少货物的积压，减少因货物积压造成的损失就是企业利

润的增加。

第四，有利于增强信息的透明性，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性造成的管理人员背

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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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有利于形成新的利润源泉。物流信息化建设，有助于实现储运商品的

实时上网，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形成信息流、商流、物流、资金流的统一，从而为

企业产生新的增值服务和创造新的利润源泉。

１．３　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结构与组成

１．３．１　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组成

总体上讲，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核心功能部分主要包括客户服务系统、

物流资源调度系统、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数码配送应用系统、实时信息采集系统

五大部分。其组成如图１ ２所示。

图１ ２　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组成

１．客户服务系统

根据实际运作的需要，客户可以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实现网上数据／订单的实时查

询、对物品的实时跟踪，还可以在网上进行订单操作。

客户服务系统为用户提供商品的状态和库存情况，并根据各种报表和相应

的数据分析提供决策分析，向用户提供增值的物流服务，包括代收销货款等。

２．物流资源调度系统

物流资源调度系统负责处理客户的请求，平衡系统的仓储和运力资源，向数

码仓库应用系统和数码配送应用系统发出指令，调度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物流资

源，完成各项物流任务。物流资源调度系统是整个数码物流体系的总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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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数码仓库应用系统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面向仓储作业管理，可以实现货物进出库以及在库管理。

系统严格遵循目前已经成熟的仓库管理原则，如储位分配的靠近出口法则、以周

转率为基础法则、产品同一性法则、产品类似性法则、产品互补性法则、先进先出

法则、叠高的法则、面对信道的法则、产品尺寸法则、重量特性法则和产品特性法

则等，同时系统引入码单详细描述在库货物的明细状况。数码仓库应用系统通

过对仓库储位资源、工作设备的有效管理，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

４．数码配送应用系统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面向配送、运输管理，主要包括货物配载、运输管理、运输

跟踪三大部分功能。根据物流资源调度系统指令，结合运力资源载重、容积等信

息，进行配载，提高车辆利用率；设计运输线路、降低运输成本，结合ＧＰＳ／ＧＩＳ技

术实现运输跟踪功能。

５．实时信息采集系统

实时信息采集系统主要包括条码（Ｂａｒｃｏｄｅ）系 统、ＧＰＳ／ＧＩＳ、射 频 ＲＦ系 统

等。通过应用成熟的硬件技术，提高数据信息采集的准确度和效率，从而支持物

流信息系统高效地运行。

１．３．２　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

在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中，物流服务应用为一层次结构，其中

每个层次自底向上提供服务和支持，如图１ ３所示。

１．安全保障环境

安全保障环境对整个 系 统 提 供 对 抗 攻 击、防 止 或 者 避 免 非 法 入 侵 的 作 用。

这一环境对信息平台的计算机系统、网络和应用系统提供安全保障，以确保信息

平台安全稳定地运行。

２．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层是信息平台的运行环境。它包 括 条 形 码 设 备、ＧＰＳ设 备、计 算

机、网络等硬件环境，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等软件环境，同时该部分还包括

各种网络协议。

３．基础支持平台

这部分也可被称为基础支持层，其作用是使信息平台系统的性能、效率和数

据得到保证。它提供四种基本支持，即系统开发与维护环境、系统性能优化、系

统可管理性和可靠性、应用的可操作性。

４．物流服务支持平台

这部分也称为服务支持层。这一层次的作用是提高平台效率。它为信息平

台和物流系统的应用软件提供辅助功能，简化应用程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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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３　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

　　５．物流服务平台

这部分也可称为服务层。它是由一系列的可复用业务单元软件构件组成。

这一层次直接为应用系统提供服务，优化应用层的功能，是服务支持平台的必要

补充。

６．物流应用层

这是信息平台的核心部分，也称作商务应用层。它实现系统的核心业务逻

辑。该层通过定制各种业务流程，调用服务层的可复用业务单元软件构件来实

现各种应用。

７．信息表达层

该层的作用是为商务应用层提供客户端表达支持，将应用层的各种物流逻

辑处理结果以不同的形式提交给客户端，并负责完成物流服务系统与其服务器

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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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客户端

该层是客户接受服务的终点，由各种客户端构成，包括浏览器（支持 ＨＴＭＬ
或 ＸＭＬ的瘦客户机）、支持 ＷＭＬ的移动终端、Ｊａｖａ客户机和传统的客户机（胖

客户机）。该层次负责对系统处理的结果作最终解释。

９．外部系统

这一部分主要是与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发生数据交换的其它信息系统。

它包括几个 方 面：银 行 的 支 付 网 关（ＰａｙｍｅｎｔＧａｔｅｗａｙ）、客 户 认 证 中 心（ＣＡ，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税务部门网关、海关网关等政府机关网关、物流 ＣＩＭＳ
控制系统以及企业其他合作伙伴的信息系统等。这一部分负责完成两方面的任

务：第一，与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配合完成联机交易中的支付、认证、赋税、报

关等过程，以实现政府的控制与监管；第二，通过信息交换完成企业间的协同工

作，进而在企业间形成以网络为基础的虚拟共同市场。

１．４　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分类分析

１．４．１　按基本功能进行分类分析

综合现有的物流软件，其基本功 能 主 要 是 以 物 流 资 源（包 括 人、设 备）信 息

化、业务 信 息 化 和 自 动 化 为 基 石，辅 助 以 条 码 技 术、电 子 订 货 系 统（ＥＯＳ，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Ｏｒｄｅ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电 子 数 据 交 换（Ｅ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技

术等，实现高效、准确的信息处理，指导现场作业，最终实现运输运力跟踪管理和

仓库管理的全面信息化。

面向仓储管理的物流 软 件 除 了 实 现 基 本 的 进 出 库 管 理、辅 助 货 物 盘 点、分

拣、包装以外，还通过实现局部优化，提供决策支持功能。例如，设备使用安排的

优化调度，货物入库优先顺序；根据库区形状和出口设计货物在库运输调度统筹

安排，寻找线路最短、费用最小、时间花费最少的运输路径以及一次运输尽可能

多的搬运货物；根据历史记录统计，设计仓库中货物移垛、移仓次数少、进入库方

便的货物摆放方式，等等。

面向运输管理的物流软件主要包括接单、调度分配人员和车辆、在途运输状

况记录、货物送达回执、计算费用等功能。运输请求来源可以是通过 ＥＤＩ、传真、

电话和电子邮件等形式，接到运输货物及其起始地点等信息，运输完成后通过产

生回执单，标志这一阶段的物流业务结束。作为整体物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运输管理一方面要与其它信息系统 通 信，另 一 方 面 要 做 好 自 身 局 部 的 优

化，提供决策支持功能。在决策支持层面上，按照功能划分，应该可以实现自动

配载设计，根据运输计划，设计行车路线、设计沿途装卸货物决策，同时对行车路

线进行优化；根据既往的历史运营记录情况，计算常规行车线路、车辆的成本、车

辆运量，统计人员工作量，为运输服务定价、成本控制提供决策依据，给主要客户

·９·第１章　物流信息化概论



提供分析报告。

面向综合物流业务的软件系统包括仓储管理、运输管理、物流业务综合管理

三大功能，主要是综合发挥各组成子系统的功能，实现总体优化，从流通全过程

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作业的效率。

总之，物流软件的基本功能如表１ １所示。由于市场上各物流软件的功能

千差万别，根据这一功能描述就可以比较好地作出物流软件的分类分析。

表１ １　物流软件的基本功能描述

仓

储

管

理

基

本

功

能

决

策

功

能

接货（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输入收货单、设定计量方式。根据订单预计设定放置储位

理货（Ｔａｌｌｙ） 对照货物运输票据进行现场检验、备货、码放和保管等

储 存（ＰｕｔＡｗａ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
完成条码标识，记录存放储位。记录储位合并、移位等

盘点（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支持循环盘点、按出入库频次、货物品种等设定盘点方法

中 转（ＣｒｏｓｓＤｏｃ

ｋｉｎｇ）

指导货物从一个运载工具卸下，不入库，经过仓库换装，继

续运输

拣选（ＯｒｄｅｒＰｉｃｋ

ｉｎｇ）

按照订单或出库单的要求，手工或根据 ＲＦ指引从储存场

所选出物品，并放置在指定地点

包装 按照订单／出库单要求生成包装任务单，指导包装

出库 记录货物离开仓库，打印装载运输工具上的货物清单

人／设备工作量统

计、考勤
根据任务单记录统计人员工作量和设备负荷，考核人员

仓容管理 统计仓容占用率，统计、制作仓容占用报告

账款计算 按照多种方式（重、体积、长、价值）计算应收应付账款

远程访问
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可以查 询 到 有 关 货 物 在 库、盘 点、出 库 的 有

关情况

多种库房管理 描述不同类型的库房属性如平库、立体库、料棚等

存储预警 可实现按照存量、时间等预警

储位分配优化 根据储位和货物的形状设计存储策略，提高积载能力

补货策略 设定多种补货策略

在库移动 根据库区形状和出口位置设定货物在库搬运路线

组合包装、分拣 优化存取路径和包装原料，可以实现组合分拣、组合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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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１　

运

输

管

理

基

本

功

能

决

策

功

能

接单
接受来自仓储系统、采 购 系 统 或 者 其 它 系 统 的 电 子

运输单据

作业调度 根据接单生成作业任务单，传递到各作业单位

配载 按货配车和按车配货

在途运输监控
采用 ＧＩＳ／ＧＰＳ技 术 跟 踪 货 物 运 送 状 况、可 通 过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查询

绩效管理 车辆和人员业绩考核

运输费用结算
对运输过程中发生 的 成 本、代 垫 费 用 进 行 计 算 并 完

成结算

自动配载
实现自动配载设计（一车多单、一单多车、一车多货、

一单多点、零担运输等）

车辆维护 长期内检修、报废预警

行车线路优化 设计低成本运输路径，实现最大运载效率

运输网络调度 在整体运输网络某点上寻找换装（车）的最优位置

综

合

物

流

管

理

物流网络布局设计 确定仓库布点位置、运输线路，规划物流资源

仓储与运输综合管理
管理货物从厂家到最终用户中间的存储、运输整体

服务

物流业务总体调度
根据目的地位置和线路状况，确定从哪些仓库出货

或者存货、采取何种运输方式使物流成本最低

物流业务的客户管理
可以远程接单、查询 有 关 账 目，物 流 服 务 提 供 商 可

以对客户业务情况进行分析、管理客户资源

１．４．２　按决策层次进行结构分析

根据系统处理的内容及决策的层次来看，可以把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看成一

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如图１ ４所示。

由于一般的企业组织 管 理 均 是 分 层 次 的，例 如 常 常 分 为 战 略 计 划、管 理 控

制、运行控制三层，所以为它们服务的信息处理与决策支持也相应分为三层，另

外再加一层———最基础的业务处理，如打字、造表、数据采集等。一般来说，下层

的系统数据处理量大，上层的数据处理量小，所以就组成了纵横交织的金字塔结

构。在金字塔中，任何一部分均可与任何其它部分组成子系统，达到随意组合自

如使用的目的，以适应不同级别管理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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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４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金字塔结构

１．４．３　按应用领域进行分类分析

由于企业物流组织的商业模式不同，所以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适用范围也

会是千差万别的。有的系统适合于仓储业务管理，有的系统适合于运输业务管

理，有的系统则适合于货代业务管理，有的系统适合于海运业务管理。因此，综

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可以用一个功能／层次矩阵来表示，并进行分类分析。如图

１ ５所示。

图１ ５　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层次矩阵

图１ ５中每一列代 表 一 种 管 理 功 能 或 应 用 范 围，这 种 功 能 没 有 标 准 的 分

法，因企业的商业活动不同而异。每一行表示一个管理层次，行列交叉表示每一

种功能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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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物流行业软件的特点与对比分析

１．５．１　国内外物流行业软件的特点与对比分析

物流引起人们的热切关注以后，国外的物流软件公司也都纷纷想叩开中国

市场的大门，国内也涌现出了许多物流软件。下面从软件体系结构、兼容性、推

广渠道、市场定位、定价策略、软件品牌和推出时间七个方面，简要对这些软件作

出对比分析。如表１ ２所示。

表１ ２　国内外物流行业软件的特点与对比分析

企 业 名

（国 籍／地

区）

系 统 特 点／体

系结构
兼容性

营 销 渠 道

／推 广 方

式

市场定位 定价 软件名称

首次

推出

时间

中 储 物 流

在 线 有 限

公司

完 善 的 仓 储

服 务 管 理 功

能，以 及 完 善

的 物 流 配 送

业 务 管 理，Ｂ／
Ｓ结 构 （已 列

为 国 家 标 准，
ＧＢ／Ｔ１８７６８
—２００２）

与 条 码 系 统

有 接 口，与 其

它 的 管 理 软

件 接 口 需 定

制

专 业 会

议、专 业

性 网 站、
通 用 搜 索

引擎

第 三 方 物

流 企 业、
全 国 性 生

产 企 业 集

团 物 流 系

统 管 理、
物 流 中 心

业务管理

租 用、年

费 或 者 购

买

数 码 仓 库

应 用 系 统

（ Ｗａｒｅ
ｈｏｕｓｅ
ｗｉｎｄｏｗ）、
数 码 配 送

应 用 系 统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ｗｉｎｄｏｗ）

２０００

彼 图 彼

（北 京）信

息 技 术 公

司

专 注 于 仓 储

管 理 功 能，软

件 采 用 Ｂ／Ｓ
结构

与 其 它 系 统

的 接 口 需 定

制

专 业 会

议、专 业

性网站

第 三 方 物

流 企 业、
连 锁 店、
全 国 性 生

产 企 业 集

团 的 仓 储

管理

视 具 体 需

求 情 况 而

定

无 ２００１

北 京 杰 合

伟 业 软 件

技 术 有 限

公司

一 体 化 的 物

流 服 务 软 件，
采 用 Ｃ／Ｓ＋
Ｂ／Ｓ结构

与 本 企 业 其

它 管 理 软 件、
用 友 财 务 软

件 兼 容，其 它

厂 商 的 软 件

需定制接口

专 业 会

议、专 业

性 网 站 和

通 用 搜 索

引擎

第 三 方 物

流 企 业、
连 锁 店、
全 国 性 生

产 企 业 集

团 一 体 化

物流管理

视 具 体 需

求 情 况 而

定

ＥＦｕｌｆｉｌｌ
ｍｅｎｔ Ｌｕ
ｌｕｓｃｍ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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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２

企 业 名

（国 籍／地

区）

系 统 特 点／体

系结构
兼容性

营 销 渠 道

／推 广 方

式

市场定位 定价 软件名称

首次

推出

时间

上 海 凡 丰

科 技 有 限

公司

专 业 运 输、仓

储 和 一 体 化

物 流 服 务 软

件，采 用 Ｃ／Ｓ
＋Ｂ／Ｓ结构

与 ＥＸＥ，ＭＫ，
ＫＷＥ，ＳＡＰ，
ＯＲＡＣＬＥ 等

系 统 的 物 料

管 理 和 财 务

模块有接口

专 业 会

议、专 业

性 网 站 和

通 用 搜 索

引擎

配 送 中

心、第 三

方 物 流 企

业、物 流

中 心、制

造 企 业 的

物 流 控 制

管理

视 具 体 需

求 情 况 而

定

ＬｏｇｉＣａｐ
ｔａｉｎＴＭ
Ｔｒａｎｓｉｒ，
Ｗａｒｅｈｏｓｉｒ
，３ＰＬ
Ｃａｐｔａｉｎ

２０００

上 海 三 尔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商 业 物 流 管

理

与 其 它 系 统

的 接 口 需 定

制

专 业 会

议、专 业

性 网 站 和

通 用 搜 索

引擎

连 锁 超

市、仓 储

卖场

视 具 体 需

求 情 况 而

定

无 ２００１

深 圳 市 汇

驿 科 技 有

限公司

海／空 运 输 管

理

与 其 它 系 统

的 接 口 需 定

制

专 业 会

议、专 业

性 网 站 和

通 用 搜 索

引擎

国际货代

视 选 用 的

版 本 和 定

制 成 分 面

议

ＣＡＲＧＯ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Ｐａｕｌｓｅ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新 加

坡）

多 种 行 业 的

仓 储 管 理 解

决 方 案，采 用

Ｃ／Ｓ＋Ｂ／Ｓ 结

构

与 其 它 系 统

的 接 口 需 定

制

专 业 会 议

和 通 用 搜

索引擎

各 行 业 仓

储管理

软 件 使 用

许 可 ＋ 维

护费用

ＥＰａｕｌｓｅ 不详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软 件 公 司

（加拿大）

仓 储 功 能 完

善，采 用 Ｃ／Ｓ
结构

与 几 家 著 名

条 码 系 统 提

供 商 兼 容，与

其 它 系 统 的

接口需定制

通 用 搜 索

引擎

仓 储、配

送 中 心、
生 产 型 企

业 仓 库 管

理

按 功 能 多

少计费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２００１

ＧＲＡＺ 技

术 公 司

（奥地利）

仓 储 功 能 完

善 强 大，采 用

Ｃ／Ｓ＋Ｂ／Ｓ 结

构

自 有 一 套 完

整 的 物 流 企

业 管 理 软 件；
与 其 它 系 统

的 接 口 需 定

制

专业会议

大 型 自 动

化 程 度 高

的 物 流 园

区 服 务 平

台

多 种 计 费

方 式 （购

买、许 可

使用）

ＩＳＡＳｔｏｒｅ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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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２

企 业 名

（国 籍／
地区）

系 统 特 点／体

系结构
兼容性

营 销 渠 道

／推 广 方

式

市场定位 定价 软件名称

首次

推出

时间

东 方 系

统 有 限

公 司（中

国香港）

一 体 化 物 流

服 务 软 件 和

简 单 的 财 务

收 费 管 理 功

能

有 自 成 体 系

的 一 套 物 流

服 务 和 企 业

管 理 软 件 系

统，其 它 需 定

制接口

专业会议
仓 储、运

输

明 确 的 模

块 和 人 工

服务价格

ＢＭＳ 不详

ＥＸＥ 技

术 （美

国）

以 仓 储 为 核

心 的 供 应 链

一 体 化 服 务

软件

提 供 跨 平 台、
多 语 种 的 软

件，与 其 它 管

理 软 件 接 口

需定制

专 业 会

议、专 业

性 网 站 和

通 用 搜 索

引擎

配 送 中

心、生 产

型 企 业 仓

库

明 确 的 模

块 和 人 工

服务价格

Ｅｘｃｅｅｄ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年 发

布 基 于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的 版

本）

１９８０

北 京 东

方 纪 元

软 件 技

术 有 限

公司

运 输 管 理、仓

库 管 理、综 合

物 流 管 理，分

成 单 独 的 软

件包，采用 Ｃ／
Ｓ＋Ｂ／Ｓ结构

与 其 它 系 统

的 接 口 需 定

制

专 业 会

议、专 业

性 网 站、
通 用 搜 索

引擎

配 送 中

心、跨 地

区 大 型 生

产 型 企 业

仓库

基 本 的 模

块 费 用 ＋
定制费用

无 ２０００

北 京 易

合 在 线

物 流 有

限公司

运 输 管 理、仓

库管理

与 其 它 系 统

的 接 口 需 定

制

专 业 会

议、专 业

性网站

专 业 的 仓

储、运 输

和 物 流 公

司

面议
Ｅｈｉｇｈｗａｙ、
Ｅ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１

北 京 飞

拓 数 码

科 技 有

限公司

专 注 于 仓 库

管理，采 用 Ｂ／
Ｓ结构

与 其 它 系 统

的 接 口 需 定

制

专 业 会

议、专 业

性网站

专 业 仓 储

公 司、第

三 方 物 流

公 司、大

型 生 产 型

企业

面议 无 ２００１

深 圳 龙

行 天 下

物流网

专 注 于 运 输

管理，采用 Ｃ／
Ｓ＋Ｂ／Ｓ结构

与 其 它 系 统

的 接 口 需 定

制

通 用 搜 索

引擎

专 业 物 流

公 司、配

送中心

面议 龙行天下 ２００１

表１ ２反映了作者收集到的来自几个国家和国内来自上海、北京、深圳、香

港的几种物流软件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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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软件的功能特点与市场定位紧密相关。在功能上，物流软件有以仓储

管理为中心的，也有以运输管理为中心的，也有比较成熟的直接以提供物流一体

化管理为中心的软件。在此，可以把物流软件市场客户粗略分为物流配送中心、

专业运输企业、专业仓储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以及连接仓储和运输的货代公司

等等。国外的物流软件功能覆盖范围比较大，国内的物流软件相对功能比较单

一，多数处于某类业务如单一运输或单一仓储的管理。只有中储物流在线、凡丰

科技、杰合伟业、东方纪元的物流软件可以 提 供 整 合 仓 储 与 运 输 的 服 务 管 理 软

件。在体系结构上，多数采用Ｃ／Ｓ或者 Ｃ／Ｓ与 Ｂ／Ｓ结构相结合的模式；中储物

流在线、飞拓数码采用典型的Ｂ／Ｓ结构。

在与企业内部管理系统 ＥＲＰ／ＣＲＭ、财务信息系统的兼容性方面，这些物流

软件基本上都需要重新定制接口，只有凡丰科技的物流上校系列软件标明与知

名的 ＥＸＥ，ＭＫ，ＳＡＰ，ＯＲＡＣＬＥ软件可以兼容，并且定制的费用一般要由软件

购买方支付。由于物流企业所用的系统，不仅会涉及仓库和运输，还有其它的财

务、ＥＲＰ系统等，因此这些系统之间的兼容性问题显得很突出。

从营销渠道来看，国外的物流软件企业既充分利用会议、专业性网站的宣传

作用，也同时利用通用的搜索引擎如新浪、搜狐等渠道。国内的企业大多只在专

业会议、专业性网站上做宣传，没有很好利用通用搜索引擎。软件的名字是企业

营销产品的品牌名称，品牌名可以与企业同名，也可以不同。比较发现，国外公

司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而国内的企业这方面的意识稍微差一些，有些软件还没

有名字。

在软件产品定价方式上，国外软件基本上都有明确的标价，国内的软件少有

明确标价。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不成熟，需要物流软件的企业需求变化比较大，

另外也说明软件本身不够完善、成熟，还处在成长期。国外物流软件的定价主要

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包括三项内容：已有核心模块基准标价、针对客户个性

化需求的定制价以及软件后续扩展维护费用，这里服务器硬件和数据中心由客

户自己建设；第二种模式是服务器硬件和数据中心由软件提供商建设，软件服务

按年收费，收费基准是数据中心信息费、并发用户数的费用、通信费，这种收费方

式其实是 ＡＳＰ（应用服务提供商）的服务费。

比较发现，国外的几家企业起步较早，大约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

就已经开始起步，时至今日，大多数企业都已经趋于成熟，物流服务功能完善，基

本上都有成熟的产品；国内的企业大多是在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左右才出现的，还

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１．５．２　国内物流软件的发展趋势

由于物流行业迅速发展、国内企业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对物流软件的

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总体上讲，我国物流软件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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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软件体系结构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许许多多小企业必将合并成大企业以增强其

竞争能力。同样，我国物流业的重组和并购也迫在眉睫，拥有跨区域仓库网点的

物流企业、生产流通企业正在不断地增多。因此，物流软件提供商需要在软件功

能及其体系结构上满足这种发展的要求。在软件体系结构上，目前我国基于局

域网的物流管理系统比较多，而且多数采用客户机／服务器（Ｃ／Ｓ）结构。由于这

种体系结构在跨区域范围内摆脱不了数据实时性差的问题，而且初期投入和维

护成本都比较高，因此为了适应国内跨区域的大型企业的经营管理需要，许多物

流软件提供商已经把目光转 向 开 发 基 于 浏 览 器／服 务 器（Ｂ／Ｓ）模 式 的 系 统。例

如，中储物流在线有限公司的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和数码配送应用系统就是这样

的例子。

２．专业性更强、接口趋于透明

从国外物流软件的情况看，专业化程度比较高，因此在满足企业专业化发展

上适应性就更好，更能体现出信息化的优势。这里，作者并不认为能提供“大而

全”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的物流软件就一定是好的，反而提供能满足某种或某类业

务模式的软件可能更现实一些。另外，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往往要和各类企

业发生业务往来，因此系统对接就成为一种需要，要求与其它的应用系统如财务

系统、ＥＲＰ、ＭＲＰ等方便地进行数据交换，这就要求物流软件的接口透明。

３．数据信息的采集更为明细

物流与信息流相互依存成为趋势，也就是说软件系统记录的“物”的有关信

息将更为精确。例如，如果软件系统没有实现到货位及库房形状、通道的管理，

那么就无法实现货物在库移动路径优化 的 决 策 支 持；若 没 有 记 录 物 品 体 积、形

状，那么车辆配载设计就无法实现。目前的物流软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料账管

理系统或报表汇总系统，生产作业管理型的系统正在成为主流。

４．自动化管理的程度在不断提高

随着物流业务的提升，物流软件的自动化管理程度正在不断提高。这既包

括仓储设施的自动化和运输、配送作业的自动化，也包括物流作业调度的自动化

和作业管理的自动化。

５．决策支持功能将会加强

随着信息技术在物流企业的应用不断深入，物流软件已不仅仅限于支持数

据信息的处理，而且向更高层次发展，支持物流管理的决策。通过提供数学模型

分析数据，辅助决策。

６．社会化物流技术平台的建设

资源共享、专业化分工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建设社会化的物流技术平台是提

高我国社会物流服务效率的基础。通过提供物流软件的 ＡＳＰ服务，可以充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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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资源共享，迅速提升我国物流企业的信息化水平。

总之，我国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尚处在成长期，物流软件产品在实际应

用中还在不断发展。物流服务提供商和物 流 软 件 提 供 商 形 成 了 相 辅 相 成 的 关

系，只有两者共同进步才能促进我国物流业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

１．６　物流信息化建设的策略与关键

１．６．１　物流信息化建设的关键

在物流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物流软件需求方还是物流软件提供商，

正确把握如下的一些问题，形成良好的开发和实施策略，是信息化工作成功的关

键。

１．衡量应用成功的关键标准就是“是否应用”

目前，对于软件应用是否成功，软件供应商、客户、咨询机构、媒体的说法是

不一致的，针对面也不同，各有各的说法。作为软件供应商，他们认为他们的客

户多数是成功的；作为客户，他们有苦难言，不知道自己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到底

是成功还是失败，说成功也不是，说失败也不是，因为多数企业的软件功能还是

使用了，但效果不好评估，也不像原来期望的那么高；而媒体报道中更有甚者，说

我国企业信息化管理软件的应用是全军覆没。可喜的是，在近几年，国人已逐步

认识了计算机管理软件的正负面作用，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企业要实

现规范化、规模化、国际化，信息管理软件的引入是必然的。

管理软件首先是一种管理理念，涉及到企业全局的资源优化管理，实施管理

软件的过程是将管理理念数据化的过程。管理软件的应用必须是企业的一项日

常工作，而不是一项阶段性工作。因此，根据在企业的实际体会以及对多间企业

的实施经验，我们认为管理软件在国内企业可以运作起来就是成功。

２．“信息化建设，管理先行”

在过去短短的２０年里，计算机经历了单机、局域网、广域网和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为

代表的互联网的应用时代。网络技术的现代化和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

组织的信息化工程建设直接建立在国际化的信息网络平台上，而不再简单是孤

立、局部的应用，因此这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组织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反过来，这

种技术的现代化对企业组织的生产作业与管理模式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技术

现代化必须有相应的管理现代化，而实现管理现代化，必须从思想观念、管理体

制、组织机构、人员培训到管理方法和手段进行深刻的变革。这是一场革命，因

此，发展电子商务、实施信息化工程建设，对于企业组织来讲首先意味着一场管

理革命。无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还是应用人员都应该对此有一个充分而且清

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企业组织电子商务事业和信息化工作的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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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当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刚刚开始应用到管理领域

中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两者的互动关系是认识不足的。面对传统的管理体制和

管理思想对信息技术应用的抵制与阻碍，我们往往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去重复、模

仿传统的业务处理流程，而没有或者不敢 去 触 动 原 有 的 管 理 方 式 与 管 理 体 制。

当时大多数的管理者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往往只是从加快处理速度、减少差

错或节省人力等表面的作用去理解和认识。显然，这种表面的、初步的应用是不

可能真正带来巨大的效益与进步的。大家逐步认识到，满足管理人员的信息需

求应当是信息技术应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认识到信息技术应用成败的关键

在于与管理体制的协调与融合，在于管理机制和管理方法的变革。

国家８６３／ＣＩＭＳ（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专家组组长吴澄教授曾深有感触地

说，所有做过ＣＩＭＳ推广的人都说“这件事非常困难”，难在哪里呢？主要难在管

理上而不是技术上，管理落后是目前企业推广 ＣＩＭＳ最大的制约因素。如果不

按ＣＩＭＳ运行的内在要求改革传统的管理制度，即使上马这项技术，也无非是用

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去“仿真”一个落后的管理制度，瓶子换了新的，装的酒却还是

旧的。有人称 ＣＩＭＳ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如果仅仅是技术问题，专家就可以

解决；如果问题出在企业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方式上，那就是企业家的事了。在一

个企业 ＭＩＳ（管理信息系统）研讨会上，主办者说会议主题是技 术 问 题，可 来 自

海尔、同创等企业的代表却认为是管理问题，因为信息化的实质是利用信息技术

改进企业的管理模式。如果不是这样，就等于把信息系统建立在沙滩上，不仅不

会带来效益，还会成为一场灾难。

３．强化物流业务管理模式的研究与应用

物流信息化的建设同时也是管理创新的过程，涉及到企业整个管理流程的

再造，从管理手段 到 管 理 思 想 都 要 改 造。ＩＴ 技 术 在 发 展，管 理 手 段 在 改 变，用

ＩＴ技术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和效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企业的管理手段

日益从手工转向自动化，管理范围日益从内部转向整个供应链的全程管理，管理

架构从金字塔式的结构变成了扁平的流程化管理。为了有效地建立物流信息系

统，实现预期目标，作为物流软件的需求方和提供商，都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深化

物流业务模式，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准确把握好物流业务需求。因此，物流软件双

方都需要不断地研究如下一些问题：战略规划级的问题，如全国性物流技术平台

建设的模式研究；应用层面级的问题，如 ＣＲＭ 业务模型研究、物流调度中心业

务模型研究（如货物跟踪等）、配送体系业务模型研究（如与 ＧＰＳ等连接）、物资

银行业务模型研究、物流决策支持模型研究等等。

４．信息化建设，人员培训是保障

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人员培训是关键。必须大力培养既懂计算机又懂管理

的复合性人才，培养企业高层次的规划、数据管理人员和系统分析人员，同时也

要培养适当的开发和维护人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很好地发挥物流软件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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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一般地讲，相关的培训工作主要包括物流业务流程规范培训、物流软件系

统培训以及计算机应用技术培训三大方面。

５．系统体系结构的设计与大集中方案的推行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一体化的系统或集成系统，这就是说，进行企业的

信息管理要从总体出发、全面考虑，保证各职能部门共享数据，减少数据的冗余

度，保证数据的兼容性和一致性。严格地说，只有信息的集中统一，信息才能成

为企业的资源。具有集中统一规划的数据库是物流管理信息系统成熟的重要标

志，它象征着物流管理信息系统是经过周密地设计而建立的，它标志着信息已集

中成为资源，为各种用户所共享。

从目前全国物流软件系统的应用上看，呈现出分布式、集中式体系结构共存

的状态。所谓集中式结构是指只在总部设数据中心，包括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

务器、电信专线；地方物流中心只需安装ＰＣ终端和局域网，通过 ＤＤＮ 专线与数

据中心相连，通过中心应用服务器访问中心数据库。所有数据都存放在中心数

据库。这就是所谓的大集中方案，业务数据处理集中在总部进行。而所谓的分

布式结构是指在地方物流中心建立局域网、设立数据分中心，业务数据处理以本

地为主，然后以天或小时为单位将各地数据汇总到总部进行分析和使用。

前些年开发时，国内的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环境仍然不成熟，无法满足集中式

的通信要求，所以大多数的系统采用了分布式方案。另一方面，因为业务本身的

特点或组织体系上的要求，相当一部分系统也采用了分布式方案，分部门拥有自

己的服务器。但是，从目前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状况看，通信技术的稳

定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业务集中化管理的要求。所以众多的计算机应

用系统转向采用集中式方案，如招商银行等。采用集中式方案，数据统一、便于

管理、便于资源的集中调度使用，特 别 是 符 合 大 集 团、大 企 业 业 务 总 揽 的 需 要。

因此，集中式管理体系结构正在成为当前物流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趋势。

６．组件技术的应用和模块化的设计

国内物流软件的构件化程度普遍比较低。随着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技术的发展，网络

用户的数量急剧增长，应用日趋复杂，传统的客户机／服务器两层结构愈发表现

出明显的局限性。在物流信息服务领域最大的难点是各软件之间难以兼容，物

流软件的适应性比较差。

据有关统计表明，采用合理的复用组件可以使开发效率提高５～８倍。提高

软件的开发效率，同时也就提高了软件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因此，在物流软件

的实践过程中，应该充分注意组件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采用组件技术思想使应用开发有了明确的分工。一部分人员专注于事务逻

辑层组件的开发和测试工作；另一部分人员根据商务逻辑的需要选择和使用组

件，使用组件提供的统一对外接口而无须了解其功能实现的内部细节，最终把组

件集成到页面之中，从而有效降低了开发难度，加快了开发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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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以采用基于Ｊ２ＥＥ的分布式组件技术ＥＪＢ（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ＪａｖａＢｅａｎ）技

术，开发出一系 列 与 物 流 标 准 化 研 究 相 一 致 的 可 复 用 物 流 业 务 软 件 构 件。将

ＥＪＢ技术应用于物流业务，进行软件构件的划分，确定软件构件的对外接口、并

最终实 现 软 件 构 件。利 用 Ｊ２ＥＥ 的 无 状 态 会 话 组 件 对 象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Ｂｅａｎ）和 有 状 态 会 话 组 件 对 象（ＳｔａｔｅｆｕｌＳｅｓｓｉｏｎＢｅａｎ）提 供 物 流 业 务 的 逻 辑 服

务，处理各种复杂的商务逻辑计算和演算规则；利用实体 ＥＪＢ（ＥｎｔｉｔｙＥＪＢ）软件

构件来提供需要持久性存储的业务服务。

在软件构件的划分上，要遵循一个软件构件对应一个逻辑上不可分割的业

务单元，这样才能使软件构件不会因为过大而失去可复用性，也不能因为过小而

增加系统开发和维护的复杂度。软件构件的对外接口是物流标准体系的直接体

现。

利用ＪＳＰ、ＪａｖａＢｅａｎ、Ｓｅｒｖｌｅｔ和 ＸＭＬ等 技 术 进 行 物 流 业 务 表 现 层（用 户 的

操作界面）的软件开发，以满足不同物流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使表现层的内

容与业务逻辑的处理分离，使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可维护性。

总之，在系统开发时，要全面采用面向对象的技术，利用Ｊ２ＥＥ的面向对象

的方法、消息、类、继承、封装、多态、接口等机制，为开发出可复用的软件构件提

供强有力的支持，最终提高系统整体的开发效率。

７．物流标准化的研究与实践

传统物流企业转型的外部力量就是跨国公司供应链的全球化扩张，以及由

此引发的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要求。总的来看，我国物流企业与国际接轨主要包

含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与服务标准的接轨；二是与服务规范的接轨；三是与服务

体系的接轨；四是与服务管理方式的接轨。而物流标准体系与国际接轨，将有助

于缩小物流服务水平的差距。

我们相信，只有通过标准化才可能实现物流系统与社会生产大系统之间更

好的磨合，协同发挥作用。因此，在物流信息化的建设过程中，完全有必要去把

握和应用相关的物流标准和信息化标准。

２００１年４月，关于物流的第一个基础性国家标准《物流术语》（ＧＢ／Ｔ１８３５４

－２００１）正式发布，从２００１年８月１日 起 实 施。这 是 我 国 物 流 界 的 一 件 大 事。

它从名词、概念、内容上界定了物流方面的有关术语。

２００２年７月，国家标准《数码仓库应 用 系 统 规 范》（ＧＢ／Ｔ１８７６８－２００２）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正式颁布，于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起在全国

正式实施。《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规范》对不同仓储企业之间在计算机应用系统信

息交换、名词内涵、数据基础、系统功能质量等方面作了统一的规定。该标准定

义了数码仓库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分别从入库管理、出库管理、在库管理、结算

管理、系统质量、安全等方面进行了约定；规定了计算机应用系统数据基础规范，

包括关键信息的编码要求、数据项目等，为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之间以及与其它相

关信息系统的数据共享奠定了基础；规定了计算机应用系统的体系结构规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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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灵活性要求、决策支持要求、系 统 质 量 要 求、系 统 兼 容 性 要 求、商 业 秘 密 保 护

等。

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７日正式颁布了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全

国产品与服务统一标识代码编制规则》（ＧＢ１８９３７－２００３），旨在统一和形成全

国性的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体系。该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于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６日

在全国实 施。该 标 准 是 继 我 国 成 功 实 施《全 国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编 制 规 则》（ＧＢ

１１７１４）和《公民身份号码》（ＧＢ１１６４３）之后启动的、针对产品和服务在其生命周

期内实现唯一标识的国标项目。

作为现代物流领域尤其是涉及仓储、商品交易、增值服务的系列标准，２００１
年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立项的《物流业仓储业务服务规范》和《物资银

行业务服务规范》正在编写过程当中。２００２年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立

项了《库存商品退货及储运包装辅品回收管理规范》。

本文作者作为主要起草人，参与了除《物流术语》之外的上述其它几项国家

标准的编制工作。

１．６．２　选择物流软件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作为物流软件客户，在选取软件或进行信息系统建设时，一般会考虑以下几

个方面的因素。

１．系统实施风险

物流信息系统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施对企业的业务会产生巨

大的影响。如果系统分析做不到位、需求把握不好，导致系统实施不成功，会使

企业蒙受巨大的损失。

２．系统更新维护风险

在使用过程中会因操作不当而造成系统错误，或者由于企业的发展而产生

新的业务模式，这都需要不断的系统更新和维护。一般来讲，物流软件更新维护

的费用占到系统总建设成本的６０％。如果软件扩展性不好，信息化工作跟不上

业务发展的需要，那么信息系统必将成为企业的“鸡肋”。

３．系统安全性因素

调查表明，用户非常关心自己的商业数据是否安全。这里的安全性有两方

面的含义，一是保密性，二是遇突发事件实现数据保存和恢复的能力。

４．人员因素

企业软件操作人员的素质不高，也会制约软件系统发挥作用。所以，客户常

常喜欢选择“傻瓜型”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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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费用因素

任何人都会选取性能价格比好的产品。但是，由于物流软件在国内发展的

时间比较短，客户对软件的需求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投资

具有很大的不可比性。这常常是令企业感到迷茫的一点。

本章小结

从世界上来看，物流业的发展是离不开两个轮子的，一个是现代化的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另一个是物 流 信 息 系 统 建 设。从 以 仓 储、运 输 自 营 为 中 心 的２ＰＬ
（第二方物流），经 过 借 助 计 算 机 管 理、实 施 储 运 业 务 社 会 化 的３ＰＬ（第 三 方 物

流），基于局域网的４ＰＬ（第四方物流），发展到目前基于互联网提供储、运一体化

物流服务的５ＰＬ（第五方物流）阶段。这个发展过程，几乎是信息技术在物流管

理中应用、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的过程，与中国国内重硬（基础设施）轻软（件）的

建设思维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中国国内物流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

瓶颈，那么物流特别是物流管理的信息化就成为中国物流发展和物流效率提高

的瓶颈。提高物流效率，信息化建设必须先行。

总体上讲，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核心功能部分主要包括客户服务系统、

物流资源调度系统、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数码配送应用系统、实时信息采集系统

五大部分。

由于企业物流组织的商业模式不同，所以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适用范围也

会是千差万别的。有的系统适合于仓储业务管理，有的系统适合于运输业务管

理，有的系统则适合于货代业务管理，有的系统适合于海运业务管理。

在物流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物流软件需求方还是物流软件提供商，

正确把握和形成良好的开发与实施策略，是信息化工作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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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物流信息管理基础技术概述

２．１．１　物流信息管理基础技术

现代物流服务的核心目标是在物流全过程中以最小的综合成本来满足顾客

的需求。随着电子商务的进一步推广与应用，物流的重要性对电子商务活动的

影响日益明显；而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着传统的物流向现

代物流的发展。许多新兴的信息技术已经 被 广 泛 地 应 用 于 物 流 领 域 以 加 速 物

流、降低成本，这包括企业之间自动数据交换技术（ＥＤＩ）、自动数据采集及条码

技术、用于运输路线管理及物流监控的 ＧＰＳ及 ＧＩＳ技术、自动化立体仓库技术、

ＩＣ卡技术等。

１．自动数据采集与条码技术

物流管理中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数据的采集，而数据的采集应该摆脱

人工收集的种种弊端，走向自动化的收集。在企业基于单品管理的进销存业务

中往往会产生大量数据，人工录入既要花费大量时间，又很容易造成录入错误，

因此数据的自动识别和录入在整个物流信息管理系统中至关重要。

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把条码技术的发展重点定位于生产与

物流自动化、交通运输现代化、金融贸易国际化、医疗卫生高效化、票证金卡普及

化、安全防盗防伪保密化等领域。除大力推行１３位商品条码（ＥＡＮ）外，同时重

点推广应用１２８码、３９码、二维条码等。在条码种类上，除纸制条码外，还在研

究开发金属条码、纤维织物条码、隐形条码，以增加信息量、扩大应用领域并保证

条码标识在各个领域、各种工作环境的应用。在发展方向上，国际物品编码协会

和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已由单纯地推广物品条码标识转向生产流通领域的电子数

据交换（ＥＤＩ）的开发和推广应用。

２．ＧＰＳ技术

ＧＰＳ（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即全球定位系统是由一系列卫星组成的，

它们２４小时提供高精度的世界范围的定位和导航信息。准确地说，它是由２４
颗在地球上空轨道运行的 ＮＡＶＳＴＡＲＧＰＳ卫星组成，不停地发送回精确的时

间和它们的位置。ＧＰＳ接收器同时收听３～１２颗卫星的信号，从而判断地面上

或接近地面的物体的位置，还有它们的移动速度和方向等。

ＧＰＳ最初是为军方提供精确定位而建立的，至今它仍 然 由 美 国 军 方 控 制。

军用 ＧＰＳ产品主要用来确定并跟踪在野外行进中的士兵和装备的坐标，给海中

的军舰导航，为军用飞机提供位置和导航信息等。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普通消费者买得起的 ＧＰＳ接收器出现了。随着技术的

进步，这些设备的功能越来越完善，几乎每月都有新的功能出现，但价格在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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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也越来越小了。因此，目前 ＧＰＳ也在商业领域大显身手，消费类 ＧＰＳ主要

用在勘测制图、航空航海导航、车辆追踪系统、移动计算机和蜂窝电话平台等方

面。一些 ＧＰＳ接收器还集成了收音机、无线电话和移动数据终端来适应车队管

理的需要。手持式和车载式 ＧＰＳ设备分别如图２ １和图２ ２所示。

图２ １　手持式 ＧＰＳ　　　　图２ ２　车载式 ＧＰＳ

消费类 ＧＰＳ手持机的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它们基本上都有１２个

并行通道和数据处理功能。有些甚至能与便携电脑 相 连，可 以 上 传／下 载 ＧＰＳ
信息，并且使用精确到街道级的地图软件，可以在 ＰＣ的屏幕上实时跟踪你的位

置或自动导航。

３．自动化立体仓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 国 家 标 准《物 流 术 语》ＧＢ／Ｔ１８３５４—２００１的 定 义，立

体仓库（Ｓｔｅｒｅｏｓｃｏｐｉｃ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是指采用高层货架配以货箱或托盘储存货物，

用巷道堆垛起重机及其它机械进行作业的仓库。

在自动化立体仓库中，采用自动控制技术和条码技术，并与信息处理技术相

结合，对仓库作业和库存控制作业采取自动化管理，可确保库存量的准确性，保

证必要的库存水平及仓库中物料的移动，实现进货、发货协调一致，保证产品的

最优流入、保存和流出仓库。

４．电子数据交换（ＥＤＩ）技术

ＥＤＩ是英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的 缩 写，中 文 译 为“电 子 数 据 交

换”，港、澳及海外华人地区称作“电子资料联通”。它是一种在公司之间传输订

单、发票等作业文件的电子化手段。它通过计算机通信网络将贸易、运输、保险、

银行和海关等行业信息，用一种国际公认的标准格式，实现各有关部门或公司与

企业之间的数据交换与处理，并 完 成 以 贸 易 为 中 心 的 全 部 过 程。它 是２０世 纪

８０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颖的电子化贸易工具，是计算机、通信和现代管理技

术相结合的产物。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将 ＥＤＩ描述成“将贸易（商业）或行政

事务处理按照一个公认的标准变成结构化的事务处理或信息数据格式，从计算

机到计算机的电子传输”。

由于使用ＥＤＩ可以减少甚至消除贸易过程中的纸面文件，因此 ＥＤＩ又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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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俗地称为“无纸贸易”。从上述ＥＤＩ定义不难看出，ＥＤＩ包含了三个方面的

内容，即计算机应 用、通 信、网 络 和 数 据 标 准 化。其 中 计 算 机 应 用 是 ＥＤＩ的 条

件，通信环境是ＥＤＩ应用的基础，标准化是 ＥＤＩ的特征。这三方面相互衔接、相

互依存构成 ＥＤＩ的基础框架。ＥＤＩ系统应用模型如图２ ３所示。

图２ ３　ＥＤＩ系统应用模型

物流系统的信息由作业过程中的实时数据组成，包括购进物料流程信息、生

产状态信息、产品库存信息、装运 及 新 到 订 货 信 息 等。对 外 需 要 与 卖 主 或 供 应

商、金融机构、运输商及顾客等就订货装运和相关单据事宜进行交流，而对内则

可能用于生产领域的计划和控制方面等。这些处理都可以应用 ＥＤＩ技术来实

现。

５．数据采集与ＩＣ卡技术

ＩＣ卡的概念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提出来的，法国布尔（ＢＵＬＬ）公司于１９７６
年首先研制出ＩＣ卡产品，并将这项技术应用到金融、交通、医疗、身份证明等多

个行业，它将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结合在一起，提高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现

代化程度。

ＩＣ卡芯片具有写入数据和存储数据的能力，ＩＣ卡存储器中的内容根据需要

可以有条件地供外部读取，完成供内部信息处理和判定之用。ＩＣ卡一出现，就

以其超小的体积、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技术以及特殊的保密措施和无法被破译

及仿造的特点受到普遍欢迎。

射频技术特指无线电技术在自动识别领域中应用的技术，通过无线电波读

取卡内信息，从而实现无接触读写ＩＣ卡。

ＩＣ卡及射频技术适用于物料跟踪、运载工具和货架识别等要求非接触数据

采集和交换的场合。由于非接触式ＩＣ卡的特性与优点，物流管理应用中非接触

卡的使用非常普遍，特别在仓储管理与运输管理等领域。

２．１．２　物流信息管理基础技术的地位与作用

从概念层次上讲，物流管理信息系统是ＩＴ 技 术 在 物 流 管 理 领 域 的 具 体 应

用。根据决策层次进行划分，包括适用于业务处理、运行控制、管理控制和战略

决策四个层面的系统应用。例如，电子数据处理（ＥＤＰ）系统、前台电子收款机系

统（ＰＯＳ）、后 台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ＭＩＳ）、电 子 订 货 系 统 （ＥＯＳ）、电 子 转 账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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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Ｔ）、电子数据交换（ＥＤＩ）系统、非支付型电子商务系统、支付型电子商务系

统、辅助决策支持系统（ＤＳＳ）、商业智能系统等等。物流信息管理基础技术，包

括条码与自动识别技术、ＧＰＳ定位技术、立体仓 库 技 术、ＥＤＩ技 术 及ＩＣ卡 数 据

采集技术等，主要用来实现数据的自动、快速、批量采集，满足业务处理层面的应

用需要，因而构成整个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应用这些技术所采集的数据

将用于业务的处理和满足决策的需要，例如在仓储管理中，出、入库数据用来更

新库存状态与统计商品库存等，并实现盘点处理；在零售业务中，ＰＯＳ终端采集

的商品条码信息用于后台信息管理系统的查询并作为自动订货系统的输入；在

运输管理中，ＧＰＳ所采集的数据用作车辆调度的决策分析依据。

２．２　自动数据采集与条码技术

２．２．１　条码技术概述

条码是由一组按一定编码规则排列的条、空符号，用以表示一定的字符、数

字及符号组成的信息。条码系统是由条码符号设计、制作及扫描阅读组成的自

动识别系统。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由美国的两位工程师研究出的并获得美国专利的用代码

表示食品项目及相应的自动识别设备，标志着条码的诞生。７０年代左右，条码

才得到真正的应用和发展。目前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已普遍使用条码技

术，并逐步渗透到许多技术领域。

１９７３年美国统一编码协会（简称 ＵＣＣ），建 立 了 ＵＰＣ条 码 系 统，实 现 了 该

码制标准化。同年，食品杂货业把 ＵＰＣ码作为该行业的通用标准码制，为条码

技术在商业流通销售领域里的广泛应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１９７４年Ｉｎｔｅｒ

ｍｅｃ公司的戴维·阿利尔博士研制出３９码，很快被美国国防部所采纳，作为军

用条码码制。３９码是第一个字母、数字式相结合的条码，后来广泛应用于工业

领域。

１９７６年在美国和加拿 大 超 级 市 场 上，ＵＰＣ码 的 成 功 应 用 给 人 们 以 很 大 的

鼓舞，尤其是欧洲人对此产生了极大兴趣。次年，欧洲共同体在 ＵＰＣ Ａ 码基

础上制定出欧洲物品 编 码 ＥＡＮ １３和 ＥＡＮ ８码，签 署 了“欧 洲 物 品 编 码 协

议”备忘录，并正式成立了欧洲物品编码协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ｇ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ＡＮ）。到了１９８１年，由于ＥＡＮ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组织，故改

名为“国际物品编码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ＡＮ）。

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习惯，至今仍称为 ＥＡＮ（后改为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日本从１９７４年开始着手建立ＰＯＳ系统，研究标准化以及信息输入方式、印

制技术等。并在ＥＡＮ 基础上，于１９７８年制定出日本物品编码ＪＡＮ。同年加入

了国际物品编码协会，开始进行厂家登记注册，并全面转入条码技术及其系列产

品的开发工作，１０年之后成为 ＥＡＮ 最大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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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人们围绕提高条码符号的信息密度，开展了多项

研究。１２８码和９３码就是其中的研究成果。１２８码于１９８１年被推 荐 使 用，而

９３码于１９８２年使用。这两种码的优点是条码符号密度比３９码高出近３０％。

随着条码技术的发展，条形码码制种类不断增加，因而标准化问题显得很突出。

为 此，先 后 制 定 了 军 用 标 准 １１８９、交 插 ２５ 码、３９ 码 和 库 德 巴 码 ＡＮＳＩ标 准

ＭＨ１０．８Ｍ等等。同时一些行业也开始建立行业标准，以适应发展需要。此后，

戴维·阿利尔又研制出４９码，这是一种非传统的条码符号，它比以往的条码符

号具有更高的密度（即二维条码的雏形）。接着特德·威廉斯（Ｔｅ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推

出１６Ｋ码，这是一种适用于激光扫描的码制。到１９９０年底为止，共有４０多种

条码码制，相应的自动识别设备和印刷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８０年代中

期开始，我国一些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及一些出口企业，把条码技术的研究和推

广应用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一些行业如图书、邮电、物资管理部门和外贸部门已

开始使用条码技术。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８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技术监督局成立

了“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该中心的任务是研究、推广条码技术，统一组织、开发、

协调、管理我国的条码工作。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生活国际化、文化国土化的资讯社会到来之时，

起源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研究于６０年代、应用于７０年代、普及于８０年代的条码

与条码技术及各种应用系统，引起世界流通领域里的大变革，正风靡世界。条码

作为一种可印制的计算机语言，未来学家称之为“计算机文化”。９０年代的国际

流通领域将条码誉为商品进入国际计算机市场的“身份证”，使全世界对它刮目

相看。印刷在商品外包装上的条码，像一条条经济信息纽带将世界各地的生产

制造商、出口商、批发商、零售商和顾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条条纽带，一经

与ＥＤＩ系统相联，便形成多项、多元的信息网，各种商品的相关信息犹如投入了

一个无形的永不停息的自动导向传送机构，流向世界各地，活跃在世界商品流通

领域。

总体上讲，条码及其技术的应用有如下优越性：

①可靠准确。根据有关资料，键盘输入平均每３００个字符一个错误，而条码

输入平均每１５０００个字符一个错误。如果加上校验位，条码的出错率是千万分

之一。

②数据输入速度快。键盘输入，一个每分钟打９０个字的打字员１．６秒可输

入１２个字符或字符串，而使用条码做同样的工作只需０．３秒，速度提高了５倍。

③经济便宜。与其它自动化识别技术相比较，推广应用条码技术，所需费用

较低。

④灵活实用。条码符号作为一种识别手段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和有关设

备组成识别系统实现自动化识别，还可和其它控制设备联系起来实现整个系统

的自动化管理。同时，在没有自动识别设备时，也可实现手工键盘输入。

⑤自由度大。识别装置与条码标签相对位置的自由度比较大。条码通常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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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维方向上表达信息，而同一条码上所表示的信息完全相同并且连续，这样即

使是标签有部分欠缺，仍可以从正常部分输入正确的信息。

⑥设备简单。条码符号识别设备的结构简单，操作容易，无需专门训练。

⑦易于制作。条码可印刷，称作为“可印刷的计算机语言”。条码标签易于

制作，对印刷技术设备和材料无特殊要求。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条码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物流中的物品进

行标识和描述的方法，借助自动识别技术、ＰＯＳ系 统、ＥＤＩ等 现 代 技 术 手 段，企

业可以随时了解有关产品在供应链上的位置，并即时做出反应。当今在欧美等

发达国家兴起的 ＥＣＲ、ＱＲ、自动连续补货（ＡＣＥＰ）等供应链管理策略，都离不开

条码技术的应用。条码是实现ＰＯＳ系统、ＥＤＩ、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的技术基

础，是物流管理现代化、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的重要技术手段。

２．２．２　条码的分类与选择

１．条码的分类

根据编码方式的不同，条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１）一维条码

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条码种类有 ＥＡＮ／ＵＰＣ码（商品条码，用于在世界

范围内唯一标识一种商品，在超市中最常见的就是这种条码）、Ｃｏｄｅ３９码（可表

示数字和字 母，在 管 理 领 域 应 用 最 广）、ＩＴＦ２５码（在 物 流 管 理 中 应 用 较 多）、

Ｃｏｄｅｂａｒ码（多用于医疗、图书领域）、Ｃｏｄｅ９３码、Ｃｏｄｅ１２８码等。其中，ＥＡＮ 码

是当今世界上广 为 使 用 的 商 品 条 码，已 成 为 电 子 数 据 交 换（ＥＤＩ）的 基 础；ＵＰ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ｏｄｅ）码主要在美 国 和 加 拿 大 使 用。在 各 类 条 码 应 用 系 统

中，Ｃｏｄｅ３９码因其可采用数字与字母共同组成的方式而在各行业内部管理上

被广泛使用；在血库、图书馆和照相馆的业务中，Ｃｏｄｅｂａｒ码也被广泛使用。

① ＥＡＮ 商品条码

ＥＡＮ 条码是在吸取 ＵＰＣ码的经验基础上而确立的物品标识符号。迄今为

止，使用 ＥＡＮ 条码的协会成员国已有数十个，除欧洲外，亚洲许多国家也使用

此码，我国于１９９１年７月参加该协会。

由于国际上存在这两种编码系统，因此，我国产品销往美国、加拿大应使用

ＵＰＣ码，而出口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则需使用 ＥＡＮ 码。

ＥＡＮ 码由代表１２位数字的产品代码和１位校验码组成。产品代码的前３
位为国别码，中间４位数字为制造商号，后５位数字为产品代码。ＥＡＮ 码的国

别码由ＥＡＮ 总部分配管理，我国的国别代码为６９０。制造商号代码由 ＥＡＮ 在

各国的分支机构分配管理。我国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统一分配企业代码。产

品代码由制造商根据规定自己编制。其实例如图２ ４所示。

② Ｃｏｄｅ３９条码

３９码是１９７４年发明的条码系统，是一种可以供使用者双向扫描的分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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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４　ＥＡＮ码示意图

条码，即相邻两个条码间必须包含一个无任何意义的空白，且具有对数字或字母

的支持，故应用比一般的一维条码广泛。它最大的优点是码数没有强制的限定，

可用大写英文字母，且校验码可以忽略不计。

标准的３９码由起始安全位、起始码、资料码、可忽略不计的校验码、终止安

全位及终止码所构成。以Ｚ１３５＋为例，其所编成的３９码如图２ ５所示。

图２ ５　３９码示意图

③ Ｃｏｄｅ１２８条码

１２８码最初是在１９８１年推出，是一种长度可变、连续的字母与数字混合条

码。与其它条码比起来，１２８码较为复杂，而其所能支持的字符也较其它一维条

码多，并且可以与 其 它 编 码 方 式 混 合 使 用，故 而 应 用 弹 性 较 大。１２８码 由 起 始

码、资料码、终止码、校验码四部分组成，其中校验码是可选的。其实例如图２ ６
所示。

图２ ６　１２８码示意图

１２８码具有下列特性：

 具有 Ａ、Ｂ、Ｃ三种不同的编码类型，可提供标准 ＡＳＣＩＩ中１２８个字符的

编码使用；

 允许双向的扫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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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自行决定是否加上校验码；

 条码长度可以自由调整，但包括起始码和终止码在内不可超过２３２个字

符；

 同一个１２８码，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编码。由 Ａ、Ｂ、Ｃ三种不同的编码

规则互换可以扩大字符选择的范围，也可以缩短编码的长度。

④ ＥＡＮ １２８码

目前所推行的１２８码是 ＥＡＮ １２８码，ＥＡＮ １２８码是根据 ＥＡＮ／ＵＣＣ

１２８码定义标准将资料转换成条码符号，并采用１２８码逻辑，具有完整性、紧密

性、连接性及高可靠度的特性。识别范围主要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些辅助性的、且

易变动的信息，如生产日期、批号、计量等，可应用于货运标签、便携式数据库、连

续性数据段、物流配送标签等。ＥＡＮ １２８码的构成实例如图２ ７所示。

图２ ７　ＥＡＮ １２８码示意图

其各个标志位含义如表２ １所示。

表２ １　ＥＡＮ—１２８码的编码规则说明

代号 类别 长度 说　　明

Ａ 应用识别码 １８
００代表其后数据 内 容 为 运 输 容 器 编

号，为固定１８位数字

Ｂ 包装形态指示码 １ ３代表无定义的包装指示码

Ｃ 前置码与公司码 ７ 代表 ＥＡＮ前置码与公司码

Ｄ 自行编订序号 ９ 由公司指定序号

Ｅ 校验码 １ 校验码

Ｆ 应用识别码
４２０代表其后数 据 为 配 送 邮 政 码，应

用于仅有一邮政局

Ｇ 配送邮政码 代表配送邮政码

⑤ 交插２５码

交插２５码又称ＩＴＦ２５码，只能表示数字０～９，可变长度，为连续性条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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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形与空都表示代码，第一个数字由条开始，第二个数字由空组成，空白区比

窄条宽１０倍。其实例如 图２ ８所 示。该 条 码 主 要 应 用 于 商 品 批 发、仓 库、机

场、生产／包装识别、工业生产中。条码的识读率高，可适用于固定扫描器，在所

有一维条码中该条码的密度最高。

图２ ８　交插２５码示意图

⑥ 常用一维条码的对比分析

常用一维条码的对比分析如表２ ２所示。

表２ ２　常用一维条码的各项指标比较

类别／项目Ｃｏｄｅ３９ Ｃｏｄｅｂａｒ Ｃｏｄｅ１２８ 交插２５码 ＥＡＮ ＵＰＣ

支 持 符

号

数 字 与 字

符
数字与字符 数字与字符 数字 数字 数字

码义

０～９，Ａ～

Ｚ，－ ＄ ／

＋ ％

０～９，－ ＄ ／

＋ ％
ＡＳＣＩＩ码 ０～９ ０～９ ０～９

起始码  ａ，ｂ，ｃ，ｄ Ａ，Ｂ，Ｃ －１０１ －１０１ 分 Ａ，Ｄ，Ｅ型

终止码  ａ，ｂ，ｃ，ｄ Ａ，Ｂ，Ｃ －１０１ －１０１ 分 Ａ，Ｄ，Ｅ型

码长 不限 最多３２码 最多３２码 不限长度但需偶数 ８，１３ ６，１２，１７

校验码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上市年 １９７４年 １９７７年 １９８１年 １９７２年 １９７７年 １９７３年

应 用 领

域

汽 车 业，工

业界
图书馆，血库

工 业，库 存 管

理，运输配送

仓储，产 品 识 别，包

装 识 别，一 般 工 业

与汽车业

流通业
零售 业，包 装

业

优点

码 长 不 限；

可 支 持 字

符

起始、终 止 码 共

四种变化

编 码 方 式 灵 活

且长度较短

交错编 码 节 省 卷 标

空间

世 界 流 通

且 编 码 不

重复

流 通 条 码 始

祖

缺点
编 码 密 度

低、占空间

市 场 使 用 率 较

不普遍

校 验 码 运 算 方

式较复杂
仅支持数字数据

码 数 固 定

且 只 支 持

数字数据

已 渐 渐 被

ＥＡＮ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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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二维条码

一维条码所携带的信息量有限，如商品上的条码仅能容纳１３位（ＥＡＮ １３
码）阿拉伯数字，更多的信息只能依赖商品数据库的支持，离开了预先建立的数

据库，这种条码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条码的应用范围。基

于这个原因，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发明了二维条码。二维条码除了具有一维条码

的优点外，同时还有信息量大、可靠性高、保密防伪性强等优点。

目前二 维 条 码 主 要 有 ＰＤＦ４１７码、Ｃｏｄｅ４９码、Ｃｏｄｅ１６Ｋ 码、ＤａｔａＭａｔｒｉｘ
码、ＭａｘｉＣｏｄｅ码等，主要分为堆积或层排式和棋盘或矩阵式两大类。

二维条码作为一种新的信息存储和传递技术，从诞生之时就受到了国际社

会的广泛关注。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已应用在国防、公共安全、交通运输、医疗保

健、工业、商业、金融、海关及政府管理等多个领域。

二维条码依靠其庞大的信息携带量，能够把过去使用一维条码时存储于后

台数据库中的信息包含在条码中，可以直接通过阅读条码得到相应的信息，并且

二维条码还有错误修正技术及防伪功能，增加了数据的安全性。二维条码可把

照片、指纹编制于其中，可有效地解决证件的可阅读和防伪问题，因此，可广泛应

用于护照、身份证、行车证、军人证、健康证、保险卡等。美国亚利桑纳州等１０多

个州的驾驶证、美国军人证、军人医疗证等在几年前就已采用了 ＰＤＦ４１７技术，

将证件上的个人信息及照片编在二维条码中，不但可以实现身份证的自动识读，

而且可以有效地防止伪冒证件事件发生。菲律宾、埃及、巴林等许多国家也已在

身份证或驾驶证上采用了二维条码，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上也采用了二维

条码技术。另外，在海关报关单、长途货运单、税务报表、保险登记表上也都有使

用二维条码技术来解决数据输入及防止伪造、删改表格的例子。在我国部分地

区，注册会计师证和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 等 方 面，二 维 条 码 也 得 到 了 初 步 的 应

用。

２．条码码制的选择

用户在设计自己的条 码 应 用 系 统 时，码 制 的 选 择 是 一 项 十 分 重 要 的 内 容。

合适的码制选择会使条码应用系统充分发挥其快速、准确、成本低等优势，达到

事半功倍的目的，不合适的选择则会使自己的条码应用系统丧失其优点，有时甚

至导致相反的结果。影响码制选择的因素很多，如识读设备的精度、识读范围、

印刷条件及条码字符集中包含的字符个 数 等。在 码 制 选 择 中 通 常 遵 循 以 下 原

则：

（１）优先选用已制定为国家标准的码制

必须优先从国家（或 国 际）标 准 中 选 择 码 制。例 如 通 用 商 品 条 码（ＥＡＮ 条

码），它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通用的条码。所 以 我 们 在 自 己 的 商 品 上 印 制 条 码

时，最好选用 ＵＰＣ／ＥＡＮ 码制，否则在应用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为了实现信息交换与资源共享，对于已制定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条码，应该严格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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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合适的国家标准供选择时，需参考一些国外的应用经验。有些码制

是为满足特定场合实际需求而设计的，像 Ｃｏｄｅｂａｒ条码，它起源于图书馆行业，

发展于医疗卫生系统。国外的图书情报、医疗卫生领域大都采用 Ｃｏｄｅｂａｒ条码，

并形成一套行业规范，所以在图书情报和医疗卫生系统最好选用 Ｃｏｄｅｂａｒ条码。

（２）条码字符集

条码字符集的大小是衡量一种码制优劣的重要标志。码制设计者在设计码

制时往往希望自己的码制具有尽可能大的字符集和尽可能少的替代错误，但这

两点是很难同时满足的。因为在选择每种码制的条码字符构成形式时需要考虑

自校验等因素。每一种码制都有特定的条码字符集，所以用户自己系统中所需

代码字符必须包含在要选择的码制的字符集中。比如用户代码为“５Ｓ１２ＢＣ”，可

以选择３９码，但不能选择Ｃｏｄｅｂａｒ条码。

（３）印刷面积与印刷条件

当印刷 面 积 较 大 时，可 选 择 密 度 低、易 实 现 印 刷 精 度 的 条 码，如２５码、３９
码；反之若印刷条件允许，可选择密度较高的条码，如 Ｃｏｄｅｂａｒ条码。当印刷条

件较好时，可选择高密度条码，反之则选择低密度条码。一般说来，谈到某种码

制的密度高低是针对该种码制的最高密度而言的，因而每一种码制都可做成不

同密度的条码符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码制之间或一种码制的不同密度之间

进行综合考虑，使自己的码制选择、密度选择更科学、更合理，以充分发挥条码应

用系统的优越性。

（４）识读设备

每一种识读设备都有自己的识读范围，有的可同时识读多种码制，有的只能

识读一种或几种，所以当用户在现有识读设备的前提下选择码制时，必须考虑这

一问题。另外，在各种识读设备中，有的分辨率高一点，有的低一点，用户在选择

码制时也应加以考虑，以便与自己的现有设备相匹配。

（５）尽量选择常用码制

即使用户所涉及的条码应用系统是封闭系统，考虑到设备的兼容性和将来

系统的扩展性，最好还是选择常用码制。当然对于一些保密系统，用户可以选择

自己设计的码制。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个条码系统，在选择码制时，都不能顾此失彼，需根据

以上原则综合考虑、择优选择，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２．２．３　条码阅读器的分类与选择

１ 条码阅读器的分类

条码阅读器是用于读取条码所包含的信息的设备。条码阅读器的结构通常

包括以下几部分：光源、接收装置、光电转换部件、译码电路、计算机接口。它们

的基本工作原理为：由光源发出的光线经过光学系统照射到条码符号上面，被反

射回来的光经过光学系统成像在光电转换器上，使之产生电信号，信号经过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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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后产生一模拟电压，它与照射到条码符号上被反射回来的光成正比，再经过

滤波、整形，形成与模拟信号对应的方波信号，经译码器解释为计算机可以直接

接受的数字信号。

普通的条码阅读器通常有以下三种形式：光笔、ＣＣＤ、激光枪，它们都有各自

的优缺点，没有一种阅读器能够在所有方面都具有优势。下面分别讨论每一种

阅读器的工作原理和优缺点。

（１）光笔的工作原理

光笔是最先出现的一种手持接触式条码阅读器，它也是最为经济的一种条

码阅读器。

使用时，操作者需将光笔接触到条码表面，通过光笔的镜头发出一个很小的

光点，当这个光点从左到右划过条码时，在条码“空”部分，光线被反射，“条”的部

分，光线将被吸收，因此在光笔内部产生一个变化的电压，这个电压通过放大、整

形后用于译码。

（２）ＣＣＤ阅读器的工作原理

ＣＣＤ为电子耦合器件（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ｅｖｉｃｅ），比较适合近距离和接触阅

读，它的价格没有激光阅读器贵，而且内部没有移动部件。

ＣＣＤ阅读器使用一个或多个 ＬＥＤ，发出的光线能够覆盖整个条码，条码的

图像被传到一排光探测器上，被每个单独的光电二极管采样，由邻近的探测器的

探测结果为“黑”或“白”区分每一个“条”或“空”，从而确定条码的字符。简言之，

ＣＣＤ阅读器通过阅读条码的整个部分，将其转换成可以译码的电信号。

ＣＣＤ的优点是价格较便宜，但阅读条码的密度广泛，容易使用。它的重量

比激光枪轻，而且不象光笔一样只能接触阅读。

ＣＣＤ的缺点主要为：它的局限在于其阅读景深和阅读宽度。在需要阅读印

在弧型表面的条码（如饮料罐）时会有困难；在一些需要远距离阅读的场合，如仓

库领域，也不是很适合；ＣＣＤ 的防摔性能较差，因此产生的故障率较高；在所要

阅读的条码比较宽时，ＣＣＤ也不是很好的选择，信息很长或密度很低的条码很

容易超出扫描头的阅读范围，导致条码不可读；而且某些采取多个 ＬＥＤ 的条码

阅读器中，任意一个ＬＥＤ故障都会导致不能阅读；大部分ＣＣＤ阅读器的首读成

功率较低且误码几率高。

（３）激光枪的工作原理

激光枪是各种扫描器中价格相对较高的，但它所能提供的各项功能指标最

高，因此在各个行业中都被广泛采用。

激光枪扫描器分为手持与固定两种形式：手持式激光枪连接方便、简单，使

用灵活；固定式激光扫描器适用于阅读量较大、条码较小的场合，有效解放双手

工作。

激光枪的基本工作原理为：手持式激光扫描器通过一个激光二极管发出一

束光线，照射到一个旋转的棱镜或来回摆动的镜子上，反射后的光线穿过阅读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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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到条码表面，光线经过“条”或“空”的反射后返回阅读器，由一个镜子进行采

集、聚焦，通过光电转换器转换成电信号，该信号将通过扫描器或终端上的译码

软件进行译码。

激光枪的优点是：它可以很杰出地用于非接触扫描。通常情况下，在阅读距

离超过３０ｃｍ 时激光阅读器是唯一的选择。激光枪阅读条码的密度范围广，并

可以阅读不规则的条码表面或透过玻璃或透明胶纸阅读。因为是非接触阅读，

因此不会损坏条码标签。因为有较先进的阅读及解码系统，首读识别成功率高，

识别速度比光笔及 ＣＣＤ更快，而且对印刷质量不好或模糊的条码识别效果好，

误码率极低（仅约为三百万分之一）。激光阅读器的防震防摔性能好，如Ｓｙｍｂｏｌ

ＬＳ４０００系列具有１．５米水泥地防摔性能。

激光枪的唯一缺点是它的价格相对较高。但如果从购买费用与使用费用的

总和计算，它与ＣＣＤ阅读器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表２ ３为几种条码阅读器的对比的合格分析。

表２ ３　几种条码阅读器的对比分析

阅读器

类别
优点 缺点 适用范围 价格水平

光笔 最为经济 阅读范围小 接触阅读 中等

ＣＣＤ 阅

读器

价格低

重量轻

阅读条码的 密

度广泛

防摔性能较差

故障率较高

首读识别成功

率低

近距离和接 触

阅读
最低

激 光 扫

描器

密度范围广

首读识别成 功

率高

识别速度最快

价格相对较高

非 接 触 扫 描；

在阅读距离 超

过 ３０ｃｍ 时 激

光阅读器是 唯

一的选择

高

２．条码阅读器的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条码阅读器是一个综合问题。目前，国际上从事条码技术产

品开发的厂家很多，提供给用户选择的条码阅读器种类也很多。一般来说，开发

条码应用系统时，选择条码阅读器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１）适用范围

条码技术应用在不同的场合，应选择不同的条码阅读器。例如开发条码仓

库管理系统时，往往需要在仓库内清点货物，相应要求条码阅读器能方便携带，

并能把清点的信息暂存下来，而不局限于在计算机前使用。因此，选用便携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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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阅读器较为合适。这种阅读器可随时将采集到的信息供计算机分析处理。在

生产线上使用条码采集信息时，一般需要在生产线的某些固定位置安装条码阅

读器，而且生产线上的零部件与条码阅读器保持一定距离。在这种场合，选择非

接触固定式条码阅读器比较合适，如固定式激光枪。在会议管理系统和企业考

勤系统中，可选用卡槽式条码阅读器，需要签到登记的人员将印有条码的证件刷

过阅读器卡槽，阅读器便自动扫描并给出阅读成功信号，从而实现自动签到。当

然，对于一些专用场合，还可以开发专用条码阅读装置以满足需要。

（２）译码范围

译码范围是选择条码阅读器的又一个重要指标。目前，各家生产的条码阅

读器其译码范围有很大差别，有些阅读器可识别几种码制，而有些阅读器可以识

别十几种码制。正如上一节中介绍的那样，开发某一条码应用系统应选择对应

的码制，同时在为该系统配置条码阅读器时，要求阅读器具有正确识读码制符号

的功能。例如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常常采用 ＵＰＣ／ＥＡＮ 码。因此，开 发 商 场 管

理系统时，选择的阅读器应能阅读 ＵＰＣ／ＥＡＮ 码。在血源、血库管理系统中，医

生工作证、献血证、血袋标签及化验试管标签上都标有条码，工作证和血袋标签

上可选用Ｃｏｄｅｂａｒ条码或３９码，而化验试管由于直径小，应选用高密度的条码，

如交插２５码。这样的管理系统配置阅读器时，要求阅读器既能阅读 Ｃｏｄｅｂａｒ条

码也能阅读交插２５码。在邮电系统内，我国目前使用交插２５码，选择阅读器时

应保证阅读器能正确阅读码制的符号。一般说来，作为商品出售的条码阅读器

都有一个阅读几种码制的指标，选择时应注意是否能满足要求。

（３）接口功能

阅读器的接口能力是评价阅读器功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阅读器选择中

重点考虑的内容。目前，条码技术的应用领域很多，计算机的种类也很多。开发

应用系统时，一般是先确定硬件系统环境，而后选择适合该环境的条码阅读器。

这就要求所选阅读器的接口方式符合该环境的整体要求。通常条码阅读器的接

口方式有如下两种：

①串行通信。当使用中小型计算机系统，或者数据采集地点与计算机之间

的距离较远时，可通过串行口实现条码阅读器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由于计算

机机型、系统配置的差别，串行口数据通信的协议也不同，因此所选阅读器应具

有通信参数设置功能。

②键盘仿真。这是一种通过计算机的键盘口将阅读器采集到的条码信息输

送给计算机的接口方式，也是一种常用的方式。计算机终端的键盘也有多种形

式。因此，如果选择键盘仿真方式，应注意应用系统中计算机的类型，同时注意

所选阅读器是否能与计算机匹配。

（４）对首读率的要求

首读率是条码阅读器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它与条码符号印刷质量、译码器的

设计和光电扫描器的性能均有一定关系。在某些应用领域可采用手持式条码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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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器由人来控制对条码符号的重复扫描，这时对首读率要求不太严格，它只是工

作效率的量度。而在工业生产、自动化仓库等应用中，则要求有更高的首读率。

条码符号载体在自动生产线或传送带上移动，并且只有一次采集数据的机会，如

果首读率不能达到１００％，将会发生数据丢失现象，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在

这些应用领域中要选用高首读率的条码阅读器，如激光扫描器等。

（５）条码符号长度的影响

条码符号长度是选择阅读器时应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有些光电扫描器由于

制造技术的影响，规定了最大扫描长度，如ＣＣＤ扫描器、移动光束扫描器等均有

此限制。有些应用系统中，条码符号的长度是随机变化的，如图书的索引、商品

包装上条码符号长度等。因此，在变长度的应用领域中，选择条码阅读器要注意

条码符号长度的影响。

（６）阅读器的价格

选择阅读器时，价格也是应关心的一个问题。阅读器由于其功能的不同，价

格也不一致，因此在选择阅读器时，要注意产品的性能价格比，应以满足应用系

统要求且价格较低为选择原则。

（７）特殊功能

有些应用系统由于使 用 场 合 的 特 殊 性，对 条 码 阅 读 器 的 功 能 有 特 殊 要 求。

如会议管理系统，会议代表需从几个入口处进入会场，签到时，不可能在每个入

口处放一台计算机，这时就需要将几台阅读器连接到一台计算机上，使各入口处

阅读器采集到的信息送给同一台计算机，因此要求阅读器具有联网功能，以保证

计算机准确接受信息并及时处理。当应用系统对条码阅读器有特殊要求时，应

进行特殊选择。

２．２．４　条码管理系统的组成及计算机系统配置

１．计算机系统配置

开发条码管理信息系统时，选择什么样的计算机网络最为合适呢？目前在

市场上作为商品出售的计算机系统包括：单用户系统、微机多用户系统、网络系

统及中小型计算机系统。在众多 的 计 算 机 系 统 中，每 一 系 统 都 有 各 自 的 特 点。

下面通过对这几种计算机系统的分析和介绍，说明选择计算机系统时应注意的

问题。

（１）单用户系统

顾名思义，单用户系统即在某一时间内仅允许一个人使用的系统。微机的

单用户概念是相对多用户系统而言的。微 机 的 ＣＰＵ 不 能 共 享 使 用，它 仅 响 应

来自于操作人员发出的各种指令。这样的系统配置简单、成本低，适用于单台计

算机就能独立完成管理工作的场合。如会议管理系统中，利用一台计算机就可

以完成建立代表档案、代表成分分析、报到、会议签到、迟到处理及文件管理等项

工作。由于一般会议规模多在２０００人以内，需要处理的内容也不是很多，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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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计算机进行会议管理就能满足要求。因此，对这样的系统采用微机单用户系

统较为合适。

（２）微机多用户系统

多用户系统允许多个用户同时联机进入系统，根据自己的业务分工来完成

各种不同的工作。该类系统常选用奔腾主机（高性能ＰＣ）作为主机，以微机多用

户网卡连接多个终端作为工作站使用。每个工作站可以连接一台或多台条码阅

读器采集信息，终端将采集的信息及要处理的数据送给主机，主机对这些数据进

行处理后将结果回送给工作站，从而使系统正常工作。系统中所有的用户都可

以共享系统中的资源，而ＣＰＵ 则把这些用户作为多个任务来管理，这种技术称

为分时系统。在多用户系统中，ＣＰＵ 能有效地控制着系统中资源的利用和程序

的运行，而系统访问安全规范仅允许已被认可的用户联机，文件访问安全规范可

以有效地保证文件的安全性。系统打印机以假脱机的方式为各用户共享使用。

由于对系统资源的充分共享，使各部件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同时，这样的系统

价格相对中小型计算机便宜很多，只不过当用户数量较多时响应时间会明显延

长。

（３）微机网络系统

这里所说的微机网络系统就是通常所说的局域网（ＬＡＮ）系统。由于微 机

网络系统的各个工作站都是由微机来担任的，所以它具备单用户系统所特有的

单机处理功能，同时它作为网络系统，又允许一系列的资源（如磁盘、打印机及数

据）可以共享使用，即它具备多用户系统的管理能力。

在微机网络系统中，各个工作站是由一条专用电缆———高速数据传输通道

连接到一起的。这条高速数据传输通道是所有用户共享使用的资源。通常将用

于管理和存储公用数据和软件的专用计算机称为文件服务器。文件服务器是网

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硬盘由网上的用户共享使用。网络操作系统装入文件服

务器，管理网络各工作站之间的通信，并为用户提供文件和打印的支持。在一个

微机网络系统中，经过数据通信线路，从文件服务器装入应用程序到自己的工作

站内存区域中，数据保留在文件服务器的磁盘上，程序由工作站 ＣＰＵ 执行。当

程序需要数据时，它向文件服务器发出请求，然后从文件服务器读取，经电缆传

送到工作站。微机网络系统除能进行数据 通 信 和 具 有 处 理 速 度 极 快 的 优 点 之

外，还可为用户提供很强的网络功能，如远程通信、邮件服务，具有很强的网络扩

充能力。因此，这种网络广泛用于计算机管理的许多部门。

在血源、血库管理系统中，血源登记、化验、采血、血库流通及血库统计等环

节，都需要设工作站来完成数据采集与处理。为实现血源统一管理、保证血液质

量，建立各采血单位之间的远程通信，采用微机网络系统是非常适合的。

（４）中小型计算机系统

该系统具有运算速度快、存储容量大、可配置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站的优

点，还具有与微型计算机联网等功能，从而构成了功能较强的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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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系统具有上述特点，很适合有大量数据查询、处理及存储的场合。例

如，藏书量在１００万册以上的图书馆，由于信息处理量大，使用微机系统时，其处

理时间长得使人们难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用中小型计算机系统才能

满足用户的要求。当然，这样的系统由于价格昂贵，选择时受到一定的限制。

２．条码应用系统的组成

（１）数据源

标志着客观事物的符号集合，是反映客观事物原始状态的依据，其准确性直

接影响着系统处理的结果。因此，完整准确的数据源是正确决策的基础。在条

码应用系统中，数据源是用条码表示的，如图书管理中图书的编号、读者编号、商

场管理中货物的代码等。在特定的系统中，选择使用不同的码制是非常重要的。

（２）条码阅读器

它是条码应用系统的数据采集设备，它可以快速准确地捕获到条码表示的

数据源，并将这一数据送给计算机处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其运算速度、

存储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计算机的数据输入却成为发挥其潜力的一个主要

障碍，条码阅读器的出现较好地解决了计算机输入中的“瓶颈”问题，大大提高了

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实用性。

（３）计算机

它是条码应用系统中的数据存储和处理设备。由于计算机存储容量大、运

算速度快，使得许多繁杂的数据处理工作变得方便、迅速、及时。计算机用于管

理，可以大幅度减轻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在某些方面还可以完成

手工无法完成的工作。条码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结合，使得应用系统从数据采

集到处理分析，构成了一个强大、协调的体系。

（４）应用软件

应用软件是条码应用 系 统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它 是 以 系 统 软 件 为 基

础，为解决各类实际问题而编制的各种应用程序。它一般用高级语言编写，把要

处理的数据组织在各个数据文件中，由操作系统控制各个应用程序的执行，并自

动对数据文件进行各种操作。

在条码管理系统中，应用软件应包括以下功能：

①定义数据库。包括全局逻辑数据结构定义、局部逻辑结构定义、存储结构

定义及信息格式定义。

②管理数据库。包括对整个数据库系统运行的控制，数据存取、增删、检索、

修改等的操作管理。

③建立和维护数据库。包括数据库的建立、数据库更新、数据库再组织、数

据恢复及性能监测等。

④数据通信。具备与操 作 系 统 的 联 系 处 理 能 力 和 远 程 数 据 输 入 与 处 理 能

力。信息输出则是把数据经过计算机处理后得到的信息以文件、表格或者图形

的方式输出，供管理者及时、准确地掌握这些信息，制定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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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条码系统的应用实例

在各种条码自动 识 别 系 统 中，ＰＯＳ系 统 是 典 型 的 应 用 系 统。下 面 对 ＰＯＳ
系统作一介绍。

ＰＯＳ（ＰｏｉｎｔｏｆＳａｌｅ）系统又称为销售时点系统，它是利用现金收款机作为终

端机与主机相连，并借助条码阅读器设备为计算机录入商品信息。当带有条码

符号的商品经过结算台扫描时，商品条码所表示的信息被录入到计算机，计算机

从数据库文件中查询到该商品的名称、价格等，并经过数据处理，打印出收款收

据清单。

一个ＰＯＳ系统可由前台、后台的若干个子系统组成。其中，前台的收银机

集个人电脑和译码器为一身，既能自动识别条码符号，又能进行数据处理，打印

出购物清单。购物清单包括商品名称、价格、数量、总金额以及日期等，顾客可将

其作为购物收据。后台系统中的计算机是用作数据综合处理的，为此在计算机

中要事先建立数据库。数据库中主要是一些有关商品的文件，包括商场经营的

各类商品的代码、商品名称数量、当日价格、库存量以及当日销售累计等。收银

机与计算机相连作为终端机使用，大大加 强 了 系 统 的 功 能，不 但 可 进 行 汇 总 结

算，打印出购物收据、给出当日销售量和尚余库存量；而且根据销售终端的报告，

后台系统还可进行商品销售综合分析，及时地向经理人员提供市场动态，以便确

定下次订货计划，保证了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ＰＯＳ系统中使用条 码 技 术，既

做到快速，又消除了不必要的误操作。ＰＯＳ系统的应用方式如图２ ９所示。

图２ ９　ＰＯＳ系统的应用实例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某商场销售店面的实时数据采集例子。在该商场中，采

用了基于无线网络技术的实时数据采集系统，帮助控制店面中存货的流动，有效

地把前台系统（ＰＯＳ）和后台系统结合起来，加快商品的流通速度，增强高度的营

运能力，同时跟踪和分析客户的购买模式。这里，通过扫描条码，从主机系统中

搜索对应商品的信息。基于条码技术进行管理的主要环节和内容体现在如下几

个方面：

（１）店面进货处理（进店控制）

主要包括自动搜索订单、核对到货商品数量和品种、控制进货的准确性、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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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确认、生成进货单、补货单等。

（２）店面退货处理（出店控制）

主要包括控制退货、出仓流程，自动搜索退货单，退货单核对等，其中退货单

核对是指核对退货单与出仓商品品种和数量等。

（３）盘点处理

主要包括实盘数量自动登记，实时运算盘盈、盘亏情况，检查商品在货架中

的摆放情况，加快盘点时间、自动通知同一商品在其它货架的情况，提高作业人

员进行实物盘点的效率。

（４）价格控制

零售业中竞争激烈，商品的价格变化速度很快，每个商场都在不断调整价格

来加强销售，吸引顾客购买。如沃尔玛超市推出“天天平价”的概念，所有店面的

商品价格总是在不断调整中。价格控制的过程是扫描商品条码，从主机中搜索

对应商品信息及其最新价格、通知价格标签生成、更新商品价格。

２．２．５　条码技术在物流与生产管理中的应用

首先，从企业生产的角度来讲，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多元化的要求，生产制造

从过去的大批量、单调品种的模式向小批量、多品种的模式转化，这给传统的手

工方式带来更大的压力。手工方式效率低，由于各个环节的统计数据的时间滞

后性，造成统计数据在时序上的混乱，无法进行整体的数据分析进而给管理决策

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利用条码技术，对企业的物流过程建立信息采集跟踪的

计算机管理系统，在物料准备、生产制造、仓储运输、市场销售、售后服务、质量控

制等诸多方面进行应用，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生产管理的水平。

１．物料管理

在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中，物料供应的不协调极大地影响了产品生产效率，杂

乱无序的物料仓库、复杂的生产备料及采购计划的无法有效执行几乎是每个企

业遇到的难题。这里，条码技术的应用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 通过将物料编码、打 印 条 码 标 签，便 于 物 料 数 据 采 集、实 现 物 料 跟 踪 管

理，有助于做到合理的物料库存准备，提高生产效率，合理运用企业资金，从而有

效地降低库存成本。

② 对需要进行标识的物料打印其条码标签，有助于在生产管理中对物料进

行单件跟踪，从而建立完整的产品档案。

③ 对采购的生产物料按照行业及企业规则建立统一的物料编码，有利于杜

绝因物料无序而导致的损失和混乱。通过编码，可以建立物料质量检验档案，产

生质量检验报告，与采购定单挂钩，建立对供应全过程的有效管理。

２．生产管理

① 在生产过程中，应用条码技术建立产品或部件的标识代码等，可以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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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采集生产测试数据和生产质量检查数据，进行产品完工检查，提高产品下

线合格率。

② 通过产品标识条码在生产线上对产品生产进行跟踪，并采集生产产品的

部件、检验等数据作为产品信息，建立产品档案。

③ 通过生产线上的信息采集点来采集生产控制的信息，监控生产过程及产

品流向，从而有序地安排生产计划。

３．仓库管理

① 根据货物的品名、型号、规格、产地、牌名、包装等划分货物品种，并且分

配唯一的标识编码，也就是“货号”。依据货号进行货物库存管理，并应用于仓库

的各种操作。

② 在仓库管理中 利 用 条 码 进 行 货 物 单 件 管 理，不 仅 管 理 各 品 种 货 物 的 库

存，而且还管理货物库存的具体每一单件。采用产品标识条码记录单件产品所

经过的状态，从而实现对单件产品的跟踪管理。

③ 仓库一般分为若干个库房，库房是仓库中独立和封闭的存货空间。每一

库房分若干个库位，库房内空间细分为库位能够更加明确定义存货空间。仓库

管理系统是按仓库的库位记录仓库货物库存，在产品入库时将库位条码号与产

品条码号一一对应，在出库时按照库位货物的库存时间可以实现先进先出或批

次管理。

④ 在仓库管理中采集货物单件信息，实时处理采集数据，掌握入库、出库、

移库、盘库信息，提高仓库操作的准确性，同时实时掌握库位信息，使仓库货物库

存更加准确。

⑤ 利用条码采集信息，了解货物运输状况，根据采集的单件信息及时发现

出入库的货物单件差错（入库重号、出库无货），并且提供差错处理。

４．市场销售链管理

① 通过在销售、配送过程中采集产品的单品条码信息，根据产品单件标识

条码记录产品的销售过程，完成 产 品 销 售 链 的 跟 踪 和 管 理。例 如，为 了 占 领 市

场、扩大销售，企业根据各地的消费水准不同，制订了各地不同的产品批发价格，

并规定限制区域销售。但是，有些违规的批发商以较低的地域价格名义取得产

品后，将产品在地域价格高的地方低价倾销，扰乱了市场，使企业的整体利益受

到了极大的损害。由于缺乏真实、全面、可靠、快速的事实数据，企业虽然知道这

种现象存在，但对违规的批发商也无能为力。为保证销售政策有效实施，必须能

够跟踪向批发商销售的产品品种或产品单件信息。此时，应用条码管理就能够

发挥积极的作用。

② 使用条码系统快速准确地记录在途商品的信息，对在途库存商品进行跟

踪和管理。在途商品包括利用铁路货车、卡车、轮船或者飞机等工具进行运输的

商品，例如在通用汽车公司，有时候一天当中处于在途的汽车可以达到２３７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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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而埃克森石油产品有６个月的在途时间，由此可见加强在途库存的有效管理

对于企业降低成本是极其重要的。

５．产品售后跟踪服务

通过产品的售后服务信息采集与跟踪，为企业产品售后保修服务提供了依

据，同时能够有效地控制售后服务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销售产品重要部件被更

换而造成保修损失，销售商虚假的修理报表等。

① 根据产品标识条码建立产品销售档案，记录产品信息、重要零部件信息。

② 通过产品上的条码进行售后维修产品检查，检查产品是否符合维修条件

和维修范围，建立产品售后维修档案。同时分析其零部件的情况，建立维修零部

件档案。

③ 通过产品标识条码反馈产品售后维修记录，对产品维修点实施监督，记

录统计维修原因，强化对产品维修的过程管理。

总之，应用条码技术对上述各个环节的物料信息、产品信息进行采集，为企

业完成产品质量管理和控制以及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２．３　ＧＰＳ卫星定位技术及其应用

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已经成为新世纪的主要

特征。企业电子商务的崛起，ＢｔｏＢ、ＢｔｏＣ的发展，分销渠道的进一步整合和

供应链管理的出现，使得物流配送越来越成为众多商家关注的焦点。这就要求

物流配送企业能够向客户提供全面的配送解决方案。但从我国目前物流配送企

业的整体水平来看，不仅物流管理水平与国外相差甚远，而且在基础装备和先进

技术的应用方面，也存在投资严重不足、技术引进缓慢的问题。

据中国仓储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车辆运营的空载率约为４５％左右。

造成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物流配送企业无法准确知道运行车辆的具体

位置，而且无法与司机随时随地地保持联 系，因 此 不 能 为 其 组 织 货 源 和 灵 活 配

货。同时，客户也不能及时了解货物配送过程的情况。过去，物流配送企业要进

行实时 跟 踪 货 物 是 极 其 困 难 的；而 现 在，随 着 通 信 技 术、互 联 网 的 发 展 和 ＧＰＳ
（全球定位系统）、ＧＩＳ（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广泛运用，物流配送企业和客户可

以通过局域网或互联网实时跟踪货物及运输车辆的状况，从而为物流配送企业

的高效率管理提供了基础。

２．３．１　ＧＰＳ技术及其发展概况

ＧＰ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简 称 ＧＰＳ）又 称 全 球 卫 星 定 位 系 统。

它是一种先进的导航技术，由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构成。发射装置由若干颗位

于地球卫星静止轨道、不同方位的导航卫 星 构 成，不 断 向 地 球 表 面 发 射 无 线 电

波。接收装置通常装在移动的目标（如车辆、船、飞机）上，接收装置接收不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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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导航卫星的定位信号，就可以计算出它当前的经纬度坐标，然后将其坐标信

息记录下来或发回监控中心。地面监控中心利用 ＧＰＳ技术可以实时监控车辆

等移动目标的位置，根据道路交通状况向移动目标发出实时调度指令。

ＧＰＳ最早是由美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在“子午仪卫星导航

定位”技术的基础上，美国发展了具有全球性、全能性（陆地、海洋、航空与航天）、

全天候优势的导航定位、定时、测速系统———ＧＰＳ，它由空间卫星系统、地面监控

系统、用户接收系统三大子系统构成。在发达国家，ＧＰＳ技术已经 被 众 多 跨 国

公司广泛应用于货物运输和物流配送之中，如零售巨人沃尔玛、国际物流巨头马

士基、速递公司 ＵＰＳ等等。目前，我国在 ＧＰＳ的应用方面还刚刚起步。

２．３．２　ＧＰＳ技术原理与系统组成

ＧＰＳ系统由三大部分组成：太空部分（卫星），控制部分（地面监控）和 用 户

部分（接收机和相关软件系统）。

１．太空部分

太空部分由２１颗通信卫星和三颗备用卫星组成。运行于地球上空２０２００

ｋｍ 的６个轨道面上。这些卫星在轨道上的分布状态使地球上的任何位置在任

意时刻都可以同时接受到至少６颗卫星的定位信号，这些卫星则不断地给全球

用户发送位置和时间的广播数据。每个 ＧＰＳ卫星都对应一组编号，它们有多种

编号，一般采用ＰＲＮ（卫星所采用的伪随机噪声码）编号。ＧＰＳ定位精度高低关

键在于高稳定度的频率标准，为此，每颗 ＧＰＳ卫星都设有两台铷原子钟和两台

铯原子钟用来提供这种高稳定频率。

２．控制部分

控制部分由分布在全球的由若干个跟踪站所组成的监控系统构成，其作用

是监测和控制卫星上设备的工作以及确保卫星沿预定轨道运行。同时，通过监

测每颗卫星的时间，求出其时钟之差，并发给卫星，卫星再通过导航电文发给用

户设备。根据作用的不同，这些跟踪站又被分为主控站、监控站和注入站。主控

站有一个，位于美国克罗拉多（Ｃｏｌｏｒａｄｏ）的法尔孔（Ｆａｌｃｏｎ）空军基地，它的作用

是根据各监控站对 ＧＰＳ的观测数据，计算出卫星的星历（描述卫星运动及其轨

道的参数）和卫星钟的改正参数等，并将这些数据通过注入站注入到卫星中去；

同时，它还对卫星进行控制，向卫星发布指令，当工作卫星出现故障时，调度备用

卫星，替代失效的工作卫星工作；另外，主控站也具有监控站的功能。监控站有

五个，除了主控站外，其它四个分别位于夏威夷（Ｈａｗａｉｉ）、阿松森群岛（Ａｓｃｅｎｃｉ

ｏｎ）、迭哥伽西亚（ＤｉｅｇｏＧａｒｃｉａ）、卡瓦加兰（Ｋｗａｊａｌｅｉｎ）。监控站的作 用 是 接 收

卫星信号、监测卫星的工作状态。注入站有三个，它们分别位于阿松森群岛、迭

哥伽西亚、卡瓦加兰，注入站的作用是将主控站计算出的卫星星历和卫星钟的改

正参数等注入到卫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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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用户部分

由 ＧＰＳ接收机、数据处理软件及相应的用户设备如计算机气象仪器等所组

成。它的作用是接收 ＧＰＳ卫星所发出的信号，利用这些信号进行导航定位等工

作。ＧＰＳ接收机可以捕获到按一定卫星高度截止角所选择的待测卫星的信号，

并跟踪这些卫星的运行，对所接收到的 ＧＰＳ信号进行变换、放大和处理，以便测

量出 ＧＰＳ信号从卫星到接收机天线的传播时间，解译出 ＧＰＳ卫星所发送的导

航电文，实时地计算出测站的三维位置，甚至三维速度和时间。以上这三个部分

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 ＧＰＳ系统。

由于卫星运行轨道、卫星时钟存在误差，大气对流层、电离层对信号的影响，

以及人为的ＳＡ 保护政策，使得民用 ＧＰＳ的定位精度只有１００ｍ。为提高定位

精度，普遍采用差分 ＧＰＳ（ＤＧＰＳ）技术，建立基准站（差分台）进行 ＧＰＳ观测，利

用已知的基准站精确坐标，与观测值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一个修正值，并对外发

布。接收机收到该修正值后，与自身的观测值进行比较，消去大部分误差，得到

一个比较准确的位置。实验表明，利用差分 ＧＰＳ，定位精度可提高到５ｍ。

２．３．３　ＧＰＳ的应用模式

随着ＧＰＳ技术的进步和接收机的迅速发展，ＧＰＳ在测量定位领域已得到了

较为广泛的应用。但是，针对不同的领域和用户的不同要求，需要采用的具体测

量方法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ＧＰＳ测量模式可分为静态测量和动态测量两种

模式，而静态测量模式又分常规静态测量模式和快速静态测量模式，动态测量模

式则分为准动态测量模式和实时动态测量模式，实时动态测量模式又分 ＤＧＰＳ
（实时差分测量）和 ＲＴＫ（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方式。ＧＰＳ各种模式分别介绍如

下：

１．常规静态测量

这种模式采用两台（或两台以上）ＧＰＳ接收机，分别安置在一条或数条基线

的两端，同步观测４颗以上卫星，每时段根据基线长度和测量等级观测４５ｍｉｎ
以上的时间。这种模式一般可以达到５ｍｍ＋１ｐｐｍ 的相对定位精度。常规静

态测量常用于建立全球性或国家级大地控制网，建立地壳运动监测网，进行岛屿

与大陆联测，建立钻井定位及精密工程控制网等。

２．快速静态测量

这种模式是在一个已知测站上安置一台 ＧＰＳ接收机作为基准站，连续跟踪

所有可见卫星。移动站接收机依次观测各待测测站，每个点上观测数分钟。这

种模式常用于控制网的建立及其加密、工程测量等。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要

求在观测时段内确保有５颗以上卫星可供观测，而且流动点与基准点相距应不

超过２０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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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准动态测量

这种测量模式又称为走走停停测量，适用于精度要求较低的场合。该模式

要求在一个已知测站（已知点）上安置一台 ＧＰＳ接收机作为基准站，连续跟踪所

有可见卫星。移动站接收机在进行初始化后依次到各待测测站，每测站观测几

个历元数据。这种方法不同于快速静态测量模式，除了观测时间长短不同之外，

它还要求移动站在移动过程中不能关机。

４．实时动态测量：ＤＧＰＳ和 ＲＴＫ
前面讲述的测量方法都是在采 集 完 数 据 后 用 特 定 的 后 台 处 理 软 件 进 行 处

理，然后才能得到精度较高的测量结果。而实时动态测量则是实时得到高精度

的测量结果。这种模式的具体方法是：在一个已知点上架设 ＧＰＳ基准站接收机

和数据链，连续跟踪所有可见卫星，并通过数据链向移动站发送数据。移动站接

收机通过移动站数据链接收基准站发射来的数据，并进行实时处理，从而得到移

动站的即时高精度位置。

ＤＧＰＳ（实时差分测量）精度为亚米级到米级，这 种 方 式 是 基 准 站 将 基 准 站

上测量得到的数据通过数据链传输到移动站，移动站接收后，自动进行运算，得

到经差分改正以后的坐标。

ＲＴＫ（载波相位差分技术）则是以载波相位观测量为根据的实时差分 ＧＰＳ
测量，它是 ＧＰＳ测量技术发展中的一个新突破。它的工作思路与 ＤＧＰＳ相似，

只不过是基准站将观测数据发送到移动站（而不是发射坐标数据），移动站接收

机再采用更先进的实时处理方法处理，从而得到精度比 ＤＧＰＳ高得多的实时测

量结果。这种方法的精度一般为２ｃｍ 左右。

２．３．４　ＧＰＳ在货物运输管理中的运用

目前，ＧＰＳ技术备受人们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ＧＰＳ的诸多功能在

物流领域的运用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尤其是在货物配送领域中。由于货物

配送过程是实物的空间位置转移过程，所以在货物配送过程中，对可能涉及到的

货物的运输、仓储、装卸、送递等处理环节，对各个环节涉及的问题如运输路线的

选择、仓库位置的选择、仓库的容量设置、合理装卸策略、运输车辆的调度和投递

路线的选择，都可以通过运用 ＧＰＳ的导航功能、车辆跟踪、信息查询等功能进行

有效的管理和决策分析，这无疑将有助于配送企业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降低消

耗、提高效率。具体来看，目前 ＧＰＳ在货物配送中主要发挥着如下的作用。

１．导航功能

三维导航既是 ＧＰＳ的首要功能，也是它的最基本功能。其它功能都要在导

航功能的基础上才能完全发挥作用。飞机、船舶、地面车辆以及步行者都可利用

ＧＰＳ导航接收器进行导航。汽车导航系统是在 ＧＰ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

新技术。它由 ＧＰＳ导航、自律导航、微处理器、车速传感器、陀螺 传 感 器、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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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Ｍ 驱动器、ＬＣＤ显示器组成。

ＧＰＳ导航是由 ＧＰＳ接收机接收 ＧＰＳ卫星信号（３颗以上），得 到 该 点 的 经

纬度坐标、速度、时间等信息。为提高汽车导航定位的精度，通常采用差分 ＧＰＳ
技术。当汽车行驶到地下隧道、高 层 楼 群、高 速 公 路 等 遮 掩 物 当 中 而 捕 捉 不 到

ＧＰＳ卫星信号时，系统可自动导入自律导航系统，此时由车速传感器检测出汽

车的行进速度，通过微处理单元的数据处理，从速度和时间中直接算出前进的距

离，陀螺传感器直接检测出前进的方向，陀螺仪还能自动存储各种数据，即使在

更换轮胎暂时停车时，系统也可以重新设定。

由 ＧＰＳ卫星导航和自律导航所测到的汽车位置坐标、前进的方向都与实际

行驶的路线轨迹存在一定误差，为修正这两者间的误差，使之与地图上的路线统

一，需采用地图匹配技术，加一个地图匹配电路，对汽车行驶的路线与电子地图

上道路的误差进行实时相关匹配，并做自动修正，此时，地图匹配电路通过微处

理单元的整理程序进行快速处理，得到汽车在电子地图上的正确位置，以指示出

正确行驶路线。ＣＤ ＲＯＭ 用于存储道路数据等信息，ＬＣＤ显示器用于显示导

航的相关信息。

２．车辆跟踪功能

ＧＰＳ导航系统与 ＧＩＳ技术、无线移动通信系统（ＧＳＭ）及计算机车辆管理信

息系统相结合，可以实现车辆跟踪功能。

利用 ＧＰＳ和 ＧＩＳ技术可以实时显示出车辆的实际位置，并任意放大、缩小、

还原、换图；可以随目标移动，使目标始终保持在屏幕上；还可实现多窗口、多车

辆、多屏幕同时跟踪，利用该功能可对重要车辆和货物进行运输跟踪管理。

目前，已开发出把 ＧＰＳ／ＧＩＳ／ＧＳＭ 技术结合 起 来 对 车 辆 进 行 实 时 定 位、跟

踪、报警、通信等的技术，能够满足掌握车辆基本信息、对车辆进行远程管理的需

要，有效避免车辆的空载现象，同时客户也能通过互联网技术，了解自己货物在

运输过程中的细节情况。

３．货物配送路线规划功能

货物配送路线规划是 ＧＰＳ导航系统的一项重要辅助功能，它主要包括：

（１）自动线路规划

由驾驶员确定起点和终点，由计算机软件按照要求自动设计最佳行驶路线，

包括最快的路线、最简单的路线、通过高速公路路段次数最少的路线等。

（２）人工线路设计

由驾驶员根据自己的目的地设计起点、终点和途经点等，自动建立线路库。

线路规划完毕后，显示器能够在电子地图上显示设计线路，并同时显示汽车运行

路径和运行方法。

４．信息查询

应用 ＧＰＳ，可以为客户提供主要物标如旅游 景 点、宾 馆、医 院 等 数 据 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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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能够在电子地图上根据需要进行查询。查询资料可以以文字、语言及图像的

形式显示，并在电子地图上显示其定位位置。同时，监测中心可以利用监测控制

台对区域内任意目标的所在位置进行查询，车辆信息将以数字形式在控制中心

的电子地图上显示出来。

５．话务指挥

ＧＰＳ指挥中心可以监测区域内车辆的运行状况，对被监控车辆进行合理调

度。指挥中心也可随时与被跟踪目标通话，实行管理。

６．紧急援助

通过 ＧＰＳ定位和监控管理系统可以对遇有险情或发生事故的车辆进行紧

急援助。监控台的电子地图可显示求助信息和报警目标，规划出最优援助方案，

并以报警声、光提醒值班人员进行应急处理。

ＧＰＳ是近年来在 物 流 领 域 内 迅 速 发 展 的、最 具 有 开 创 意 义 的 高 新 技 术 之

一。相信随着我国物流业的发展，以及高等级公路的快速修建和 ＧＰＳ技术应用

研究的逐步深入，它在物流配送中的应用也会更加广泛和深入，并发挥出更大的

作用。

２．４　自动化立体仓库技术与应用

２．４．１　自动化立体仓库概述

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出现是物流技术的一个划时代的革新。它不仅彻底改变

了仓储行业劳动密集、效率低下的落后面貌，而且大大拓展了仓库功能，使之从

单纯的保管型向综合的流通型方向发展。自动化立体仓库是用高层货架储存货

物，以巷道堆垛起重机存取货物，并通过周围的装卸搬运设备，自动进行出入库

存取作业的仓库。

自动化立体仓库具有普通仓库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是节约空间、节约

劳力。据国际仓库自动化会议资料表明，以库存１１０００托盘、月吞吐１００００托

盘的冷库为例，自动化立体仓库与普通仓库相比，其用地面积仅为后者的１３％、

工作人员为２１．９％、吞吐成本为５５．７％、总投资为６３．３％。立体仓库的单位面

积储存量为普通仓库的４～７倍。其次是提高仓库管理水平，减少货损，优化、降

低库存，缩短周转期，节约资金。近年来，特别在冷冻行业，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发

展极快。

２．４．２　自动化立体仓库的组成与分类

一个完善的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应当由高层货架、巷道堆垛起重机（有轨

堆垛机）、入出库输送机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计算机仓库管理系统及其周边设

备组成，是一个可对集装单元货物实现自 动 化 保 管 和 计 算 机 管 理 的 智 能 仓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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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有轨堆垛机或无轨堆垛机与高架货架等组成的各类机械化、半自动化高

架货架仓库、拣选式高层货架仓库，也是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的具体应用形式。

该系统不仅可以应用于大型生产性企业的采购件与成品件仓库、柔性自动化生

产系统（ＦＡＳ），也可以应用于流通领域的大型流通中心、配送中心。

按照操作对象的不同，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的类型可以分为托盘单元式自

动仓库（ＰａｌｌｅｔＵｎｉｔＡＳ／ＲＳ）、箱盒单元式自动仓库（ＦｉｎｅＳｔｏｃｋｅｒ）、拣选式高层

货架仓库（ＰｉｃｋＳｔｏｃｋｅｒ）、单元／拣选式自动仓库（ＵｎｉｔＰｉｃｋＳｔｏｃｋｅｒ）、高架叉车

仓库（ＲａｃｋＦｏｒｋＳｔｏｃｋｅｒ）等。其中，采用托盘集装单元方式来保管物料的自动

仓库，被国内企业较为广泛地采用。事实上，业内通常所说的“自动仓库”，指的

就是托盘单元式自动仓库。它一般由巷道堆垛起重机、高层货架、入出库输送机

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周边设备和计算机仓库管理系统等组成。根据高层货架与

建筑物之间的关系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是整体式自动仓库，它由

货架顶部支撑建筑屋架，在货架边侧安装墙围，货架与建筑物成一整体。特点是

建筑费用低、抗震，尤其适用于１５ｍ 以上的大型自动仓库。另外一种是分离式

自动仓库，它的货架与建筑无关，呈独立、分离状态，适用于车间仓库、旧库技术

改造和中小型自动仓库。根据自动控制的方式不同，则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① 单机设定，自动运转；

② 单机设定，红外通信，自动运转；

③ 计算机遥控设定多台单机，自动运转；

④ 计算机脱机／联机／实时自动控制。

在自动化立体仓库中，货架长度大、排列数多、巷道窄，故密度高；巷道机上

装有各种定位的检测器和安全装置，保证巷道机和货叉能高速、精确、安全地在

货架中取货。目前，立体仓库的自动控制方式有集中控制、分离式控制和分布式

控制三种。分布式控制是目前国际发展的主要方向，大型立体仓库通常采用三

级计算机分布式控制系统；三级控制系统是由管理级、中间控制级和直接控制级

组成的。管理级对仓库进行在线 和 离 线 管 理；中 间 控 制 级 对 通 信、流 程 进 行 控

制，并进行实时图像显示；直接控制级是由 ＰＬＣ（可编程控制器）组成的控制系

统对各设备进行单机自动操作，使仓库作业实现高度自动化。

尽管发展时间不长，但目前我国国内物流设备厂商也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能

力，昆明自动化物流工程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昆明自动化物流工程公司是

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海尔的自动化立体仓库就是出自它的手

笔。此外，“昆船”的品牌还出现在“九五”国家重点技术开发项目———“红河卷烟

厂自动化物流系统”，以及青岛颐中集团、玉溪红塔烟草集团等大型自动化物流

系统和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中。

下面，让我们看看德国联合医药物流中心的自动化仓库实例。德国联合医

药物流中心始建于１９９４年，由德国六大制药公司 ＡｓｔａＭｅｄｉｃａ，ＢｏｅｈｒｉｎｇｅｒＩｎ

ｇｅｌｈｅｉｍ，Ｍｅｒｃｋ，Ｎｏｖａｒｔｉｓ，Ｓｃｈｅｒｉｎｇ和ＳｍｉｔｈＫｌｉｎｅＢｅｅｃｈｈａｍ 共同投资兴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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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负责德国国内药品的进发货、仓储管理、拣货和配送等工作。

物流中心的货物分拣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系统，工作时间从早晨６点到晚

上８点，平均每个工作日处理１００００个箱子、７０００个开口箱子和１０００个冷冻

箱子，总共约１００万个单独包装以及４０００张送货单、３万个配送项目。每天投

入运营的载货汽车约有２０辆。

整个药物物流中心由如下５个部分组成：

① 高架仓库。库容３００００个集装箱（１８５ｍ×６０ｍ×１０ｍ）。

② 两个楼库（６０ｍ×４０ｍ×１０ｍ）。含货物进出口处、装卸用的斜坡和门，可

供载货汽车和火车装卸货。

③ 分拣作业区。

④ 传统仓库（６０ｍ×３５ｍ×１０ｍ）。

⑤ 常温仓库和３个冷冻仓库。

２．４．３　自动化立体仓库的计算机应用

在自动化立体仓库中，计算机的应用包括仓库管理自动化和入库出库的作

业自动化。所谓仓库管理自动化，是指对账目、货箱、货格及其它信息管理的自

动化。入库出库的作业自动化，包括货箱零件的自动识别、自动认址、货格状态

的自动检测以及堆垛机各种动作的自动控制。这就要求自动化立体仓库的计算

机系统应主要具备以下三个层次的功能：

① 信息的输入及预处理。这包括对货箱条码的识别，认址检测器、货格状

态检测器信息的输入及预处理。

② 出入库输送机的计算机控制。从通信监控机接收到一批作业命令以后，

取出作业命令中的巷道号，完成对这些巷道数据的处理，以便控制分岔点的停止

器最终实现货箱在出入库输送机上的自动分岔。

③ 立体仓库的计算机信息管理。它是自动化立体仓库进行货物管理、账目

管理、货位管理及信息管理的中心。入库时将货箱合理分配到各个巷道作业区；

出库时能按“先进先出”的原则，或其它排队原则出库。同时还要定期地或不定

期地打印报表。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可以通过总控制台的操作按钮进行运行中

的动态改账及信息修正，并判断出发生故障的巷道，及时封锁发生故障的巷道，

暂停该巷道的出入库作业等。

１．仓库管理业务数据的获取

在业务数据的处理过程中，最简单的方法是利用“增减法”进行，即分别列出

所有的库存项目和其相应的出入库记录并以不同符号表示，随着库存业务的发

生而进行调整。

为了提高仓库作业的效率，必须对库存物品进行正确有效的编码。对一些

大型物品，如汽车或车床，可以按照物品的系列号码，将其库存信息进行登记；对

其它类型的商品，如食品、办公耗材等，注明“批次”号码，并同其库存信息一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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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仓库管理员根据这些不同编号维护仓库中不同商品的库存状况。较为复杂

的情况是存货地点分散时，例如某汽车修配中心工程师需要某种型号的零配件

时，可以通过库存管理系统迅速查出所需型号的零配件储存地点，这样就使得实

物的存放位置得以透明化。

现代化的立体仓库中商品数目巨大、种类繁多，手工录制和维护这些信息费

时、费力，又容易出错，因此自动识别技术和条码技术近年来逐渐广泛应用于出

入库信息的采集过程中。

２．立体仓库作业管理

自动化立体仓库的作业管理，是负责合理安排出／入库作业，完成立体仓库

在生产线与平面仓库（或其它供料系统）之间运送物料的任务。

（１）入库与出库是立体仓库作业的主要内容

出／入库的物料有毛坯和成品两类。所以，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具体作业包括

毛坯入库、毛坯出库、成品回库、成品出库。

① 毛坯入库：通过条码阅读器得到有关入库信息，其入库任务形成过程与

成品回库基本相同。

② 毛坯出库：为了满足生产线实时加工的需要，将所需的毛坯送至指定的

缓冲站。其出库申请来自缓冲站（加工缓冲站或工位缓冲站）。出库申请提出对

物料品种、型号、数量以及供料时限的要求。接到申请后，立体仓库结合当前库

存情况查询到所需物料的货位（通常不止一个），根据货位管理原则确定出库的

货位号，并立即形成毛坯出库任务（出料货位号、供货最低时限、出库台号等）。

③ 成品回库：当加工好的成品回到立体库的入库台前时，条码阅读器将成

品的信息（编号、数量等）读入，并提出入库申请。立体仓库结合当前货位情况，

根据货位管理原则为该成品寻找一合适的空货位，同时形成成品回库任务单。

④ 成品出库：根据客户提货计划确定成品出库的时间、数量、种类等，制订

提货计划并通知立体仓库，立体仓库按照计划要求，确定每一个待出库成品的货

位号，并形成出库任务单。

（２）出／入库作业调度是物流系统满足实时性要求的关键

出／入库作业调度主要负责合理调度堆垛机，来完成出入库作业任务。为了

实现合理调度，一方面需要有真实和实时的数据和信息作依据，另一方面要有合

理的调度原则和算法。在调度堆垛机时，首先需要获得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并在

分析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根据调度原则执行调度。

这些数据信息主要包 括：出 库 任 务 最 迟 送 达 生 产 线 时 刻、入 库 任 务 申 请 时

刻、出／入库任务所需执行时间、出／入库任务堆垛机平均执行时间、估算出／入库

任务完成时刻的安全系数、运输小车故障及恢复信息、运输任务（包括已下发未

完成的运输任务及未下发的运输任务）情况等。

出／入库作业调度主要是安排各出／入库任务的开始执行时刻。由于堆垛机

是执行出／入库作业的主要设备，因而制定调度原则时主要应考虑堆垛机任务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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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掌握堆垛机的任务执行顺序。在自动化立体仓库中，堆垛机执行任务一

般遵循下列调度原则：

① 出库任务优先执行；在同时存在数项出库任务时，最紧急者先执行。

② 当入库任务的 执 行 不 影 响 任 何 出 库 任 务 的 按 时 完 成 时，方 执 行 入 库 任

务。出库优先于入库并非因为入库不重要，而是由于一般企业生产可以把入库

安排在班后进行，在生产班次上入库只插空进行。

③ 若某一出库任务的终点工位缓冲站所在小车环线有故障时，暂不执行该

出库任务，或将该出库任务的终点改至出库台。

调度原则确定后，通过一定的算法，可计算出各任务的执行时刻。首先将任

务排队，对每台堆垛机设入库任务队列，入库任务按申请时刻排队。每次下发队

头任务，出库任务按以下公式算出的最迟执行时刻排序：

最迟执行时刻＝最迟送达缓冲站时刻－（出库任务所需执行时间×估算出

库任务预计完成时刻的安全系数）

然后对出库任务再通过如下方法加以调整。若相邻两个出库任务的最迟执

行时刻之差小于堆垛机平均作业时间，则提前前一任务的最迟执行时刻，使其差

距为堆垛机平均作业时间。循环操作直至所有任务的最迟执行时刻的差距不小

于堆垛机平均时间。

（３）物流系统各项作业的实时性要求是不同的，因此对物流作业管理应考虑

设置优先级

毛坯出库直接影响生产线加工，因此实时性要求高。成品回库影响装夹工

作站的工作，实时性要求也较高。毛坯入库和成品出库实时性要求较低。由于

作业的产生互不关联，因此同时产生多种请求的可能性很大，在自动化仓库的作

业中就有一个排序的问题。排序原则应该是在保证实时性高的作业优先被执行

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其它作业，也就是采用基于优先级的作业管理原则。

基于优先级的作业管理原则一般包含如下两个内容：

①作业调度时，按优先级顺序服务，以保证总是首先响应当前优先级最高的

作业任务，即实时性要求最高的作业任务。例如，在所有的作业任务中，首先响

应缓冲站提出的出库申请。

②考虑到有的作业执行时间较长或很多情况下为提高效率采取联合作业，

这样仍会有优先级最高的任务受到延误的可能。所以在作业执行时，还采取可

中断抢先的原则，即在作业执行时，将作业任务分为若干执行单元，如堆垛机的

一次出／入库任务，从入库台取货、存入指定货位、另一空位取货、放到出库台，可

以分成为取存两个执行单元，每一作业执行单元完成后，都再次进行作业调度，

从而保证优先级较高的作业任务可以抢先中断尚未完成的、级别较低的作业任

务而被执行。待抢先的任务完成 后，再 继 续 执 行 被 中 断 的、尚 未 完 成 的 作 业 任

务。当然，这个级别高的任务也可能被级别更高的作业任务所抢先中断。为了

提高存取效率，一般避免单项出库，而多采用出／入库联合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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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有多项出库和入库申请时，适当把出库任务与入库任务进行优化组合

使满足条件的出库任务和入库任务组合成出／入库联合作业任务，可缩短存

取周期，提高存取效率。在出库台和入库台设在仓库的同一端时，最简便的做法

是使入库申请与出库申请分别排序。将第一个出库作业与第一个入库作业组合

为一个联合作业任务。这种组合一般情况下在效率上都不会有损失。

当立体仓库的出库台与入库台分设在仓库两端，则需考虑入库货位的位置

与出库货位的位置。原则上是选取入／出库同时作业时，堆垛机在巷道中运行路

径不重复或重复路线最短。任务下发算法体现了运输调度的原则。

（５）合理分配和使用自动化立体仓库的货位

如何提高货位的利用率，又要保证出库效率，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是极为重

要的。货位分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为出／入库的物料分配最佳货位（因为可能

同时存在多个空闲的货位）即入库货位分配，二是要选择待出库物料的货位（因

为同种物料可能同时存放在多个货位里）。货位分配考虑的原则是很多的。专

门用于仓储的立体仓库，其货位分配原则一般是：

① 确保货架受力情况良好，上轻下重与分散存放。重的物品存放在下面的

货位，较轻的物品存放在高处的货位，使货架受力稳定。同时使物料分散存放在

仓库的不同位置上，避免因集中存放造成货格受力不均匀。

② 加快周转，先入先出。同种物料出库时，先入库者先提取出库，以加快物

料周转，避免因物料长期积压产生锈蚀、变形、变质及其它损坏造成的损失。

③ 提高可靠性，分巷道存放。当仓库有多个巷道时，同种物品分散在不同

的巷道进行存放，以防止因某巷道堵塞影响某种物料的出库，造成生产中断。

④ 提高效率，就近入／出库。为保证快速响应出库请求，一般将物料就近放

置在出库点附近。

３．立体仓库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

在自动化立体仓库中，后台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是极其重要的，它成

为整个立体仓库运作的核心。其基本软件功能如表２ ４所示。

表２ ４　自动化立体仓库信息管理系统功能模块的基本构成

模块名称 功能组成 简要说明

系统管理

系统用户及权限设置 系统用户基本信息及相应操作权限的维护

数据备份 按照一定规则定时备份业务数据或日志

外挂接口管理 与盘点机或ＰＯＳ机的通信接口

系统初始化 初始化系统必要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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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４　

模块名称 功能组成 简要说明

入库管理

入库单据录入
一份入库单可包括多份入库明细单；明细单

由多份托盘数据单组成

入库单据审核 审核入库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条码信息查询、打印与维护 保证仓库内货物条码的一致性和唯一性

货物装盘信息与托盘信息录入
通过扫描条码获 得 托 盘 中 货 物 的 相 关 库 存

信息和运作状态信息

货物分配及入库指令分派

根据存储规则自 动 为 每 一 个 托 盘 分 配 一 个

合适的空货位，并用手持式终端发出入库操

作要求

货位调整
当所分配的货位实际占用时，系统指出新的

可用货位

出库管理

出库单据录入

出库单据审核 审核出库单的一致性和合法性

出库指令分派
根据一定出库规则生成出库内容，具体到托

盘及货位

出库调整 错误货物或倒空的货位重新分配

出库单据查询、打印与维护 打印与托盘相对应的出库单据

基础数据管理

货物编码管理 仓库中货物编码相关信息的维护

安全库存设置
提供具体到某种货物的最大库存、最小库存

设置

供应商数据管理 供应商编码相关信息的维护

仓库基本信息管理 仓库名称、仓库分类等信息的维护

库存信息管理

货位信息查询与维护 货位名称、编码、分类等信息维护

当前库存信息查询
按照入库时间或 者 货 物 编 码 等 方 式 查 询 库

存信息

盘点作业管理 全库或者指定货位的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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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电子数据交换（ＥＤＩ）技术

２．５．１　ＥＤＩ技术及其发展概况

全球贸易额的上升带来了各种贸易单证、文件数量的激增。虽然计算机及

其它办公自动化设备的出现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减轻人工处理纸面单证的劳动强

度，但由于各种型号的计算机不能完全兼容，实际上又增加了对纸张的需求。美

国森林及纸张协会曾经做过统计，得出了用纸量超速增长的规律，即年国民生产

总值每增加１０亿美元，用纸量就会增加８万吨。此处，在各类商业贸易单证中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数据是重复出现的，需要反复地键入。有人对此也做过统计，

计算机的输入平均７０％来自另一台计算机的输出，且重复输入也使出差错的几

率增高。据美国一家大型分销中心统计，有５％的单证中存在着错误。同时重

复录入浪费人力、浪费时间、降低效率。因此，纸面贸易文件成了阻碍贸易发展

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因素。

另外，市场竞争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价格因素在竞争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减

小，而服务性因素所占比重增大。销售商为了减少风险，要求小批量、多品种、供

货快，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而在整个贸易链中，绝大多数的企业既是供

货商又是销售商，因此提高商业文件传递速度和处理速度成了所有贸易链中成

员的共同需求。同样，现代计算机的大量普及和应用以及功能的不断提高，已使

计算机应用从单机应用走向系统应用。同时通信条件和技术的完善，网络的普

及又为ＥＤＩ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 计 算 机 应 用、通 信 网 络 以 及 数 据 标 准 化 为 基 础 的

ＥＤＩ应运而生。ＥＤＩ一经出现便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地在世界各主要

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的应用。正如香港 ＴＲＡＤＥＬＩＮＫ 公司的宣传资

料所指出的那样：“当ＥＤＩ于６０年代末期在美国首次被采用时，只属于当时经

商的途径之一；时至今日，不但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以至越来越多的亚太地

区国家，均已认定ＥＤＩ是经商的唯一途径”。

由于ＥＤＩ具有高速、精确、远程和海量的技术性能，因此ＥＤＩ的兴起标志着

一场全新的、全球性的商业革命的开始。国外专家深刻地指出：“能否开发和推

动ＥＤＩ计划，将决定对外贸易方面的兴衰和存亡。如果跟随世界贸易潮流，积

极推行ＥＤＩ就会成为巨龙而腾飞，否则就会成为恐龙而绝种”。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欧洲和美国几乎同时提出了 ＥＤＩ的概念。早期的 ＥＤＩ
只是在两个商业伙伴之间，依靠计算机与计算机直接通信完成。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大大加快了 ＥＤＩ技术的成熟和应用

范围的扩大，也带动了跨行业 ＥＤＩ系统的出现。８０年代 ＥＤＩ标准 的 国 际 化 又

使ＥＤＩ的应用跃入了一个新的里程。

时至今日，ＥＤＩ历经萌芽期、发展期已步入 成 熟 期。英 国 的 ＥＤＩ专 家 明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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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以现有的信息技术水平，实现 ＥＤＩ已不是技术问题，而仅仅是一个商业

问题”。

２．５．２　ＥＤＩ系统的原理与组成

１．ＥＤＩ系统的组成

在ＥＤＩ应用中，ＥＤＩ参与者所交换的信息客 体 称 为 邮 包。在 交 换 过 程 中，

如果接收者从发送者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包括在所交换的邮包中，则认为语义完

整，并称该邮包为完整语义单元（ＣＳＵ，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Ｕｎｉｔ）。ＣＳＵ 的生产

者和消费者统称为 ＥＤＩ的终端用户。

在 ＥＤＩ工 作 过 程 中，所 交 换 的 报 文 都 是 结 构 化 的 数 据，整 个 过 程 都 是 由

ＥＤＩ系统完成的。ＥＤＩ的系统组成如图２ １０所示。

图２ １０　ＥＤＩ系统的组成

（１）用户接口模块

业务管理人员可用此模块进行输入、查询、统计、中断、打印等，及时地了解

市场变化，调整策略。

（２）内部接口模块

这是ＥＤＩ系统和本单位内部其它信息系统及数据库的接口，一份来自外部

的ＥＤＩ报文，经过ＥＤＩ系统处理之后，大部分相关内容都需要经内部接口模块

送往其它信息系统，或查询其它信息系统才能给对方 ＥＤＩ报文以确认的答复。

（３）报文生成及处理模块

该模块有两个功能：

①接受来自用户接口模块和内部接口模块的命令和信息，按照 ＥＤＩ标准生

成订单、发票等各种 ＥＤＩ报文和单证，经格式转换模块处理之后，由通信模块经

ＥＤＩ网络发给其他ＥＤ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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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自动处理由其它 ＥＤＩ系统发来的报文。在处理过程中要与本单位信息

系统相联，获取必要信息并给其它 ＥＤＩ系统答复，同时将有关信息送给本单位

其它信息系统。

如因特殊情况不能满足对方的要求，经双方 ＥＤＩ系统多次交涉后不能妥善

解决的，则把这一类事件提交用户接口模块，由人工干预决策。

（４）格式转换模块

所有的ＥＤＩ单证都必须转换成标准的交换格式。转换过程包括语法上 的

压缩、嵌套、代码的替换以及必要的 ＥＤＩ语法控制字符。在格式转换过程中要

进行语法检查，对于语法出错的 ＥＤＩ报文应拒收并通知对方重发。

（５）通信模块

该模块是ＥＤＩ系统与ＥＤＩ通信网络的接口，包括执行呼叫、自动重发、合法

性和完整性检查、出错报警、自动应答、通信记录、报文拼装和拆卸等功能。

２．ＥＤＩ系统具备的一些基本功能

除以上这些基本模块外，ＥＤＩ系统还必须具备如下一些基本功能。

（１）命名和寻址功能

ＥＤＩ的终端用户在共享的名字当中必须是唯一可标识的。命名和寻址功能

包括通信和鉴别两个方面。在通信方面，ＥＤＩ是利用地址而不是名字进行通信

的，因 而 要 提 供 按 名 字 寻 址 的 方 法，这 种 方 法 应 建 立 在 开 放 系 统 目 录 服 务

ＩＳＯ９５９４（对应ＩＴＵ ＴＸ．５００）基础上。在鉴别方面，有若干级必要的鉴别，即

通信实体鉴别、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相互鉴别等。

（２）安全功能

ＥＤＩ的安全功能应包含在上述所有模块中。它包括以下一些内容：终端用

户以及所有 ＥＤＩ参与方之间的相互验证；数据完整性；ＥＤＩ参与方之间的电子

（数字）签名；否定ＥＤＩ操作活动的可能性；密钥管理。

（３）语义数据管理功能

完整语义单元（ＣＳＵ）是由多个信息单元（ＩＵ，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组成的。其

ＣＳＵ 和ＩＵ 的管理服务功能包括：ＩＵ 必须支持可靠的全局引用；应能够存取指

明ＩＵ 属性的内容，如语法、结构语义、字符集和编码等；应能够跟踪和对ＩＵ 定

位；对终端用户提供方便和始终如一的访问方式。

３．ＥＤＩ的工作原理及操作过程

当今世界通用的 ＥＤＩ通信网络，是建立在 ＭＨＳ（消息处理系统）数据通信

平台上的信箱系统，其通信机制是信箱间信息的存储和转发。具体实现方法是

在数据通信网上加挂大容量信息处理计算机，在计算机上建立信箱系统，通信双

方需申请各自的信箱，其通信过程就是把文件传到对方的信箱中。文件交换由

计算机自动完成，在发送文件时，用户只需进入自己的信箱系统。

ＥＤＩ处理流程中各功能模块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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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映射（Ｍａｐｐｉｎｇ）———生成ＥＤＩ平面文件

通过应用系统将用户的应用文件（如单证、票据）或数据库中的数据，映射成

一种标准的中间文件，这一过程称为映射。所形成的中间文件即为 ＥＤＩ平面文

件（ＦｌａｔＦｉｌｅ），它是用 户 通 过 应 用 系 统 直 接 编 辑、修 改 和 操 作 的 单 证 和 票 据 文

件，可直接阅读、显示和打印输出。

（２）翻译（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生成ＥＤＩ标准格式文件

其功能是将平面文件通过翻译软件（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生 成 ＥＤＩ标 准

格式文件。ＥＤＩ标准格式文件，就是所谓的 ＥＤＩ电子单 证，或 称 电 子 票 据。它

是ＥＤＩ用户之间进行贸易和业务往来的依据。ＥＤＩ标准格式文件是一种 只 有

计算机才能阅读的 ＡＳＣＩＩ文件。它是按照 ＥＤＩ数据交换标准（即 ＥＤＩ标准）的

要求，将单证文件（平面文件）中的目录项，加上特定的分割符、控制符和其它信

息，生成的一种包括控制符、代码和单证信息在内的 ＡＳＣＩＩ码文件。

（３）通信

这一步由计算机通信软件完成。用户通过通信网络，接入 ＥＤＩ信 箱 系 统，

将ＥＤＩ电子单证投递到对方的信箱中。ＥＤＩ信箱系统自动完成投递和转接，并

按照 Ｘ．４００（或 Ｘ．４３５）通信协议的要求，为电子单证加上信封、信头、信尾、投送

地址、安全要求及其它辅助信息。

（４）ＥＤＩ文件的接收和处理

接收和处理过程 是 发 送 过 程 的 逆 过 程。首 先 需 要 通 过 通 信 网 络 接 入 ＥＤＩ
信箱系统，打开自己的信箱，将来函接收到自己的计算机中，经格式校验、翻译、

映射还原成应用文件。最后对应用文件进行编辑、处理和回复。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ＥＤＩ系统为用户提供的 ＥＤＩ应用 软 件 包，包 括 了 应 用

系统、映射、翻译、格式校验和通信连接等全部功能。其处理过程，用户可看作是

一个“黑匣子”，完全不必关心里面具体的过程。

图２ １１是一家贸易公司用 ＥＤＩ通信网络实现报关的工作流程示意图。

图２ １１　某贸易公司报关 ＥＤＩ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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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　ＥＤＩ系统的应用

欧洲、北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开始了 ＥＤＩ的研

究工作，现在ＥＤＩ应用已经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日本为

例，日本航运公司与货运单位代理、计量公司、理货公司和发货人共同建立了一

个名为ＳＨＩＰＮＥＴＳ的网络。ＳＨＩＰＮＥＴＳ是一个跨行业的网络体系，于１９８６年

４月正式启用，现有２４家航运公司、１４５个货运代理、两家计量公司和两家理货

公司。该网络通过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的计算中心交换日本各主要港口的货运信

息。另外，日本还开发了发货人／承运人运输信息网络Ｓ．Ｃ．Ｎｅｔ和发货人／货运

代理运输信息网络Ｓ．Ｆ．Ｎｅｔ，可在发货人和货运代理人之间交换进口税、发票、

应付账款、支付和报关状况的信息。

我国 ＥＤＩ技术的研究应用过程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起步的。“七五”

期间，交通部组织以上海为试点的集装箱运输工业性试验项目，为集装箱运输单

证及其流转程序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奠定了基础。“八五”期间交通部完成国际集

装箱多式联运工业性试验推广项目，使我国国际集装箱运输的运行模式进一步

与国际接轨，为推进和实现 ＥＤＩ技术创造了良好环境。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ＥＤＩ技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１９９５年６月，国际集装箱运输项目的 ＥＤＩ通过可

行性研究报告，国家计委随后又将它列入“九五”重点科技项目，从此进入了集装

箱运输ＥＤＩ项目技术攻关和示范工程建设的快车道。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ＥＤＩ应用最多的是进出口贸易行业。目前，ＥＤＩ应用不

仅在国际贸易中继续深入发展，在其它行业和部门中也飞速发展，商检、税务、邮

电、铁路、银行、工商行政管理、商贸等领域都已运用 ＥＤＩ方式开展业务。

１．中国海关研制开发和成功实施了 ＥＤＩ海关系统

１９９５年１月，中国海关完成了 ＥＤＩ海关系统的全部开发工作，高起点地制

定了ＥＤＩ海关系统所需的１５个 ＥＤＩＦＡＣＴ 标准报文 子 集，设 计 了 普 通 货 物 进

出口和快递物品海关软件；开通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九龙、杭州、宁波、厦门

等ＥＤＩ海关系统。ＥＤＩ海关系统用户已达４００多家，ＥＤＩ海关系统日平均处理

的普通货物报关单６０００余份，占全国总数的１５％；快递 ＥＤＩ海关系统处理的

快递物品占全国的８０％以上。ＥＤＩ海关系统的成功开发与应用，为 ＥＤＩ技术在

我国的应用起到了推动与示范的作用。

２．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络已经建成

我国外经贸部于１９９６年２月成立了国际贸易 ＥＤＩ服务中心，组建了中国

国际电子商务网，成为集外贸管理、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统一的外经贸专用

网络。目前，该网已借助于中国电信公用网实现了与联合国全球贸易网等国际

商务网的连接，在全国３３个城市开通了节点，形成了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跨

国界、覆盖全国、联通世界的国家级电子商务网。１９９８年７月，该中心在Ｉ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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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ｔ上建立了“中国商品交易市场”，成为“中国永不落幕的交易会”。

３．税务系统为实施 ＥＤＩ做了大量基础工作

近几年来，我国税务系统已成功地将计算机应用于业务中，税收经管系统、

防伪税控系统、出口退税系统等信息系统已在运转之中，制定并下发了全国统一

规范的税务系统的行业标准———《税收业务分类代码》。１９９６年初开始在全国

税务系统建设计算机广域网，当年上半年联建了全国３６８个地市以上的国税机

关，当年年底开始实施以联通省级地税局和扩充省级国税局通信能力为主要内

容的二期工程。目前，国、地税合计已完成联调工作的单位约有６０％，这些基础

工作为税务系统实施 ＥＤＩ提供了良好的必备条件。

４．商贸ＥＤＩ应用已经起步

国家科技部下达了“九五”商贸ＥＤＩ应用研究项目，标志着ＥＤＩ技术在商贸

领域应用的启动。比如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深圳市技术监督情报研究所、深圳市

龙脉公司研究开发的“典型城市商贸 ＥＤＩ综合应用示范系统技术研究与开发”

项目已经启动，沃尔玛中国有限公司、天虹商场、万佳百货成为首批应用试点单

位，目前深圳天虹商场已开通网 上 购 物 业 务，上 网 购 物 的 注 册 用 户 已 有５００余

人。

５．ＥＤＩ中心的建设

ＥＤＩ网络服务中 心，简 称 ＥＤＩ中 心，集 中 处 理 各 ＥＤＩ用 户 的 业 务 数 据 及

ＥＤＩ信息，并将其翻译、分发至目的方。它一般不是一个 ＥＤＩ的用户，只是作为

ＥＤＩ业务的第三中介方，向 ＥＤＩ的用户提供 ＥＤＩ增值网服务、信息服务以及其

它ＥＤＩ业务服务等，是ＥＤＩ用户之间联接的主要方式。ＥＤＩ服务中心不仅是一

个大型的信息交换中心，必须提供完整的 ＥＤＩ服务，必须保障信息交换的可靠

性，而且还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能起到信息公证机构的作用等。所以 ＥＤＩ的

中心建设和运行在我国 ＥＤＩ应用发展中十分重要。

我国目前的 ＥＤＩ中心建设已有初步发展，广东省ＥＤＩ中心是我国首家投入

实际营运的 ＥＤＩ中心，国内其它城市如北京、天津、大连、青岛、深圳等发达地区

也有一部分 ＥＤＩ中 心 开 始 实 际 运 营。有 的 ＥＤＩ中 心 已 经 拥 有２００多 家 用 户。

这些 ＥＤＩ中 心 的 建 成 营 运，将 把 我 国 的 ＥＤＩ应 用 推 向 一 个 新 的 高 潮，使 广 大

ＥＤＩ用户受益匪浅。

（１）天津港

天津港ＥＤＩ中心支持船舶公司及代理、港口、码头、理货、货代公司、集运站

以及与上述运输业相关的政府监管部门，能够与银行、保险公司实现电子数据交

换。

（２）青岛港

青岛港与中远集团、东方海外、铁行渣华、日本邮船、以星航运等２０多家国

内外著名船运公司，以及青岛海关、集装箱场站、船代、货代等１００多家用户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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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联网。以港口为中心把世界各大航区与青岛连为一体，每天有几十种单证、数

千条电子报文穿梭来往于青岛港和世界各大航区、各大船公司之间，实现了单证

处理由手工操作到电子数据自动交换。目前，青岛地区８０％的外贸集装箱运输

单证都通过港口 ＥＤＩ系 统 进 行 交 换，实 现 了 国 际 贸 易 的 无 纸 化、网 络 化、快 捷

化。ＥＤ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船舶每个航班在港口停靠时间缩短了２～４个小时，

港口泊位利用率提高了５％，堆场利用率提高了１５％。

（３）上海港

上海港航ＥＤＩ中心既是交通部首批 ＥＤＩ示范工程的参与单位，又是上海市

信息港工程之一的国际经贸 ＥＤＩ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９５年５月正式开通上

海港ＥＤＩ传输平台，同年１２月通过交通部验收。该中心的服务对象是政府、监

管部门、码头、船公司、船代、理货、堆场、运输公司、货代等；该中心主要提供面向

国际集装箱运输过程管理的信息服务，主要包括３个方面：

①电子数据交换和相关增值服务。

基于 ＥＤＩ的传统服务项目包括数据交换、传输、存储、加密解密、标准的报

文代码管理、ＥＤＩ报文制定、格式转换、用户接收程序的设计开发、ＥＤＩ用户端的

日常维护和操作人员培训等。

该中心可以向用 户 提 供 如 ＤＤＮ、Ｘ．２５、ＩＳＤＮ、ＰＳＴＮ 等 各 种 通 信 和 ＦＴＰ、

ＭＡＩＬ、Ｘ．４００等传输方式，并计划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ＥＢ技术相结合，改变过去 ＥＤＩ
增值专用网封闭式传输模式，变为开放式 ＥＤＩ应用模式，采用一系列安全技术

措施防止病毒和黑客的侵袭。

另外，该中心还向用户提供附加的增值功能，包括数据抽取、归类、船箱货的

动态查询统计、分析等更具企业管理特色的服务，为用户提供动态航运信息，为

政府提供宏观决策的依据。

②专业化网站的经营。

该中心利用拥有大量航运信息的优势，自主开发了具有集装箱运输行业特

色的港航信息网站，提供口岸最为及时、准确的船箱货的动态跟踪、信息查询，同

时发布港口、航运方面政策、知识、新闻等信息；为用户提供网页设计、免费信箱

等服务；用户还可通过虚拟主机、服务器托管、友情链接等形式获得该中心的服

务，发布用户信息。该中心未来的设想是利用专业化网站开展电子商务活动，搭

建起货代和货主交易平台、货代和船代（船公司）交易平台，实施海关报关、货主

订舱、码头受理的电子化以及进一步与银行合作进行网上的电子支付等。

③应用软件开发和集成。

该中心利用自身在技术、航运业务方面的优势，还为集装箱运输企业和有关

部门提供应用系统开发、系统集成和咨询服务，研制面向港口航运的通用化、商

品化的软件产品。

２．５．４　ＥＤＩ系统的未来发展方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ＥＤＩ飞速发展的时期。随着 ＥＤＩ的广泛应用，大量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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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将参加进来。到那时就不是少数用户为了开创某一事业而应用，而是成千

上万家用户为了市场竞争的需 要 而 应 用，其 影 响 将 是 多 方 面 的。目 前，大 部 分

ＥＤＩ用户所做的工作只占其纸张文字工作的１０％，人们期待着无纸办公时代的

到来。

未来ＥＤＩ不仅在供销订货方面有用，而且在企业业务的其它方面也会施展

才能，如市场研究等等。另外，基于ＥＤＩ的专家系统，将会为未来的自动化事务

处理铺平道路。例如，在家庭计算机上使用健康监视装置，还可以安装家庭娱乐

装置。

ＥＤＩ还可与很多现已成熟的技术结合使用，如同条形码（Ｂａｒｃｏｄｅ）、电子资

金转账（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Ｆｕｎｄ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ＦＴ）、自动取款机（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ＴｅｌｌｅｒＭａ

ｃｈｉｎｅ，ＡＴＭ）等一起联机使用，因而将会产生更大的效益。

２．６　基于ＩＣ卡技术的数据采集系统

２．６．１　ＩＣ卡概述

１．什么是ＩＣ卡？

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ｉｒｃｕｉｔ）卡是１９７０年由法国人 ＲｏｌａｎｄＭｏｒｅｎｏ发明的，他第

一次将可编程设置的ＩＣ芯片放于卡片中，使卡片具有更多功能。“ＩＣ卡”和“磁

卡”都是从技术角度起的名字，不能将其和“信用卡”、“电话卡”等从应用角度命

名的卡 相 混 淆。自 ＩＣ 卡 出 现 以 后，国 际 上 对 它 有 多 种 叫 法。英 文 名 称 有

“ＳｍａｒｔＣａｒｄ”、“ＩＣＣａｒｄ”等；在亚洲特别是香港、台湾地区，多称其为“聪明卡”、

“智慧卡”、“智能卡”等；在我国大陆，一般简称为“ＩＣ卡”或“智能卡”。

ＩＣ卡的概念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提出来后，法国布尔（ＢＵＬＬ）公司于１９７６
年首先创造出ＩＣ卡产品，并将这项技术应用到金融、交通、医疗、身份证明等多

个行业，它将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结合在一起，提高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现

代化程度。

ＩＣ卡的外观是一块塑料或 ＰＶＣ材料，通常还印有各种图案、文字和号码，

称为“卡基”；在“卡基”的固定位置上嵌装一种特定的ＩＣ芯片，就成为我们通常

所说的ＩＣ卡。根据嵌装的芯片不同就产生了各种类型的ＩＣ卡。

ＩＣ卡芯片具有写入数据和存储数据的能力，ＩＣ卡存储器中的内容根据需要

可以有条件地供外部读取，完成供信息处理和判定之用。

ＩＣ卡一出现，就以其超小的体积、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技术以及特殊的保

密措施和无法被破译及仿造的特点受到普遍欢迎。

２．ＩＣ卡的分类

（１）按组成结构划分

按照其组成结构，ＩＣ卡 可 以 分 为 一 般 存 储 器 卡、加 密 存 储 器 卡、ＣＰＵ 卡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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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智能卡。

① 一般或非加密存储器卡（ＭｅｍｏｒｙＣａｒｄ）。其内嵌芯片相当于普 通 串 行

Ｅ２ＰＲＯＭ 存储器，有些芯片还增加了特定区域的写保护功能。这类卡信息存储

方便、使用简单、价格便宜，很多场合可替代磁卡，但由于其本身不具备信息保密

功能，因此只能用于保密性要求不高的应用场合。

② 加密存储器卡（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ａｒｄ）。加密存储器卡 内 嵌 芯 片 在 存 储 区 外 增

加了控制逻辑，在访问存储区之前需要核对密码，只有密码正确，才能进行存取

操作，这类信息保密性较好，使用与普通存储器卡相类似。

③ ＣＰＵ 卡（ＳｍａｒｔＣａｒｄ）。ＣＰＵ 卡 内 嵌 芯 片 相 当 于 一 个 特 殊 类 型 的 单 片

机，内部除了带有控制器、存储器、时序控制逻辑等外，还带有算法单元和操作系

统。由于ＣＰＵ 卡有存储容量大、处 理 能 力 强、信 息 存 储 安 全 等 特 性，因 此 广 泛

用于信息安全性要求特别高的场合。

④ 超级智能卡。在 超 级 智 能 卡 上 具 有 微 处 理 单 元（ＭＰＵ，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

Ｕｎｉｔ）和存储器，并装有键盘、液晶显示器和电源，有的卡上还具有指纹识别装置

等。

（２）按数据读写方式划分

按照数据读写方式，ＩＣ卡又可分为接触式ＩＣ卡和非接触式ＩＣ卡两类。

① 接触式ＩＣ卡。这种ＩＣ卡由读写设备的触点和卡片上的触点相接触，进

行数据读写。国际标准ＩＳＯ７８１６系列对此类ＩＣ卡进行了规定。

② 非接触式ＩＣ卡。这种ＩＣ卡与读写设备无电路接触，由非接触式的读写

技术进行读写（例如，光或无线电技术）。其 内 嵌 芯 片 除 了 存 储 单 元、控 制 逻 辑

外，增加了射频收发电路。这类卡 一 般 用 在 存 取 频 繁、可 靠 性 要 求 特 别 高 的 场

合。国际标准ＩＳＯ１０５３６系列阐述了对非接触式ＩＣ卡的有关规定。

非接触式卡硬件结构由天线和专用芯片两部分组成。天线是只有几组绕线

的线圈，很适合封装到标准的卡片中；专用芯片是由高速射频接口和存取单元组

成，射频接口部分以其本身的共振电路接收信号，并从中产生电源和工作。时钟

接口还解调从读写设备传输到非接触式卡的数据，及从非接触式卡传输到读写

设备的数据；控制单元用于密码控制。

非接触式ＩＣ卡除了具有ＩＣ卡的一般特性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ａ．非接触式ＩＣ卡进行读写操作时不与读写设备发生机械接触，从而大大

减少了对卡片和读卡设备的机械损伤，延长了卡片和读卡设备的使用寿命。

ｂ．非接触式ＩＣ卡的集成电路完全密封在 ＰＶＣ卡片中，可避免受到污损。

读卡设备不需要配备卡座，整个设备可完全密封。

ｃ．非接触式ＩＣ卡是无源卡，工作电能由感应天线通过电磁感应产生，读写

设备与ＩＣ卡通过无线电波进行数据通信。

ｄ．非接触式ＩＣ卡使用快捷，可同时操作多张卡实现并行处理，使用时不受

方向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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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非接触式ＩＣ卡与读写设备可在相对运动的情况下进行操作。

ｆ．非接 触 式ＩＣ 卡 抗 干 扰 能 力 较 强，对 于 环 境 要 求 不 高，防 尘 抗 静 电 性 能

好。

ｇ．非接触式ＩＣ卡的制造工艺比较复杂，价格成本较高。

（３）按数据交换格式划分

按照数据交换格式分类，ＩＣ卡可以分为串行和并行两种。

① 串行ＩＣ卡。这种ＩＣ卡和外界进行数据交换时，数据流按照串行方式输

入输出。当前应用中大多数ＩＣ卡都属于串行ＩＣ卡类。串行ＩＣ卡接口简单、使

用方便，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为之专门开发了相关标准。

② 并行ＩＣ卡。与串行ＩＣ卡相反，并行ＩＣ卡的数据交换以并行方式进行，

由此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是数据交换速度提高；二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存

储容量可以显著增加。有关厂商在这方面做出了探索，并有产品投入使用，但由

于没有形成相应的国际标准，大规模应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４）其它类型的ＩＣ卡

此外，有关厂商还设计 制 造 了 各 种 适 合 实 际 用 途 的 智 能 卡，主 要 有 如 下 几

种：

① 预付费卡（Ｐ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Ｃａｒｄ）。预付费卡在出厂后、初 始 化 前 的 特 性 与

加密存储器卡相类似，只是容量较小，一旦经用户初始化后，其信息的读取与普

通存储器卡类似，其内嵌芯片相当于一个计数器，只是该计数器只能做减法，不

能做加法，当计数为零时，芯片便作废。因此，这种卡是一次性的，专门为预付费

用途而设计。

② 混合卡。混合卡也存在多种形式，例如将ＩＣ芯片和磁卡同做在一张卡

片上，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融为一体，这样的卡一般都称为“混合卡”。

③ 光卡（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ｄ）。在１９８１年，由美国一家公司 提 出 了 光 卡 的 概 念，

从而丰富了卡片式数据存储方式。光卡由半导体激光材料组成，能够储存记录

并再生大量信 息。光 卡 记 录 格 式 目 前 形 成 了 两 种 格 式：Ｃａｎｏｎ型 和 Ｄｅｌｔａ型。

这两种形式均已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接收为国际标准。光卡具有体积小、便于随

身携带、容量大、抗干扰性强、数据安全可靠、保密性好和价格相对便宜等优点。

２．６．２　ＩＣ卡的技术优势

１．ＩＣ卡的优点

由于采用了当今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和信息安全技术，所以ＩＣ卡相对

于其它种类的卡来讲，具有以下四大优点：

（１）存储容量大

ＩＣ卡内部有 ＲＡＭ、ＲＯＭ、Ｅ２ＰＲＯＭ 等存储器，存储容量可以从几个字节到

几兆字节。卡上可以存储文字、声音、图形、图像等各种信息。

（２）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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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卡从硬件和软件等几个方面实施其安全策略，可以控制卡内不同区域的

存取特性。存储器卡本身具有安全密码，如果试图非法对之进行数据存取则卡

片自毁，即不可进行读写。

（３）对网络要求不高

ＩＣ卡的安全可靠 性 使 其 在 应 用 中 对 计 算 机 网 络 的 实 时 性、敏 感 性 要 求 降

低，十分符合当前国情，有利于在网络质量不高的环境中应用。

（４）使用方便

ＩＣ卡体积小、重量轻、抗干扰能力强、便于携带、易于使用。

２．ＩＣ卡与磁卡的比较

ＩＣ卡与磁卡的性能比较如表２ ５所示。

表２ ５　ＩＣ卡与磁卡的性能比较

对比项目 ＩＣ卡 磁卡

防伪性 很强，极难伪造 容易复制

抗破坏性
抗 机 械、化 学 破 坏 能 力 强；抗

磁、电能力强
不能抗强磁和静电

信息保存期 １０年以上 ２年以下

信息存储量 大 小

保密性 高 低

耐用性 擦写次数１０万次以上 数千次

灵活性 带有智能性 被动的存储介质

成本 较低 低

读写终端设备成本 低 高

系统网络环境要求 低 高

与磁卡相比，ＩＣ卡具有如下四大优点。

（１）安全性高

ＩＣ卡的安全性比磁卡高得多，ＩＣ卡内的信息加密后不可复制，安全密码核

对错误有自毁功能，而磁卡很容易被复制。

（２）存储容量大

ＩＣ卡的存储容量大，内含微处理器，存储器可以分成若干应用区，便于一卡

多用，方便保管。

（３）可靠性高

ＩＣ卡防磁、防一定强度的静电，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比磁卡高。一般至少

可重复读写十万次以上，使用寿命长。

·７６·第２章　物流信息管理基础技术与应用



（４）应用成本低

ＩＣ卡的读写机构比磁卡的读写机构简单可靠、造价便宜、容易推广、维护方

便。

从相关设备的成本上来看，磁卡的读写设备中含有精密机械及信号转换装

置，因此成本高，一个简单的读卡装置售价都在几百元，而复杂一点的读写卡装

置价值几千元，而且可靠性低、维护量大。另外，由于磁卡的加密性较差，存储容

量小，因此有些信息不能存放在磁卡上，这样为了提高磁卡应用系统的安全性，

网络设计要求高，软件工作量大。

ＩＣ卡本身就是一个数字电路。因此，ＩＣ卡的读写只需要一个可供插卡的卡

座就行，简单的卡座只有十几元人民币，高级的卡座也只要百元左右，而且使用

寿命长，可靠性高，基本上不用维护，因此ＩＣ卡可用于一些一卡配一座的大众化

产品中去。尽管目前单个ＩＣ卡的成本要高一些，但从性价比和整个系统的成本

及以后工艺成本的降低趋势来看，采用ＩＣ卡，成本不会是一个障碍。正是由于

这些优点，使得ＩＣ卡自诞生以来就备受重视，其市场迅速遍及世界各地，而其应

用领域也从最初的银行信用卡单一领域，渗透到包括保安、付费电话、健康记录

卡、身份证和宾馆旅游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领域。目前除了许多发达国家以外，

ＩＣ卡也开始进入拉美、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大有一发不可收的气势。

２．６．３　ＩＣ卡数据采集系统的组成

ＩＣ卡应用系统主要包括ＩＣ卡、ＩＣ卡感应设备（采集器）、计算机和ＩＣ卡应

用系统软件四个部分，根据应用的场合形成具有特定应用功能的系统。其中ＩＣ
卡主要是作为信息的载体。

１．ＩＣ卡数据采集器

ＩＣ卡数据采集器是一种具有现场实时数据采集、处理功能的自动化设备。

它具备实时采集、自动存储、即时显示、即时反馈、自动处理、自动传输功能，为现

场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实时性、可用性提供了保证。

许多企业在数据记载的各环节工作中，几乎全靠手工完成，费时费力，易出

差错。例如，在仓库作业管理过程中，进货、退货、出货、盘点等日常活动全由手

工完成，由于填写琐碎而复杂的表格及数据重复填写，增加了工作量，所以工作

容易出错，效率低下。面对这种情 况，许 多 企 业 都 要 求 引 进 一 套 计 算 机 管 理 系

统。但引进了计算机系统之后，才发现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因为有了计算机软

件的支持，只可以解决有条件放置计算机的工作场合，而无条件放置计算机的工

作环节中的手工抄写状况仍不能解决。即 使 计 算 机 解 决 了 部 分 手 工 抄 写 的 问

题，但不能改变大量的打印表格的数据在下一个计算机作业点重新输入时而引

发的瓶颈现象。采用采集器设备后，数据记载的各环节实现了数据的自动录入，

而且它特别适合脱机使用的场合，同时也避免了数据的重新录入问题。

采集器一般可分为ＩＣ卡数据采集器、ＩＣ卡／条码数据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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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ＩＣ卡数据采集器设备必须具有以下功能：

①数据通信功能：即对上与计算机、对下与智能卡感应模块之间的通信。在

联网模式中，通信方式可以是 ＲＳ２３２方式、也可以是４８５通信方式（理论通信距

离１２００ｍ），甚至可以采用调制调谐实现远程数据传输。而在脱机或非联网模

式中，ＩＣ卡数据采集器与计算机的数据交换常常采用存储量大的专用ＩＣ卡来

实现。

②数据暂时存储功能：即能存储应用过程中的数据信息。

③感应各种智能卡功能：采用更换控制程序和感应头的方式，实现对各种智

能卡进行读写和数据操作。

２．ＩＣ卡应用系统软件

一般地讲，ＩＣ卡应用软件的主要功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①ＩＣ卡的初始化与管理。

②ＩＣ卡数据采集器中的数据的上传和转换，或下载参数到ＩＣ卡数据采集

器。

③数据汇总统计查询。

④根据应用的需要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⑤系统安全管理。

ＩＣ卡的初始化管理，主要包括对卡上存储空间的初始规划分区，规定各分

区数据 格 式，加 密 方 式，各 级 读、写 密 码 等。以 当 前 应 用 最 广 泛 的 ＡＴ

ＭＥＬ１６０４卡为例来做以介绍。该卡包含四分区逻辑加密，主要由电可擦除可编

程存储器即 Ｅ２ＰＲＯＭ 组成，具有较大存储容量和优良保密安全性能。卡上有１
个公用区和４个应用数据区。首先需对各存储区进行规划。公用区存放厂商代

码、发行商代码，用于区别其它应用系统。总密码用于对全卡操作进行控制，各

分区还有分区密码、擦除密码和读写控制位，它可以保护各区数据安全，控制数

据读写属性。第１分区容量为９Ｋｂ，用于保存客户历史交易资料。其它分区均

为２Ｋｂ容量。第２分区存放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编号、工作单位、

地址、电话等。第３分区 为 记 账 区，存 入 用 户 预 交 费 用、有 效 期、是 否 挂 失 等 信

息；在交易过程中由各站点写入自动收费结算。第４分区一般用作保存系统特

征值，如加解密密钥和一些系统参数，将来可写入其它信息实现一卡多用。

ＩＣ卡管理模块是ＩＣ卡应用系统的核心，它包括了新卡发行!卡上信息查

询和修改!卡的挂失和补发等功能，均涉及ＩＣ卡的读写。

在ＩＣ卡应用系统的建设过程中，除实现上述功能外，还需考虑应用系统总

体结构设计、计算机硬件配置、网络结构设计和联网等工作。由于ＩＣ卡读写设

备或数据采集器可实现脱机处理，对通信线路的依赖性不强，所以前台读写设备

与后台处理系统通信的网络结构一般都比较简单，大多为电话网（ＰＳＤＮ）甚 至

可以不联网。例如，在公交车自动售票系统中，因为在不断移动的公交车上无法

与后台处理系统建立有线联接，所以大多采用一种存储量较大的专用ＩＣ卡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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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数据，这是一种典型的脱机或非联网应用方式。

２．６．４　ＩＣ卡的一般使用流程

在应用过程中，常见的ＩＣ卡使用流程一般是：

①ＩＣ卡生产商成批生产空白卡，并根据开发者的需求在卡片上印制图案和

说明文字。对于远程客户还需写入运输密码由开发者解密后使用，以防空白卡

在运输途中被截取。

②利用ＩＣ卡管理模块中的发卡站，针对具体持卡人在ＩＣ卡上写入不同信

息，这个过程称作ＩＣ卡的个人化，它一般包括与其它应用系统相区别的发行商

密码和个人密码，此密码由系统中各工作站在读写时识别，以防止伪造的同类型

卡在系统中使用。

③根据应用的需要，由ＩＣ卡应用软件或通过ＩＣ卡数据采集器写入其它与

持卡人有关的信息，如个人姓名、密码、个人账号、存款额等等，使该卡个人化以

与其它卡相区别。

④利用ＩＣ卡管理模块中的发卡站，完成对丢失、损坏的卡进行核实、补发、

核销等工作。

２．６．５　ＩＣ卡技术在物流管理数据采集中的应用

ＩＣ卡及射频技术适用于物料跟踪、运载工具和货架识别等要求非接触数据

采集和交换的场合。由于上文介绍的非接触卡的特性与优点，物流管理应用中

非接触卡的使用非常普遍，特别在仓储管理与运输管理等领域。

下面以一个非接触式ＩＣ卡在仓库管理中的应用为例进行说明。这里，该非

接触式卡仓库管理系统硬件包括主机、打印机、出入库读写机、位置读写机、移动

读写器、ＲＳ４８５接口卡、电动控制门、报警检测装置等。其中主机安装了应用管

理软件，并通过 ＲＳ４８５接口卡与出入库读写机及所有的位置读写机相连接，对

它们进行控制，如设置权限、读取记录及统计查询等。位置读写器记录物品的放

置；出入库读写器控制电动控制门，采集物品出入库记录等；非接触式卡记录物

品的标识，存储其型号!生产日期!数量等资料。

１．货物定位

物品进出仓库中某区域时需经过该区域的位置读写机，读写机记录此物品，

由逻辑电路判断出物品进出方向，如图２ １２所示。主机接收记录及进出标识，

对数据库进行修改。若物品进入某区就在数据库中将记录添加到该区，反之则

删除记录。这就实现了仓库货物的实际位置与主机数据库内的信息—一对应，

为管理人员查询点验寻找货物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２．出入库管理

货物出入库登记是仓库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一旦物品种类数量过多，工作

量就会很大，出错可能性也随之增大。本着谨慎小心的原则，采用人工检查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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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２　位置读写机在货物定位中的工作原理

动化办公双重管理方式，实现出入库的管理，使货物出入库与数据库的添加删除

同步，并最终生成报表，可以大大减少管理人员的工作量。

入库时，将货物信息写入ＩＣ卡的同时在数据库中增加一条记录；出库时，读

取ＩＣ卡中的信息，与货物本身核对无误后，从数据库中删除对应的记录。

需要说明的是，在该系统中出入库读写机与位置读写机相类似，装配有两个

红外线接收器用来判断是入库操作还是出库操作。

３．盘点

在仓库管理中定期进 行 盘 点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工 作。该 系 统 配 置 了 移 动 读 写

器，工作人员手持它在仓库中巡视一圈即可迅速完成货物清点任务。具体流程

是分区域进行，移动读写器读取ＩＣ卡信息并 输 送 到 主 机 作 为 记 录 存 入 新 数 据

库，一个区域读取完毕后主机进行该区域的新旧数据库比较并记录结果，进入下

一区域重复以上过程，仓库盘点结束后由仓库管理系统生成货物统计报表和差

异报表便于及时发现问题。

本章小结

物流信息管理基础技术，包括条码与自动识别技术、ＧＰＳ定位技术、自动化

立体仓库技术、ＥＤＩ技术及ＩＣ卡数据采集技术等，主要用来实现作业数据的自

动、快速、批量采集，满足业务处理层面的应用需要，因而构成整个物流管理信息

系统的基础。应用这些技术所采集的数据 将 用 于 业 务 的 处 理 和 满 足 决 策 的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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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基于 大 集 中 管 理 模 式 的 仓 储 管 理 系 统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

３．１　为什么要发展大集中管理模式？

３．２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概述

３．３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功能结构

３．４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业务流程分析

３．５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体系结构与应用环境

３．６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应用评价与分析



３．１　为什么要发展大集中管理模式？

近年来，随着ＩＴ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改进，信息系统的大集中管理已经成为

一种趋势。

为什么大集中管理模式会盛行？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案例“开平之劫”。在中

国银行内，历经三任行长，作案时间长达九年，涉案金额达４．８３亿美元，这成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的银行监守自盗案。

３．１．１　案例：“开平之劫”

１．“１０．１２事件”

那是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２日，作为全行加强管理的重大技术举措之一，中国

银行正在将过去全国多达１０４０处的电脑中心统一成一套系统，集中设置在３３
个中心。

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天中国银行在集中的各分支机构的电脑

中心反映出来的账目中出现了４．８３亿美元的亏空。数字过于巨大，工作人员最

初以为是电脑系统出现了技术故障。然而几番复算之后，结论仍然肯定：银行的

“防洪大堤”出现了“管涌”，中行发生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用案。

随后，案发范围逐渐 缩 小，先 集 中 于 广 东 省，又 锁 定 到 弹 丸 之 地 的 开 平 市。

１０月１５日，时任广东省分行财会处处长的许超凡突然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

广东中行的两名支行长余振东和许国俊。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恰恰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先后担任过开平支行的行长，其中许国俊正是现任。这时候，中

行的管理者们才发现，许超凡们的家眷不知何时早已移居海外。许等作为此案

的嫌犯潜逃境外，情况已是了然。

在中国银行内部，这起案件有两种提法：一是“１０．１２案”，指案件发现日；一

是“１０．１５案”，指当事人潜逃日。

开平是个只有７０万人口的县级市，经济规模有限。直到２００１年，这个小城

市利用外资才首次超过１亿美元，愈发显出被盗的４．８３亿美元数额何等巨大。

事实上，根据２００２年开平市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数字，全市１０年的财政收入总和

折合还不到４亿美元。

２．窃案上游：“联行清算”的“管涌”

由于目前尚未结案，很难完全了解开平事件的全部脉络，但从广东省中行事

后亡羊补牢的举措中可窥得些许玄机。开平案发后，广东中行迅速对县级支行

的权限进行了收缩，并全部切断基层行直接与境外资金汇划的全部渠道。一位

省行高层官员表示：“从业务上来说，最大的风险是资金通道，即银行和银行之间

的资金汇划、银行和企业间的汇出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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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知情人讲，这个讳莫如深的资金通道指的是中国银行的“联行清算系统”。

利用联行系统的空隙，许超凡等人在通往总行钱库的管道里修了一条暗渠，巨额

资金从总行漏到了个人囊中。换句话说，许超凡们通过这个管道拿走了属于中

国银行全系统的资金。

开平支行是广东省中行下属二级机构中四大支行之一，其余三个是顺德、南

海和虎门支行。这四家支行的资产规模甚至可以比肩内地的一个省行。即使如

此，开平支行的资产规模也不超过１００亿人民币，而且支行行长动用资金的最高

权限为１００万美元，从前门拿钱量总是有限的，而许超凡们靠的暗渡陈仓，在拿

走了４．８３亿美元后，开平支行表面上却毫发无伤。

联行清算系统，指的是一家银行内部各分支机构之间的汇划的内部清算机

制。比如客户将资金从北京中行汇到广州中行，银行内部并不发生汇款行为，只

是在双方的资产负债表上记上各自汇出汇入的金额，然后通过总行确认各分支

行的业务关系，再对各分支行的汇差进行结算。

由于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电脑系统是自发建立的，没有统一规划，不仅数

据网络的连接有隔断，而且不同地方主机 的 软 件 系 统，手 工 操 作 环 节 也 无 法 逾

越。长期以来，中行（同时也是其它国有商业银行）采用的清算办法是每天由各

个分支机构自下而上地汇报其联行业务的发生金额。由于技术手段落后，效率

非常低下，不仅银行系统内部的汇划和结算无法同步完成，总行最终的确认也很

容易被各式失误所打断，很难保证最终的结算时间和周期。

正是由于资金汇划和总行确认之间存在着时间差，使中行开平支行得以在

上报联行资金时下手。据悉，许超凡等人轻车熟路的舞弊手法就是将其平日盗

用各科目（诸如头寸、存款科目）的资金额打入联行资金项下，将亏空反映成对总

行联行系统的欠款。然后，利用欠 款 确 认 的 漫 长 和 不 确 定 的 过 程，以 新 账 补 旧

账，寅吃卯粮。经过这套瞒天过海的安排（或许还有相关企业的配合、此间的细

节尚不得而知），在开平被盗用的亏空事实上被逐级转嫁到了总行，其破坏力超

出了开平支行的承受能力。

就逻辑而言，这种手法并不难识破。首先上级分行对于开平支行联行项下

越来越大的汇差应有所察觉；其次，由于银行账目各科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匹配

关系，当联行项目与其它科目出现不匹配时，上级分行及相关主管部门（财会部

门）应有机会发现问题。然而蹊跷的是，在案发前不久，曾任江门分行行长的赖

敏举家移居海外，有关线索也为之中断。而案发之后，江门分行的财会人员几乎

全部更换。由于所涉问题相当专业，各级财会部门如何涉入该案，尚不得而知，

有关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种种疏漏酿造的环境，使许超凡们的假账游戏仍有机会继续（其间变换了一

些难以获知的手法）。尽管盗用行为后来渐次收手，最后的盖子却还没有揭开。

一切都要等到电脑中心集合、许国俊无权改动数据的那一刻。惟有危机真的降

临，这些一直心存侥幸的罪犯们才取出早已准备的假护照，按计划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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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谁来约束分支行行长？

“开平案”还暴露了制度弊病的另一面———身为支行长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

权力，频频接触巨额资金？

这正是中国银行业“四级管理、四级经营”的管理架构所致。在这种完全与

国际惯例迥异的架构中，支行长几乎等于一家小银行的行长，权力几乎无边界。

唯一的区别是其身后还有大银行的招牌和资金。

在“开平案”发以前，中国银行也像其它国有商业银行一样，实际执行着从总

行到省行、地市分行、县支行的“四级管理、四级经营”的分布式管理架构。几乎

可以说，省行行长有多大权力，支行行长就有多大权力。上级行对下级行仍缺乏

有效控制。这种模式，与国际上商业银行通行的内部分专业严格管理、限制分支

机构授权的矩阵式架构恰恰相反。看起来，逐级分权管理调动了得权者的积极

性，实际上却由于破坏了纵向专业分工、严重影响了效率，更使腐败分子有隙可

乘，正可任意胡作非为。

以许超凡为例。其在任期间几乎无所不能，工作范围既包括财务管理、核算

管理和授权管理，也曾包括人事管理和行政管理。各种权力之间应有的制约性

了无意义。

于是，支行长凭借财务管理大权，控制银行包括运营成本和固定资产的内部

资金；又依仗核算管理大权，掌控银行和客户之间的清算过程，统计联行账目层

层上报。即使是行长无法直接控 制 的 业 务，又 因 其 有 人 事 权，可 以 控 制 相 关 人

员，形成串谋关系，调动支行账目各个科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纵向指挥、监控

都十分困难。

这种局面完全可以解释，许超凡的继任为什么正是同为罪嫌的余振东，再到

后来又是一起出逃的许国俊，而“开平案”发之后，开平支行股长以上人员已被全

部调换。

专家们指出，中国的银行业长期实行分权管理，固然与大型商业银行的管理

水平和技术手段有关，但更多的“国情”还在于利益驱动与路径依赖。因为“分”

的动力大，“合”的阻力必然增大。

细数“开平案”的惨痛教训，涉及银行体制的方方面面。尽管在很大程度上

为历史积弊所致，且正在被清除涤荡，然而问题的艰巨和复杂性也令人悚然。如

果不是中国银行的信息系统联网运行、统一实时管理，许超凡一类的罪犯还不知

要待到何时才能发现。

３．１．２　大集中管理模式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总部集中管理、实行业务总揽、资源

统一调度，这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发展的战略趋势。目前，世界大型物流公司在运

作模式上大多采取总公司与分公司体制，采取总部集权式物流运作，实行业务垂

直管理，也就是一体化经营管理模式。多个物流操作中心由总部统一调度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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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体化管理运作模式是现代物流的要求，因为只有一体化管理才能确保对整

个过程的有效控制、资源有效利用，而一体化管理的正常运作和具体实现都离不

开信息化手段的保证。

信息系统的建设是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与企业的发展

战略相适应。根据我国在信息系统建设上采用的模式来看，目前主要有以下３
种典型的方案。

１．大集中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是指在总部设立数据中心，包括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

软件系统等；全国各地下属网点只需安装 ＰＣ终端、进行局域网连接，通过电信

专线如 ＤＤＮ 专线与总部中心相连，通过中心应用服务器访问中心 数 据 库。所

有数据都存放在中心数据库，业务数据处理集中在总部进行。这就是所谓的大

集中方案。

２．分布式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是指在各地网点建立局域网、设立数据分中心，业务数据处理以本

地为主，然后以天或小时为单位将各地数据汇总到总部进行分析和使用。

３．集中分布式管理模式

此方案的实质仍是集中式，是指在集中式方案的基础上，在各网点安装自己

的数据库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配备ＰＣ终端，增强当地的数据处理能力。在数

据同步方面，采用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自动数据复制机制或其它手段，实现本地数

据库数据与总部中心的数据库数据保持一致。目前，在广域网体系内，实现这种

模式还存在不少的技术问题。

我国现有的物流信息系统在软件体系结构上，基于局域网的比较多，而且多

数采用客户机／服务器（Ｃ／Ｓ）结构，以分布式管理模式为主。由于这种体系结构

在跨区域范围内摆脱不了数据实时性差的问题，而且初期投入和维护成本都比

较高，因此为了适应跨区域的大型企业的一体化经营管理需要，许多物流软件提

供商已经把目光转向开发基于浏览器／服务器（Ｂ／Ｓ）模式的系统，实施大集中管

理模式的策略。例如，中储物流在线有限公司的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和数码配送

应用系统就是这方面非常典型的例子。我 们 在 本 章 和 下 一 章 分 别 对 其 作 一 介

绍。

３．１．３　大集中与分布式管理模式的分析与比较

在技术方案的分析上，主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发展趋势、系统维护

的成本、软件开发难度、总投资分布、风险因素。

１．发展趋势

从目前中国各行业的类似应用上看，呈现出分布式、集中式共存的状态。这

有历史的原因，前些年开发时，国内的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环境仍然不成熟，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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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集中式的通信要求，所以大多数的系统采用了分布式方案。这是其中的原

因之一。另一方面，因为业务本身的特点或组织体系上的要求，即很多企业采取

分级管理、分级经营的模式，所以，相当一部分系统也采用了分布式方案，分部门

拥有自己的服务器和数据中心。但是，从目前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状

况看，通信技术的稳定性已经在很大程度 上 可 以 满 足 业 务 集 中 化 管 理 的 要 求。

所以众多的计算机应用系统转向采用大集中方案，如招商银行等。国外著名企

业的信息系统也大多是采用大集中管理模式，如沃尔玛。大集中管理成为当前

计算机技术应用的发展趋势。

２．系统维护的成本

系统维护是计算机应用的最大障碍。系统维护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计

算机硬件或网络设备、软件出现故障，需要系统维护；二是软件需求发生改变、需

要增加功能等，同样也需要系统维护。能否及时、快速地消除故障，是未来系统

成功应用的关键。

在大集中方案下，所有的数据处理集中在总部，各地网点只设终端和简单的

网络设备，所以大量的系统维护工作就集中在总部。而在分布式方案中，大量的

系统维护工作发生在各地网点。从人员素质要求看，集中式方案下总部的技术

人员要求高、各地网点的技术人员要求相对很低，分布式方案正好相反。这样，

如果采用分布式方案将会大大加重各地网点的压 力 和 增 加 系 统 应 用 实 施 的 难

度。当软件升级时，采用集中式方案主要工作发生在总部，而分布式方案需要各

点全部修改，会大大增加工作量和难度。

由于高水平的计算机人员难以获得，而且工资成本很高，所以采用集中式方

案有利于降低总体的成本和保障系统的运行。集中分布式是介于集中式和分布

式之间的一个方案，其系统维护的难度和成本要远远高于集中式或分布式方案。

３．软件开发难度

大集中方案是一个广域网的概念，而分布式方案中各个网点系统采用的是

局域网的概念。由于技术工具上的差异，在我国目前的技术条件下，集中式方案

中保障软件系统可靠运行和快速开发要比分布式方案难度大。

４．总投资分布

从系统建设投资上讲，管理的网点数量越多，大集中方案的优势越明显。

在总投资上，假设以分布式方案为例，每个仓库投资２０万元，２５个仓库共

需一次性投资（设备与网络建设）５００万元。这样一个总投资就很可能是集中式

方案和分布式方案差不多。但是，在投资分布上，两方案相差较大，在集中式方

案中，８０％的一次性投资由总部承担，各个仓库的一次性投资相对很小，但是会

有一定的运营通信费用；而在分 布 式 方 案 中，８０％的 一 次 性 投 资 由 各 个 仓 库 承

担，总部的投资可以很小，同时此方案的运营通信费用要比集中式方案小得多。

集中分布式方案的总投资要比集中式和分布式方案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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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风险因素

项目的风险因素主要是指影响系统可靠运行的因素。在集中式方案中，一

旦总部系统瘫痪或通信线路不通，整个系统体系全部都要转入手工工作方式或

停顿，主要的风险在于总部系统和通信线路能否可靠运行。而在分布式方案中，

一个仓库系统的瘫痪不会影响其它仓库的运行，故障主要发生在局部。在集中

分布式方案中，系统的可靠性有所提高，但是故障点增多。

为保证系统的可靠运行，集中式方案中需采取服务器双机备份、通信线路双

备份（如 ＤＤＮ＋拨号备份）等技术手段进行保障。在银行等大型系统中，数据中

心也会采取异地双备份的方案。

总结以上分析，大集中管理模式的主要优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 整个系统数据统一、便于管理；

② 业务操作流程标准、规范，便于整体系统的管理目标的实现；

③ 数据信息实时共享；

④ 大规模系统建设投资少，见效快，推广迅速；

⑤ 系统维护专业，成本低廉；

⑥ 便于系统升级。

３．２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概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客户需求方式出现了个性化、多样化的改变，生产方式也

变为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方式，因此，对物流服务的要求也从少品种、大批

量转变为多品种、少批量或多批次、小批量，对仓储服务的功能要求从重视保管

效率逐渐变为重视流通功能的实现。仓储是物流中的重要环节，储存功能相对

于整个物流体系来说，既有缓冲与调节的作用，也有创值与增效的功能。

在企业总的物流成本中，运输成本和储存成本占了绝大部分。而在我国，库

存成本对物流成本的影响更大，要控制总成本，就要加强库存管理与控制，使得

库存周转加快，平均库存量压缩。仓库作为物流体系中的节点，是商品流通以及

电子商务物流保障的重要基础。

作为新经济时代诞生的新型物流企业，为提高仓储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企

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储物流在线有限责任公司将信息化建设和信息整合工作列

为其发展现代物流、挖掘第三利润源泉的重要保障。因此，以中国物资储运总公

司遍布全国各地的６０余家仓库作为首批应用对象，以仓储业务基础管理标准化

为突破口，中储物流在线有限责任公司全面展开仓储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及相关

数据库的建设工作，构建物流体系信息神经网络，旨在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网络优

势，并以此发展全国性业务。

在这种战略发展的背景下，“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从２０００年起已经进入全面

建设时期。在２０００年６月至８月间，中储物流在线有限责任公司先后邀请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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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物流软件供应商 ＥＸＥ公司、香港著名的物流软件供应商东方储运公司、

香港和记黄浦电子商贸港、世界著名的咨询公司安达信公司、清华大学 ＣＩＭＳ中

心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技术论证，就软件外购还是自行开发进行了充分的研

讨。虽然国外物流软件产品具有先进的管理思想和应用起点高的优势，但是其

昂贵的应用成本和长时间的客户化定制过程则严重制约了这些产品在中国国内

的应用进程。一般来说，在中国物资储运系统的一个中等规模的仓库上一套该

类物流软件，客户化定制周期大约为半年，初期的软件费用大约为１００余万元人

民币，而且后续每年的费用约需支付１０余万元人民币。因此，经过充分的酝酿

和讨论，中储物流在线有限责任公司选择了以自主开发为主、引进外援为辅的软

件开发策略，选择美国上市企业时力永联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技术合作伙伴。同

时，于２０００年８月至１０月间对计算机网络系统的集成方案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与决策，邀请香港创业板的第一家上市公司香港天时软件、东大阿尔派、联想、方

正、北京时力创恒科技发展公司等进行方案的论证，最终选择了集中式的广域网

方案。由此，全面展开了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研制开发和应用推广工作。

中储物流在线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研制的仓储管理信息系统———数码仓库应

用系统，也称为仓储之窗（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Ｗｉｎｄｏｗｓ），采用大集中的方式实现物流企

业对全国性仓储业务的统一调控，有助于提高我国物流企业运作物流资源的能

力，快速提升其管理水平，帮助企业实现从局部、分散物流服务到全国性乃至全

球性综合物流服务的跨越。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通过有效地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实时反

映库存物资的状况，使管理人员可以随时了解仓库管理情况。该系统将各类资

源（物资、设备、人、信息）联系在一起，进行集中管理，实现综合优化利用。数码

仓库应用系统不单单是解决了一个仓库业务工作的电子化，而是要使大系统层

面的多个仓库实现电子化和信息化，是实现全国范围的仓库网络群信息化建设

的解决方案，它将最终搭建起一个全国范围的、有效支持现代物流业务开展的电

子化仓储网络体系。

在功能上，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对库存物品的入库、出库、在库等各环节进行

管理，实现对仓库作业的全面控制和管理，可以达到提高仓库管理现代化水平、

提高作业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的目的，最终保证企业生产、销售活动顺利、及时、

高效地进行。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应用环境设计坚持如下几项基本原则：杰出的性能价

格比、极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极强的扩充及扩展能力、优越的开放性、高可维护

性、高可用性和实用性、优越的汉化环境。其建设实施方案力求使计算机能够在

最大限度上满足用户不断增长和变化的业务需求，也使用户能够在最大限度保

护其投资的前提下不断利用迅速发展中的计算机技术和产品，同时实现用户综

合业务管理系统同计算机及网络方案完美的结合，获得最优的性能，确保用户的

业务顺利实施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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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功能结构

３．３．１　功能设计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功能设计遵照以下基本原则。

１．系统性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通过建立起统一的信息系统，使大量的、各个独立的仓库

点，整合成为相互关联的仓库网络，从而建立起整个系统的信息神经网络，使各

个仓库从物理连通到神经互通，逐渐使整个仓库网络形成合力，达到系统的全局

最优，有力支持全国性现代物流业务的开展。

２．可见性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 建 立，将 使 整 个 仓 库 网 络 的 各 个 业 务 过 程 如 入 库、验

收、盘点、出库，均能被及时了解，整个仓库网的库存物资的分布、类别、状态均能

被及时地掌握。分散在各地的仓库的情况，不再像以往的模式通过报表一层层

的上报，从而保证了生产业务数据获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为科学决策、数字化

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３．共享性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将打破各个独立仓库形成的“信息孤岛”，真正达到信息

共享，避免信息不及时、不对称，减少重复、虚假、错误信息的干扰。在此基础上

形成业务共享、组成统一的战斗团队，实现共同发展，发挥系统整体优势。

４．可控性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产生的及时、准确、真实的信息，成为仓储管理科学决策

的有力保障。在此基础上，仓储管理业务指令和命令可以及时、准确地下达，减

少了中间环节，使得仓库管理零距离，扩大了管理活动的有效范围，保障指令的

快速执行，提高了企业的快速反应能力。

５．高效率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以提高仓储业务效率为原则，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和信

息技术，使用户摆脱了繁重的手工管理。通过集成其它先进的自动化工具，将使

用户在作业现场一次作业完毕，就地、实时、快速、准确地输入、核对、查询作业数

据，减少无效劳动、加快仓库作业速度，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６．易用性

为了方便系统使用，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设计在满足管理要求的基础上，以

易学易用为原则。用户界面采用浏览器形式，直观简单，操作次数较少，不需太

多的计算机知识，只要熟悉业务就容易掌握。同时，还可以根据用户的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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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进行后期定制。

７．安全性

仓库管理要求必须安全可靠，因此该系统从多重角度进行用户权限控制和

运行监控，保证系统使用安全。在作业过程中，根据业务流程各岗位之间多重复

核，保证作业的可靠性。

３．３．２　系统功能结构及组成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主要包括以仓储业务中的进出库管理为主线的储运业务

管理功能模块，为客户专门设立的查询模块，为总部、事业部、仓库三级领导设立

的查询统计分析模块，以及为提高管理水平的标准化管理和资源管理模块。其

系统功能构成如图３ １所示。

图３ １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功能构成

３．３．３　标准化管理

基础数据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可扩充性是系统应用的基础。数码仓库应用

系统提供了标准化管理模块，对基础信息进行录入和管理。标准化管理模块主

要包括货物、货位、人员三大内容的管理。

１．货物代码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按照 国 家 标 准 ＧＢ／Ｔ７６３５—１９８７《全 国 工 农 业 产 品（商

品、物资）分类与代码》的要求进行货物代码定义和维护，并在使用时根据实际情

况在该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化与补充。该标准的应用使得系统的数据与国内

各地区、各部门的计划、统计、会计等各类业务工作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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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系统应用统一的货物代码。对于仓库中新出现的品名或者不能确定的

品名，可以先申请临时代码，不影响业务的正常进行。品名最终确认后，系统进

行临时代码审批和替换工作。

２．成套货物代码管理

通过对成套货物的代码管理，可以满足对仓库的增值业务的支持，如对货物

的再包装、拆件发货、组合配送等等。

３．理论换算管理

系统可以针对特定的货物进行相关的计量计算，也可以针对不同的换算要

求对理论换算表进行维护。

４．仓库仓容管理

对仓库的货位原始信息进行录入管理，可进行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数

码仓库应用系统的货位分三级管理：库区、货区、货位，三级管理使货位划分更灵

活，可以满足不同的管理要求。

５．岗位人员代码管理

该系统提供建立不同岗位人员简明人事档案的功能。除提供对这些档案的

基本维护功能，在人员换岗位或者离开企业时，该系统能更改其对系统的使用功

能权限、数据权限和审批权限。这里，主要包括对系统使用人员的代码管理，对

业务岗位的代码管理，以及系统使用权限的分配与管理。

３．３．４　资源管理

合同是业务开展的基础，客户是企业服务的对象。资源管理主要包括对客

户与合同等资源的管理。

１．仓库基本资料管理

对各个仓库基本信息进行增加、修改、删除和查询操作。当需要新增经营单

位或仓库时，可以按照既定的编码原则生成相应的编码，同时分配系统功能使用

权限、数据操作权限等。

２．合同管理

合同是企业之间开展业务的依据，系统提供几类常用合同（如仓储合同、代

运、中转、租赁和货物质押合同）的管理功能；一个合同可以对应多个货物、多种

规格的收费标准。新增合同只能由合同管理员录入，录入内容一经审核，将不能

进行修改。如果要修改，需要上级授权。

３．客户基础资料管理

对客户的基础资料进行增加、修改、删除和查询操作，支持对大客户、集团客

户的多级管理，对进行互联网查询的客户进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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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５　储运业务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以国家物资系统４０余年积累形成的标准化储运业务流

程规范为基础，极尽可能地兼收并蓄了各仓库的业务特色要求，完成了系统的需

求分析和设计。其储运业务功能非常丰富，可以很好地支持国内各类仓库的业

务管理需要。数码仓库仓储业务基本功能如图３ ２所示。

图３ ２　数码仓库仓储业务基本功能

１．货物入库管理

该系统能处理不同形式与要求的入库指令，根据要求生成验收通知单，传递

至相应岗位。由于客户要求的多样性，该系统能提供非一般业务流程的入库管

理功能，支持特殊业务审批、授权。

入库业务管理主要包括：一般入库管理、铁路到货入库管理、汽车到货入库

管理、中转到货入库管理等。

该系统根据不同的仓储管理策略、货物属性、数量以及现有库存情况，自动

设定货物堆码位置、堆码搬运路径建议，从而有效地利用现有仓容空间，提高作

业效率。

２．货物在库管理

在库管理主要是指货物在库期间的日常管理、清查盘点、保管养护、存储时

间和货物质量保质期检查，以及为了便于管理货物和更有效地利用仓容而进行

的并垛、移垛操作。其中，很主要的功能之一是货物的清查盘点。

（１）日常盘点（ｃｙｃｌｅ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在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中，盘点有三种类型：随着其它业务进行的动态盘点，

根据盘点计划做出的定期盘点，以及根据实际需要随时进行的不定期盘点。结

合人工操作，可产生盘盈盘亏报告。

该系统支持通过手持终端 ＣＲＴ 或者远程 ＲＦ设备的盘点。由于多数仓库

不能配备 ＲＦ设备，系统也能根据盘点要求，将盘点任务打印到纸面文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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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盘点。无论自动盘点还是手工盘点，该系统都能自动汇总并提供审计报告。

该系统自动设置货物的盘点状态，在盘点工作结束后调整盘点状态，并辅助管理

人员进行库存调整。

（２）货物在库移垛、并垛

该系统支持货物在库中搬移位置、同类货物合并存放，可以实时记录其相应

位置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仓 库 储 位 发 生 变 化，该 系 统 能 自 动 识 别 这 些 变

化，辅助给出货物在库中的搬移决策信息，以免仓库生产率下降。

（３）货物在库过户

该系统支持货物在库中货权发生转移的相关业务处理。例如，一个码单上

的货物部分过户给一个存货人；一个码单上的全部货物过户给一个存货人；一个

码单上的货物全部过户给几个存货人。

３．货物出库管理

该系统可以按照多种原则（如先进先出（ＦＩＦＯ））设定多种出库形式，处理不

同的出库指令，如货主直接提货或者货主委托提货，并自动产生通知单据给具体

岗位按时间按量安排备货，记录实际出库数量。

出库业务管理主要包括：一般出库管理、货主自提出库管理、代理运输出库

管理、中转出库管理、临时出库管理、以发代验出库管理等。

该系统根据客户不同的出库指令以及该客户现有货物的存储情况、所提货

物的货物属性、数量、实际作业情况等，设定货物拣选、搬运路径建议。

（１）中转

该系统能处理临时或者既定的货物中转业务，记录业务发生时间、产生的费

用以及设备和人员的占用情况。

（２）货物拣选

该系统支持按照某种固定策略进行调度安排拣选工作，如按照地域、顺序、

批次或者船只装载量。该系统也可以支持基于多种计量单位如长度、重量、体积

的拣选工作。

该系统支持紧急拣选，对于急需的物品可以优先拣选；支持组合拣选，为了

提高在库搬运的效率，系统支持同一趟运输可以同次或不同次地拣选小件货物，

对于小批量拣选可以优化组合在一起一次完成。

该系统按照时间戳记录每一笔拣选工作，支持拣选工作完成。如果没有出

库，那么被拣选出来的货物可以回复到原来储位。

（３）货物包装

该系统可以自动根据运载工具 类 型 和 有 关 包 装 标 准 产 生 包 装 规 格 要 求 说

明，也可以记录相关费用。用户可以根据常规包装尺寸、形状设定包装策略，以

及包装材料的使用方法、加工要求。

在应用过程中，可选择在分拣过程中同时完成包装操作，也可在分拣工作结

束后进行包装。该系统支持标签的打印和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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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货物运输和配送

该系统可根据运力资源使用情况和货物出库情况，记录货物从库中出去瞬

间的相关运输配送信息如人、车牌、时间等。

５．处理代理业务

该系统能提供处理部分仓库经常处理的代理业务功能，如接受客户委托交

易、代理运输等。

６．特殊业务

（１）货物冻结、解冻

该系统可以实现因担保、单证遗失、盘点等各种原因造成的货物冻结和解冻

功能。

（２）货物退货

该系统可以提供出库后货物退回部分的管理功能。

（３）单据挂失、解挂

该系统可以实现存货单证或其它与货物存储有关的有价证券遗失所造成的

挂失、解挂和重新生成等业务功能。

（４）退单

该系统可以在某些指令已经下达但在实际业务没有实现之前，提供撤销指

令的操作，例如提货人撤销出库指令、存货人撤销入库指令等。

７．财务管理功能

（１）应收账款（费用）的计算功能

收费是每发生一次入库或出库活动就计算一次。在入库时，该系统根据合

同以及货物代码、规格型号、计量单位、件数、数量、重量、计费单位、计费数量、计

费单价等业务信息计算入库费，同时也记录代垫费、劳务费、运杂费、装卸费和包

装费。在出库时，系统根据合同和该笔业务信息计算出库费，同时计算仓储费。

该系统可以显示和打印出这些应收账款的信息。

（２）应收账款结算功能

该系统提供处理多种货币支付和货币金额转换的功能，能列出指定客户的

付款活动及其在指定日期内的信用状况，根据客户委托的各笔业务打印收款单

据。

（３）预收账款管理

该系统提供企业预收账款的管理功能。

（４）预付账款管理

该系统能提供企业预付账款的管理功能。

（５）账目查询

该系统可以按月或者按次提供账目的有关信息，通过打印对账单的方式辅

助实现催交费。客户可以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查询到自己的费用和支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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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货物库存量控制决策

货物库存量控制可以作为企业调整进货、生产和制订运输装载计划的依据。

针对于不同企业调整库存的策略，该系统提供决策支持。目前最常使用的方式

有：根据货主设定，当库存量下降到预定的最低库存数量时，系统自动产生并发

出库存不足信息（定量订货）；按预先确定的时间间隔进行库存调整，系统自动产

生调整信息（定期订货）；根据企业采购成本和仓储成本，帮助企业确定最佳的购

买数量，实现总订货成本最低（经济批量模型）；另外，系统也可以帮助企业在价

格变化、按数量多重折扣和延期购买等条件下确定最佳订货量。该系统支持按

批次、补货时间控制的补货决策。

３．３．６　管理查询统计分析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支持总公司、地区分公司、仓库／物流中心三级管理体系。

针对不同级别的管理者，按照其管理权限，提供有关的信息查询和统计功能。

１．业务查询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提供实时的查询功能，为管理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

信息。主要的查询功能包括：

（１）到货验收情况查询

根据到货情况、验收状态、车号、时间范围等条件查询到货品种、数量、车皮

数等情况，并根据品名、到货时间等统计选项进行分类汇总。

（２）出库情况查询

根据各种发货状态、货物属性、单据号、货位、时间范围等条件查询出库货物

的详细情况，并根据品名、出库时间、货位、规格等统计选项进行分类汇总。

（３）库存情况查询

根据具体单据号、车船号、货物属性等条件查询库存货物的详细情况，并根

据入库单号、品名、规格、入库时间等统计选项进行分类汇总。

（４）保质期检查

按货物到货日期、生产日期等条件查询库存货物的到期、临近到期的情况，

并可指出检查的货位、批次和数量。

（５）安全库存查询

对货物的安全库存情况进行查询，并在库存货物超出或低于安全库存时及

时报警。

（６）发货明细查询

查询与入库单据相对应的发货情况明细，并可以查询具体发货单据的详细

情况，用以跟踪每笔货物的出库情况，便于进行业务检查和问题追溯。

（７）出入库明细查询

根据货位、货物品名、规格型号等情况查询一段时间内特定货物、特定货位

的货物进出库情况，便于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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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各种单据查询

根据单据的主要属性查询所有单据的详细情况。

２．统计报表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能够及时提供相应范围内的货物吞吐量、库存情况、运输

情况等方面的统计功能，并产生相关的日报表、月报表、季报表和年报表。其主

要的功能包括：

（１）吞吐量统计

按品种或品名等指标对一定期间内的进库、出库、吞吐、期末库存量进行统

计。

（２）存货（人）综合情况统计

按品种对库存物资进行库存数量统计，以及其所带来的收入情况的汇总。

（３）人员业绩统计

统计各业务人员完成的工作量情况。

（４）仓储货物损坏率统计

根据仓储过程出现的货物损坏情况，计算仓储货物损坏率。

（５）仓储利用率统计

按仓库可利用情况与实际的存放状况，计算仓储空间利用率。

３．业务分析

（１）预测

该系统可以根据既往仓库存储情况和客户情况对下一阶段的仓容需求进行

预测，辅助仓库用户挖掘其潜在客户。

（２）库存预警

根据货物类别、保质期和库龄等因素，系统自动给出预警信息。

（３）数据分析

根据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如应用 ＡＢＣ分析法对库存物资进行分类，进行大

客户筛选。

（４）管理指标统计

根据相应的管理指标，如仓储吞吐能力实现率、货物收发正确率、货物完好

率、货物缺损率等，提供多种统计分析。

３．３．７　远程客户查询功能

仓库的存货人均可以查询其所属货物的库存情况、进出库情况、到货验收情

况等。该系统可以 通 过 互 联 网 实 现 客 户 的 远 程 查 询，这 一 功 能 是 通 过 ｗｗｗ．

１５６ｎｅｔ．ｃｏｍ 网站实现的；客户也可以从仓库获得打印的对账单，或通过电话了

解其货物储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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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８　系统维护功能

系统维护功能模块涉及系统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项功能，包括系统初始化、

使用人员权限管理以及系统日志管理等等。

１．系统初始化

当新仓库接入该系统时，通过初始化工作实现手工与系统应用的切换。

２．权限管理（岗位功能的灵活定制）

该系统建立了用户分级权限管理体系，针对具体业务的各个环节，分配给不

同人员以不同权限。总部系统管理员可以修改任何操作人员的权限，仓库系统

管理员只能修改本仓库的操作人员的权限。

３．系统日志管理

详细记录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各模块的操作情况，包括操作时间、操作人员、

动作、操作对象等，并可以对日志信息进行查询。该系统的日志包括菜单操作日

志、用户管理日志、用户授权日志、操作日志、存档日志。

４．系统维护查询

对所有操作人员权限和系统日志进行查询。

３．４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业务流程分析

在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中，根据各作业活动的特点进行了科学的岗位职能界

定，形成了流水作业模式，既有利于专业分工协作，又实现了各岗位相互监督、相

互制约。通过实现科学的业务流程，确保仓储作业的高效率和堵塞各种管理漏

洞。

３．４．１　作业岗位设计

１．存货人（Ｃｏｎｓｉｇｎｅｒ）

存货人是指仓储活动中，根据合同约定，将货物存储入仓库、办理相关手续

的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法人。

２．提货人（Ｄｅｌｉｖｅｒ）

提货人是指仓储活动 中，根 据 与 存 货 人 的 合 同 约 定，出 具 存 货 人 的 有 效 单

据，办理相关手续，从仓库提取货物的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法人。

３．生产调度（员）（Ｔａｓｋ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ｒ）

生产调度（员）是在仓储活动中，汇总当天作业情况，包括作业班组的工作空

闲、设备工作空闲、进库出库作业状态等，对仓容、机械设备、人员进行安排的岗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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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接运（员）（Ｓｔｅｖｅｄｏｒｅ）

接运（员）是指在货物到仓储区后，完成对货物装载工具封装情况等进行检

验、卸货、收货、发货、代运和货物中转工作的岗位。

５．理货（员）（ＴａｌｌｙＣｌｅｒｋ）

理货（员）是指仓储活动中，完成货物检验和复核，进行仓储区储位安排、货

物码放、备货，并负责货物在库保管维护工作的岗位。

６．业务受理（员）（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ｒ）

业务受理（员）是指仓储活动中，受理客户的收、发货请求，对由仓库出据的

有关业务单据进行验证、复核，负责打印有关单据的岗位。

７．合同管理（员）（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ｒ）

合作管理（员）是指仓储活动中，负责有关仓储合同、客户档案管理的岗位。

８．结算（员）（ＣｈａｒｇｅＭａｎ）

结算（员）是指在仓储活动中，负责收费计算、收费、收费单据打印，并详细记

录收费明细的岗位。

９．货运代理（员）（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ｔ）

货运代理（员）是指在仓储活动中，根据客户要求，负责处理货物从仓库运往

目的地时运输工具的组织、运输时间安排等事务的岗位。

３．４．２　基本业务流程分析

仓储基本业务包括入库管理、出库管理和在库管理功能。

１．入库管理

入库业务分为到货接收和货物验收入库两个主要环节。货物入库管理按货

物交接的方式分为提货入库（到车站、码头、民航、邮局或者生产厂、流通企业提

取货物并运输入库）和自送入库，按运输工具分为铁路专线到货和汽运到货，按

货物交接人分为承运单位和供货单位。这几种分类方式相互结合，形成实际入

库业务。下面以铁路专线到货和汽运到货对入库管理进行说明。

（１）铁路专用线到货

铁路专线到货是仓库直接与铁路部门在库内发生货物交接并验收入库的一

种方式。业务过程如图３ ３所示。

专用线接运员接到到货通知后，立即做好各项接车、卸车、验货准备，确定停

车位置并到现场准备接车。专线列车到达后，接运员现场核对运单，清点到达货

物件数，检查货物外观质量，记录在收货单上。

业务受理员将输入存货人的货物验收通知，并连同收货单一并交给理货员。

理货员按照验收通知单的要求，根据其验收标准和计量方式确定验收方案，进行

货物验收，包括货物的数量与外观质量验收、计量、堆码、记录、标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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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３　铁路专线到货入库业务过程

验收完毕后，理货员将货物实际验收数量、码放情况记录在验收码单中，复

核员依据收货单、验收码单等验收资料对实物的品名、规格、件数、存放货位等内

容逐项进行核对确认，最后的验收结果由业务受理员存档并转交存货人。

（２）汽车到货入库作业

汽运到货相对简单，没有与铁路部门的协调和单据往来，货物到货接收与验

收入库同步。理货员可以同时兼接运员。

理货员根据货物验收标准进行货物验收、货物码放并将货物的码放信息记

录在验收码单中。并将汽车运输单有关信息记录在收货单中。复核员依据收货

单、验收码单等验收资料对实物的品名、规格、件数、存放货位等内容逐项进行核

对确认，最后的验收结果由业务受理员存档并转交存货人。

２．出库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支持多种出库模式，例如自提出库、中转出库、代运出库、

分割出库、边发边验、出库单变更、出库退单等。

（１）自提出库

自提出库按出库货物的检验性质分为明确数量和不明确数量，这两种情况

在出库流程上有一定区别。明确数量指根据存货人开具的提货凭证，可以得到

确定的出库数量（如点件的货物）；不明确数量指出库的货物不能直接确定准确

的数量，只有通过检斤、检尺或过磅后才能确定实发货物的数量。

提货人首先向业务受理员出示由存货人开具的提货凭证，业务受理员需要

检查其真实性、有效性、信息的完整性，如单证是否伪造和假冒；印签是否与预留

印签一致；内容是否涂改等。通过 检 查 后，业 务 受 理 员 将 提 货 信 息 录 入 到 系 统

中，系统检查库存情况后会根据提货信息、系统内货物存放信息和出库原则等生

成发货单，交由理货员进行拣选、装车工作，复核员对实物以及相关单据进行复

核。最终业务受理员将相关单据存档。

（２）代运出库

代运出库就是存货人委托仓库代理其发货、完成运输业务。代运出库方式

下，参与的业务人员较多，除自提业务涉及到的人员以外，还将包括货运代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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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运员。如图３ ４所示。

图３ ４　代运出库业务过程

在代运业务进行之前，提货人要和仓库签订代运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代运业务也是从业务受理员开始，业务受理员根据提货人出示的提货凭证

填写发货单，并交给货运代理员填写运输计划，并与运输部门联络安排车辆。待

运输计划批准后，接运员根据此计划来确定备料时间并通知理货员进行备料，理

货员则按照要求在指定时间和地点完成备货。当专线列车到达后，接运员组织

装车发货，并记录实际的发货情况，填写配车清单。最后该业务相关的单据汇集

到业务受理员处存档。

（３）中转业务

中转业务是指货物由生产地运达最终使用地，中途经过一次以上落地并换

装的一种运输方式。货物在中间仓库或站点不经过验收、入库过程，直接从一个

运载工具换到另一个运载工具；或者货物到达仓库后部分入库，部分直接发往其

它地方。中转业务因出库方式不同分为中转自提和中转代运两种方式。存货人

必须与仓库签订中转合同才能开展此项业务，在合同中将规定存货人采取何种

中转出库方式。

３ 在库管理

（１）盘点

盘点是指对仓库现有货物进行清点。通过对货物验收码单出入库信息的统

计，得出货物当时的实际库存量并输出货物盘点清单，作为盘点的主要依据。当

盘点某笔货物总数出错时，可以打印该货 物 验 收 码 单 的 详 细 信 息，进 行 详 细 盘

点。盘点后，记录盘点信息。

系统中产生盘点清单后，需对货物进行实物盘点，然后输入盘点结果，盘点

清单中包含的码单在系统中才能再生成盘点清单；否则，系统认为此次盘点还未

完成，盘点清单中包含的码单将不能再生成盘点清单（不能再进行盘点，产生盘

点清单）。

（２）并垛

并垛一般是仓库为了便于管理货物和货位，有时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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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进行的操作。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形：不同存货人，同一生产厂家的货物码放

在一个垛的情况；同一存货人，不同时期的、同一生产厂家的货物码放在一个垛

的情况。

（３）移垛

移垛是指货主的货物全部或部分从一个货位移到另一个货位的操作。移垛

一般是仓库为了节省空间、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货位而进行的。

（４）过户

过户是指同一仓库内货物所有权的改变，并经由仓库记录确认的过程。过

户分为不移位过户和移位过户。不移位过户是指一个存货人的货物全部或部分

过户给其他存货人后，货物的存放货位不发生改变；移位过户是指一个存货人的

货物全部或部分过户给其他存货人后，货物的存放货位发生改变。

３．５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体系结构与应用环境

３．５．１　系统体系结构

图３ ５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体系结构

在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中，计算机网络采用的是以Ｉｎｔｒａｎｅｔ（企业内联网）为

主、附之以连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网）的体系结构，如图３ ５所示。系统采用的是典

型的集中式 方 案，即 只 在 总 部 设 数 据 中 心，包 括 数 据 库 服 务 器、应 用 服 务 器、

ＤＤＮ专线；全国各地仓库只需安装ＰＣ终端，通过本地局域网和电信 ＤＤＮ 专线

与总部数据中心相连，通过中心应用服务器访问中心数据库。所有数据都存放

在中心数据库，业务数据处理集中在总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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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国各地仓库与总部是以电信专线方式连接，这个网络实质上是一个

系统内部的专用网络，所以称作内部网（Ｉｎｔｒａｎｅｔ）。在安全性和速度上基本不受

外界的影响，比互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环境有更强的技术保障。

同时，为了加强与外界的联络，总部的数据中心有一个出口连入互联网，这

样，部分工作如系统内部与外部的信息交流可以通过互联网方式来实现，客户的

存货信息查询也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

３．５．２　系统应用环境与技术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采用基于Ｊ２ＥＥ的多层体系结构，采用 Ｏｒａｃｌｅ８ｉ作数据

库管理系统，ＢＥＡ 公司的 ＷｅｂｌｏｇｉｃＳｅｒｖｅｒ６．１作中间件的应用服务器，整个应

用系统开发采用Ｊ２ＥＥ的相关技术完成。客户端采用ＩＥ浏览器进行操作。

中储物流在线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立了大型的数据中心，建成拥有先进硬

件设备和支撑软件的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运行环境，能够确保物流业务２４小时

不间断地进行。

其中采用的主要技术有：

１．双机热备份（ＨｏｔＳｔａｎｄｂｙ）技术

所谓双机热备份，就是一台主机为工作机（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ｅｒｖｅｒ），另一台主机为

备份机（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ｅｒｖｅｒ）。在正常情况下，由工作机为应用系统提供支持，备

份机监视工作机的运行情况。当工作机出现异常时，由备份机接管工作机的工

作，继续支持应用系统的运营，从而保证业务的不间断运行。当工作机恢复正常

后，会将其先前的工作自动抓回，恢复以前正常时的工作状态。这些监视与工作

机切换的工作是由专门的高可用性（ＨＡ，Ｈｉｇｈ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软件来实现的。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数据库服务器就是采用的双机热备份技术，数据库管

理系统采用的是 Ｏｒａｃｌｅ８ｉ，提供双机热备份技术支持的高可用性软件是ＬＥＧＡ

ＴＯ公司的产品。

２．双机互备援（ＤａｕｌＡｃｔｉｖｅ）技术

所谓双机互备援，就是两台服务器均为工作机。在正常情况下，两台服务器

同时为应用系统提供支持，并互相监视对方的运行情况。当一台服务器出现异

常时，其工作由另一服务器接管，从而保证业务的不间断运行。当异常机恢复正

常后，会自动抓回先前的工作，恢复正常时的工作状态。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应用服务器采用的是双机互备援技术。

３．集群（Ｃｌｕｓｔｅｒ）技术

所谓集群，就是一组相互独立的服务器，对外拥有一个共同的名称，集群内

任一服务器上运行的服务均可为所有的客户使用。当一台服务器发生故障时，

其上所运行的应用程序将被设定为备份的服务器自动接管。当应用及其相关服

务发生故障时，应用与服务将被自动重新启动或在无法重启时切换到备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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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当完成系统和应用的切换后客户将能重新连接，继续使用应用服务。

集群技术既可以从系统一级又可以从应用一级来确保业务的高可用性。数

码仓库应用系统采用 ＢＥＡ 公司带集群管理功能的 ＷｅｂｌｏｇｉｃＳｅｒｖｅｒ，同时也可

以实现应用系统的负载均衡（ＬｏａｄＢａｌａｎｃｅ），为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可扩展 性

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

４．容错技术

在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中，除了服务器设备均采用双机热备份等方式以外，所

有关键的网络设备均采用热备份或冷备份方式，通信线路采用以 ＤＤＮ 专线为

主线路，拨号为备份线路的策略。

５．数据安全性技术

在数码仓库应用 系 统 中，采 用 磁 盘 阵 列、磁 带 机、异 地 数 据 备 份 等 磁 盘 级

ＲＡＩＤ保护及存储级容错、容灾数据保护三级保护方式；其中磁盘阵列采用动态

备盘技术，在阵列中预留的备用磁盘能在数据磁盘损坏时自动替换损坏的磁盘，

完成数据的校验，充分保证磁盘的安全性和数据的高可用性。

３．６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应用评价与分析

３．６．１　系统适用范围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仓储业务信息化的解决方案，其目标

主要定位于为物流企业如传统仓储企业、运输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及其它物流

企业、大型生产企业、大型流通企业的仓储管理提供服务。

３．６．２　系统应用状况

２００１年３月，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在无锡、石家庄试点运行，６月正式投产运

营。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以提供仓储业务管理为主的全国性物流信息网络系统，

已有北京、上海、西安、沈阳、无锡、石家庄、天津、郑州、武汉、成都、重庆、廊坊等

主要城市的数十家大型仓储企业联网运行，管理仓库达６００万平方米。每个仓

储企业都可以在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信息平台上，以统一规范的业务管理为客户

提供高质量的仓储服务，极大地提升了联网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３．６．３　系统特点分析

衡量一套信息管理系统的好坏，主要看３点：①实现数据、表单的电子化，减

轻手工劳动；②帮助企业避免或者减少管理上的不足，规范企业的管理流程，堵

住管理的漏洞；③给企业带来新的业务、新的利润增长点，使企业在市场中形成

竞争优势，支持其快速、健康地发展。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通过为企业提供科学规范的业务管理、实时的生产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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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全面及时的统计分析、多层次的查询对账功能、包括网上查询在内的多渠

道方便灵活的查询方式、新型的增值业务的管理功能以及与时俱进的持续升级，

不仅满足了企业生产管理、经营决策的要求，而且有力地支持了仓储企业开发客

户，成为仓储企业营销和发展的利器，使仓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总而言之，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 与系统配套的国家标准正式颁布，有助于提升仓储企业形象和品牌

在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建设与实践的基础上，国家标准《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规

范》（ＧＢ／Ｔ１８７６８—２００２）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正式颁

布，于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标准化的目的是应用统一的规则以获得最佳的秩序和社会效益。因此，带

有国标属性的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具有与生俱来的先进性和可扩展性，极大地提

升了各入网运行的企业的形象和品牌。

２ 提供全国性的物流解决方案，有助于企业资源联合运行

目前的大多数仓储软件都是面向一个仓库的局域网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

方案只能局部地完成一个一个仓库的信息化建设，对于跨地域的大型仓库网络

体系，要花上若干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全系统的信息化。这不但是资源的巨大浪

费，也无法满足大型生产流通企业后勤保障的现代化要求。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是 一 个 面 向 多 个 仓 库 的、覆 盖 全 国 的、广 域 网 的 解 决 方

案，可以使跨地域的仓库网络群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凝聚起来，满足大型储运企业

开展全国性物流业务的需要。

３ 采用科学、先进、规范的业务流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仓库最基本的功能是货物的安全存储与保管。仓库管理的水平如何、管理

规范与否，决定着仓库服务的好坏，决定着货主的货物安全。数码仓库应用系统

可以规范日常的业务操作，通过流程化的业务操作和各岗位之间的有效配合与

监督，使得整个业务过程可控。通过该系统的实施应用，可以促进仓储企业的科

学化管理，满足客户对仓储服务的要求。

（１）业务流程标准化

规范业务流程，明确岗位职责，堵塞管理漏洞，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要求。各

仓库的业务流程差别不一，会增加管理的复杂程度，管理很难到位，容易产生不

易被发现的漏洞。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应用以标准化的业务流程规范为基础，

通过统一单据格式、相互间的依存关系、不同级别的权限管理等方法，明确不同

岗位间的操作要求，既促进了仓库的正常业务规范化，同时也有利于标准流程的

切实贯彻。通过实施标准化的业务流程，有助于提高仓储事务处理的效率，促进

信息的传递和沟通，增加企业效益。

（２）仓储业务的全过程监控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仓库管理系统，而且是一个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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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仓储业务管理的生产监控系统。用户可以及时全面地了解生产一线的作业

情况，可以跟踪每一笔业务，做到每一笔进出库业务都有据可查，有效地防范了

人工处理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不规范行为。例如，在入库、出库、在库管理的各环

节发现问题时，可以通过系统及时地查找原因和责任人，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该系统可以对库存物资的各种超常规状态进行监控，及时报警，可以根据管理要

求对某些特定物资进行冻结操作或者限 制 库 存 量，以 实 现 为 客 户 服 务 的 目 的。

由于整个生产过程的信息均能够及时获取，使得生产监控零距离，用户可以根据

实际作业情况做出科学及时的生产调度，使得后勤保障更迅速，提高其快速响应

能力。

（３）码单的电子化管理、保证２４小时服务

由于我国的商品、物资标准化工作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经营客户素质差

别也很大，体现在不同厂家生产的同种物品在计量、验收标准上存在一定的灵活

性。码单是动态表现仓储物品进出库变化的核心单据，在仓储管理工作中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中，码单的电子化有助于实现理货员间

的不定位发货工作制度，对提高劳动效率，保证２４小时发货提供了条件。电子

码单的另外一个突出作用是可以实现货主指定发货，一次结算，减少了客户过去

一笔业务来回奔波的麻烦，也为开展电子商务和物流配送奠定了基础。

（４）全面的计费、结算功能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支持不同存货人、不同货物品种、不同业务类型的收费标

准组合，可以满足与客户不同的结算要求，如一次一结、定期结、不定期结、定额

结、不定额结、包干费等。

（５）极大地减轻手工劳动

在数码仓库应用系统 中，采 用 电 子 化 单 据 管 理 代 替 了 原 有 的 手 工 账 单、台

账，减轻了手工单据管理的工作量，避免了人为的错误，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生

产效率。

（６）支持不同品种的货物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充分考虑了不同行业、不同货物品种对仓储要求的特点，

在功能设计时进行了科学的业务分析，系统具有很强的扩展性。目前，在系统中

实际应用的品种包括食品、家电、钢材、有色金属、化工、纸张、服装、五金、烟酒等

生产资料及日用品。

（７）支持不同的管理模式

在实际的仓储业务中，由于货主的要求不同，各个仓储企业针对不同情况的

管理模式有可能不同。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目前支持多种管理模式，如基于码单

的管理、基于批次的管理、基于流水账的管理等。

４ 有助于企业挖掘现有资源潜力、发展新型增值业务

现代物流是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分工细化、信息技术普及的产物，传统

仓储企业在向现代物流的转化过程中，将在物流内涵的扩展、过程的延伸、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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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扩大等方面实现突破。在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建设中，融入了新的技术内

容，对出入库可以采用仓单管理，而且实现了仓单数据处理和银行抵押的电子化

处理过程，有利于挖掘仓库结点的物资银行功能，从而实现仓库系统新型业务的

开发。其中，货物动态质押业务不但促进了传统的仓储业务，突出了企业的品牌

价值，也带来了新的盈利点。

５ 提供全面的查询统计功能，辅助企业管理决策

该系统支持数据的及时采集和处理，提供全面的、多方位的查询功能与统计

分析手段。用户可以清楚地了解货物的进库、出库以及在库的状况和作业情况，

从而为其科学化管理、数字化决策提供充足的依据。

（１）实时的业务查询

该系统根据不同的用户权限，可以提供实时的、反映业务过程各个环节的明

细数据，帮助客户详细了解每一笔业务、每一单票据、每一条记录的内容和状态。

（２）多方位的查询统计

利用实时采集的数据，可以根据仓储企业不同的管理要求，进行关键业绩指

标（Ｋｅ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ＫＰＩ）如仓储吞吐能力实现率、货物周转率、货物

收发正确率、货物完好率、货物缺损率、业务处理及时率、调度及时率、货物追踪

及时率、回单及时率、业务定额完成率等的分析与考核，也可用以经营决策分析，

进行关键货物品种分析、库存业务量统计、库存货物库龄分析等，以挖掘重点客

户，促进业务的不断提升。

６ 采用应用接入模式，适应多方要求的综合查询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支持多级用户的查询，针对不同用户的需求，从不同的角

度和深度对业务数据进行分析和汇总，提供灵活多样的报表，通过多种查询组合

可以提供全面的生产分析数据，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业

务需要和管理需要。同时，该系统对查询的权限有严格的限制，不同的用户有不

同的权限，对于查询的范围可以进行有效的控制。

７ 系统设计适应个性化定制的需要，有助于企业拓展业务

作为面向全国性仓库网络群的业务管理的系统，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在统一

规范的原则下支持多种业务模式，同时尽可能满足各种合理的个性化要求。在

统一性和个性化要求的平衡中，该系统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例如，将业务流

程中的不同工作要求、职责进行分解，形成不同的岗位，并且将具体的岗位责任

落实到相应的操作员如业务受理员、理货员等，各岗位人员的功能授权由系统管

理员完成，系统管理员可以根据仓库的实际业务操作情况和习惯，对各岗位的标

准功能进行修改、删除、合并，通过对岗位功能模块的重新组合，使系统更加符合

仓库的具体要求。另外，系统的业务流程也可以进行多种组合，适应不同的业务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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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系统外延性强，有助于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是基于实际仓储业务过程的系统应用软件，同时它为供

应链各个环节提供了完善的接口，为其将来提供全方位供应链管理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可以与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相结合，提供供应链上的

储和运的基本管理功能，有效地将供应链上的各个点连接在一起，发挥供应链系

统的整体优势。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可以与不同的系统实现对接，为其提供及时、准确的业务

数据，为其它系统的功能发挥提供有效的支持。同时，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可以借

助各种自动化技术与工具，如条码与自动识别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地理信息技

术等，使得操作更便捷、响应更及时，减少了系统操作中的人为干预和人为错误

的影响，保障业务的快速高效进行，从而提高整个仓库管理的自动化水平。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基 于 国 家 标 准 进 行 设 计，具 有 很 强 的 适 用 性 和 扩 展 性。

同时，在全国１０多个省市的应用推广过程中系统不断完善，与用户共同进步、共

同发展。

本章小结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是中储物流在线有限公司开发研制的、基于大集中管理

模式的仓储管理信息系统，也称为仓储之窗（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Ｗｉｎｄｏｗｓ）。

在功能上，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对库存物品的入库、出库、在库等各环节进行

管理，实现对仓库作业的全面控制和管理，可以达到提高仓库管理现代化水平、

提高作业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的 目 的，最 终 保 证 企 业 生 产、销 售 活 动 的 顺 利、及

时、高效地进行。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通过有效地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将各类

资源（物资、设备、人、信息）联系在一起，进行集中管理，实现综合优化利用。数

码仓库应用系统不单单是解决了一个仓库业务工作的电子化，而是要使大系统

层面的多个仓库实现电子化和信息化，是实现全国范围的仓库网络群信息化建

设的解决方案，它将最终搭建起一个全国范围的、有效支持现代物流业务开展的

电子化仓储网络体系。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实施，有助于提高我国物流企业运作物流资源的能力，

快速提升其管理水平，帮助企业实现从局部、分散物流服务到全国性乃至全球性

综合物流服务的跨越。

·８９·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及其实例



第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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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沃尔玛的信息化管理给我们的启示

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客户需求的个性化，使得产品

生产从少品种、大批量向多品种、小批量发展，无论是原材料还是产成品的需求

都大幅度上升，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换更加频繁，这就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和运输

能力的提高。

从降低物流成本的角度讲，运输环节非常重要，在整个物流成本中运输成本

所占的比重最大，约占３５％～６０％，因此若能降低运输成本，就可以为整个物流

系统的效益提高做出显著贡献。运输过程的时间、地点跨度大，中间环节多，其

中又有很多可变因素，而且因素与因素之间又相互影响，因此运输过程的有效管

理非常重要，这里信息管理系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４．１．１　沃尔玛的信息技术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当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全球商业界对现代通信

技术还无人问津。７０年代沃尔玛率先使用了卫星通信系统。新世纪伊始，沃尔

玛又投资９０亿美元开始实施“互联网统一标准平台”的建设。凭借先发优势及

其科技实力，沃尔玛的店铺冲出阿肯色州，遍及美国，走向世界。因此，从信息技

术角度看，与其说沃尔玛是零售企业，不如说它是科技企业。

沃尔玛领先于竞争对手，与它在零售信息管理系统方面的建设是分不开的。

例如，它最早使用计算机跟踪存货（１９６９年），全面实现Ｓ．Ｋ．Ｕ．单 品 级 库 存 控

制（１９７４年），最早使用条码（１９８０年），最早使用 ＣＭ 品类管理软件（１９８４年），

最早采用 ＥＤＩ（１９８５ 年），最 早 使 用 无 线 扫 描 枪 （１９８８ 年），最 早 与 宝 洁 公 司

（Ｐｒｏｃｔｅｒ＆ Ｇａｍｂｌｅ）等大供应商实现 ＶＭＩＥＣＲ产销合作（１９８９年）。在信息技

术的支持下，沃尔玛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最优质的服务、最快速的管理反应进行

全球运作。尽管信息技术并不是沃尔玛取得成功的充分条件，但它却是沃尔玛

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些投资都使得沃尔玛可以显著降低成本，大幅度提高资本

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沃尔玛的全球采购战略、配送系统、商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天天平价战略

等在业界都是可圈可点的经典案例。可以说，利用信息技术整合优势资源，以及

实现信息技术战略与传统物流的整合，是沃尔玛取得成功的基础。强大的信息

技术和后勤保障体系使它不仅在经营商品，更在生产商店，以及经营物流。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沃尔玛提出了新的零售业配送理论，开创了零售业的工业

化运作新阶段：集中管理的配送中心向各商店提供货源，而不是直接将货品运送

到商店。其独特的配送体系，大大降低了成本，加速了存货周转，形成了沃尔玛

的核心竞争力。９０年代初，沃尔玛就在公司总部建立了庞大的数据中心，全集

团的所有店铺、配送中心和经营的所有商品以及每天发生的一切与经营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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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销调存等详细信息，都通过主干网和通信卫星传送到数据中心。任何一家沃

尔玛商店都具有自己的终端，并通过卫星与总部相连，在商场设有专门负责排货

的部门。沃尔玛每销售一件商品，都会即时通过与收款机相连的电脑记录下来，

每天都能清楚地知道实际销售情况，管理人员根据数据中心的信息对日常运营

与企业战略作出分析和决策。

沃尔玛的数据中心已与６０００多家供应商建立了联系，从而实现了快速反

应的供货商管理库存（ＶＭＩ）。厂商通过这套系统可以 进 入 沃 尔 玛 的 电 脑 配 销

系统和数据中心，直接从ＰＯＳ得到其供应的商品流通动态状况，如不同店铺及

不同商品的销售统计数据、沃尔玛各仓库的存货和调配状况、销售预测、电子邮

件与付款通知等等，以此作为安排生产、供货和送货的依据。生产厂商和供应商

都可通过这个系统查阅沃尔玛产销计划。这套信息系统为沃尔玛和生产商都带

来了巨大的利益。

沃尔玛总部的通信网 络 系 统 使 各 分 店、供 应 商、配 送 中 心 之 间 形 成 连 线 作

业，这使沃尔玛的配送系统高效运转。这套系统的应用，在短短数小时内便可完

成“填妥订单→各分店订单汇总→送出订单”的整个流程，大大提高了营业的高

效性和准确性。

４．１．２　 沃尔玛的整合物流体系

沃尔玛在美国本土已建立６２个配送中心，整个公司销售商品的８５％由这

些配送中心供应，而其竞争对手只有约５０％～６５％的商品集中配送。沃尔玛完

整的物流系统号称“第二方物流”，相对独立运作，不仅包括配送中心，还包括更

为复杂的资料输入采购系统、自动补货系统等。其配送中心的平均面积约１０万

ｍ２，相当于２３个足球场，全部采取自动化作业，现场作业场面就像大型工厂一

样蔚为壮观。

沃尔玛共有六种形式的配送中心：一种是“干货”配送中心；第二种是食品中

心（相当于我们的“生鲜”）；第三种是山姆会员店配送中心；第四种是服装配送中

心；第五种是进口商品配送中心；第六种是退货配送中心（其收益主要来自出售

包装箱的收入和供应商支付的手续费）。

其配送中心的基本流程是：供应商将商品送到配送中心后，经过核对采购计

划、进行商品检验等程序，分别送 到 货 架 的 不 同 位 置 存 放。分 店 提 出 要 货 计 划

后，电脑系统将所需商品的存放位置查出，并打印有商店代号的标签。整包装的

商品直接由货架上送往传送带，零散的商品由工作台人员取出后也送到传送带

上。一般情况下，商店要货的当天就可以将商品送出。

沃尔玛要求它所购买的商品必须带有 ＵＰＣ条码，从供应商工厂运货回来，

卡车将停在配送中心收货处的数十个门口，把货箱放在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上，在

传送过程中经过一系列的激光扫描，读取货箱上的条码信息。而门店需求的商

品被传送到配送中心的另一端，那里有几十辆货车在等着送货。其十多公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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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送带作业就这样完成了复杂的商品组合。其高效的电脑控制系统，使整个

配送中心用人极少。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处理系统成为沃尔玛完成商品管理和

实现物流高效运作的强大武器。

为了满足美国国内３５００多个连锁店的配送需要，沃尔玛公司在国内共有

近３万个大型集装箱挂车，５５００辆大型货运卡车，２４小时昼夜不停地工作。每

年的运输总量达到７７．５亿箱，总行程６．５亿公里。合理调度如此规模的商品采

购、库存、物流和销售管理，离不开高科技的手段。为此，沃尔玛公司建立了专门

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卫星定位系统和电视调度系统，拥有世界一流的先进技术。

全球４５００ 多 个 店 铺 的 销 售、订 货、库 存 情 况 可 以 随 时 调 出 查 阅。公 司

５５００辆运输卡车，全部 装 备 了 卫 星 定 位 系 统，每 辆 车 在 什 么 位 置、装 载 什 么 货

物、目的地是什么地方，总部一目了然。因此，它可以合理安排运量和路程，最大

限度地发挥运输潜力，减少浪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沃尔玛正是通过信息流对物流、资金流的整合、优化和及时处理，有效地实

现了物流成本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到制成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

送到消费者手中的过程都变得高效有序，实现了商业活动的标准化、专业化、统

一化、单纯化，从而达到实现规模效益的目的。

４．２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概述

本章主要介绍中储物流在线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数码配送应用系统，这是

一个典型的物流配送管理信息系统。

目前我国物流行业普遍存在着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一方面，各生产流通企

业对物流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都意识到物流是提高企业竞争力、挖掘企业利润

的源泉，但却苦于自己的物流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另一方面，市场上存在着

大量的物流服务企业，它们竞争激烈，整日为寻找客户而奔波，为争取到客户订

单而大打价格战。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

是物流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水平较低，附加价值小，各企业仅是在最基本、单一

的运输、仓储等环节进行低层次的竞争，整个行业没有形成强势的企业或者企业

集团、企业联盟。物流服务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需要相互的协同，而信息上的

顺畅与高度共享、充分沟通是基础。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采用大集中的管理模式，使得各业务点的信息高度共享，

各种信息实时地反馈，降低了信息传递的“牛鞭效应”，增强了企业决策的及时性

和客观性，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管理。这种大集中的系统管理模式，使各企业不

需单独建立孤立、单一的信息系统，消除了“信息孤岛”，不仅适用于集团企业的

总部进行垂直管理和资源整合；同时，也适用于各企业之间的业务互补与协同，

实现整个供应链的信息与业务的共享与协同，形成供应链整体的竞争优势。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的目的是实现物流配送企业的数字化管理，从功能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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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长途货运与区域配送两类业 务，并 支 持 与 铁 路、水 运、航 空 运 输 方 式 的 联 运。

该系统支持直配、直达的方式，商品从供应厂商的物流中心直接交货到零售商，

这种方式可大幅度简化物流的环节，使得中间的代理商和批发商不存货，下游信

息能很快地反馈到上游，使供应链整体联系更加紧密、互动性更强；另外，该系统

也支持共同配送、整车、零担等运输配送方式。运输一般是由工厂将货物送至物

流中心的过程，其特点是距离长、批量大、品种少、频率低；而配送一般是由物流

中心将货品送到客户手中。相比 较 而 言，运 输 比 较 重 视 效 率，追 求 较 高 的 装 载

率，希望每次装载的货物越多越好；而配送则更注重时间和服务水平。数码配送

应用系统将上述两种类型统一考虑，可以对不同的运输方式实现有效的电子化

管理，帮助生产流通企业为顾客提供更及时、周到的服务，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

输成本，最终提高企业的综合效益。

在功能上，数码配送应用系统重点解决物流活动过程的核心问题，如运输过

程的监控与信息反馈、运输车辆的安排、运输成本核算等。该系统将车辆、司机、

道路、货物、客户等信息进行了标准化和统一管理，使得系统可以不断积累日常

的业务信息，并从中积累共性的东西，形成决策模型和算法，支持数字化决策；同

时，该系统是根据我国国内物流环境的实际情况而研制的，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

针对性。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通过跟踪从接受客户运输委托到卸货点与收货人货物交

割的全过程，重点监控装车、运输、卸货三个重要环节，使承运企业能够全面掌握

货物、车辆和单据的动态信息，及时实施调控，并为客户和收货人提供实时的运

输状况查询，在提高运输透明度和可控度的基础上，综合核算运输成本，提高运

营效率。

４．３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的功能结构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的功能主要包括标准化管理、资源管理、运输配送业务管

理、查询统计分析四大部分，如表４ １所示。

表４ １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的功能与组成

功能模块 组　成 说　　明

查询统计分析

财务统计

业务统计

客户报表

统计报表定制

　为内部 管 理、业 务 分 析、决 策 分

析、客户关 系 管 理、客 户 服 务 等 提

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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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１

功能模块 组　成 说　　明

运输配送业务管理

订单管理

货物保险

车辆调度

在途监控

货物签收

费用结算

　运输配 送 业 务 管 理 是 系 统 的 主

要功能，贯 穿 整 个 业 务 过 程，也 是

统计分析、决策支持的基础

资源管理

合同管理

客户管理

运输人管理

车辆管理

司机管理

道路信息管理

运费管理

　资源管理为企业业务拓展、企业

之间相互合作、资源共享及优势互

补打下基础

标准化管理

货物分类代码管理

货物基本信息

城市信息

岗位人员信息维护

费用名目信息

　基础信 息 的 代 码 管 理 参 照 相 应

的国家标准

４．３．１　标准化管理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的标准化管理模块主要是对基础信息代码进行管理，包

括货物分类信息、货物单品代码、车辆的分类、城市信息、岗位人员信息、费用名

目及分类信息等。在系统基础信息的标准化编码过程中，广泛参照了现有的国

家标准，并在现有标准的基础上按照有关的规则进行了一定的细化工作，编码的

标准化提高了系统的通用性和扩展性。

４．３．２　资源管理

在物流系统中，运输是涉及影响因素最多的环节，包括客户、合同、运输人、

车辆、司机、道路、货物、保险、运费等信息。数码配送应用系统对上述资源进行

了统一的管理。其中，合同管理主要包括合同输入、合同查询、合同审核、合同延

期、合同预警等功能；车辆管理包 括 车 辆 基 本 信 息 输 入 查 询、规 费 支 出、车 辆 保

险、车辆年审、保养小修、交通事故、大修及报废、月度绩效、收支平衡等功能；司

机管理包括司机基本信息输入查询、个人借款、违章记录、驾照年审、月度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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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平衡等功能。

４．３．３　业务管理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的业务管理包括了整个运输过程各阶段的信息单据流转

的管理，其中包括订单管理、派车管理、监控计划管理、出库管理、签收管理及结

算管理等功能。

１．订单管理

订单是整个运输配送活动的起点，也是配送系统的起始信息来源。订单管

理包括订单输入、订单查询、订单打印、订单变更、变更整理、订单确认、订单配载

等功能。

２．货物保险

货物保险是实现对运输的货物进行投保、记录出险情况以及保险理赔等方

面的管理，包括投保单输入、投保单查询、投保单打印、投保单回复、出险记录、出

险定损、出险赔偿等功能。

３．车辆调度

根据客户订单的要求 和 系 统 管 理 的 车 辆 状 况，进 行 车 辆 的 调 度，生 成 派 车

单，司机根据派车单的指令进行运输活动。车辆调度包括一（订）单多车、一车多

单、一单一车的派车方案选择，车辆分配，司机分配，派车单下达，派车单查询等

功能。

４．车辆监控

车辆运输过程的监控与信息及时反馈，是客户和物流企业的共同需求。在

运输过程中需要了解和掌握车辆及司机的状况，传达道路信息或天气信息，把握

车辆作业状况及装载状况，进行作业指示，传达紧急的信息等。车辆监控包括拟

定监控计划、监控计划打印、监控计划查询、在途车辆监控、出车情况分析、装载

率统计等功能。

５．货物装车

货物装车包括出库单录入、出库单打印、出库单查询、运费计算、货物启运等

功能。

６．货物签收

货物签收包括签收单录入、签收单打印、签收单查询、缺损记录、费用明细、

拒收处理、回单确认等功能。

７．费用结算

费用结算包括包干结算、非包干结算、结算单查询、费用预收、预收查询、欠

款查询、费用补收、补收查询、保证金收支、保证金查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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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系统交互

系统交互包括用户留言、留言回复、留言查询等功能。

４．３．４　统计分析

除支持一般的日常查询统计外，该系统还提供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定制的

统计分析，包括业务日、月、年报表，财务日、月、年报表，单票（订单或派车单）成

本分析，用户自定义灵活查询、灵活报表格式打印等功能。

另外，该系统支持多个承运人共享城市、道路、车辆等信息资源，在互联网上

发布和查询运输信息，以及实现业务单据及费用的网上查询。

４．４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的主要业务流程分析

４．４．１　岗位、角色描述

１．物流企业内部岗位设置

在使用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的物流企业中，包含了多个部门，设置了不同的岗

位实现其职能。这里，岗位设置的合理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配送系统的运

行效率。

在该系统中岗位设置的描述如表４ ２所示。

表４ ２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岗位设置描述

岗位名称 岗位责任 对应部门 职能描述

营销员
签订合同

业务承接
市场营销部

　联系 客 户，签 订 长 期 合 同／协 议，

接受各批次的运货信息（订单）

调度员
车辆调度

中途运输
运输部

　联系并 调 度 车 辆，接 收 营 销 员 运

输 指 令，开 出 派 车 单；签 订 货 运 合

同，跟踪在途车辆，记录中途信息

统计员

货物装车

投运输险

到货交接

统计分析部

　记录货 物 装 车 及 卸 车 情 况；按 出

库单填写投保单；统计货 物 总 量，生

成日常报表，提供结算凭证

结算员 费用结算 财务部

　根据结算凭证，经过管 理 员 审 批，

向客户收 取 委 托 运 输 费 用，支 付 运

输人的运费及保险人的保险费

管理员 审批 运营总监 　批准各种合同，批准费用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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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作业实体的名词描述

在物流配送系统中，涉及到各种实体，其描述如表４ ３所示。

表４ ３　作业实体的名词描述

实体名称 描　　述

司 机 车辆驾驶员，也是运输信息及业务单据的传递者

车 次 单台车辆从起始装货点到最终卸货点的运输过程

客 户 下达订单的企业实体，是物流公司的服务对象

承运人 应用数码配送应用系统、为客户提供服务的物流公司

运输人 货物的实际运输者

收货人 货物的接收公司或个人

保险人 为货物运输提供保险服务的保险公司

装货点 货物起运的装车点，即发货仓库

卸货点 货物运输的目的地，即收货仓库

４．４．２　合同管理

在数码配送应用系统中，日常业务中存在的长期合同、短期合同、书面协议

以及口头协议等都应以合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以保证对每一笔业务的规范操作

和有效控制。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了结算方式和结算依据，如根据哪一个业务单

据来进行结算。合同经过审核后，将在“订单管理”环节中具体实施，没有管理员

的授权，操作员不能修改合同的内容。合同管理的功能主要包括委托合同管理、

运输合同管理、保险合同管理等。

１．委托合同

由承运人与客户签定的合同。规定了运输货物的名称、运费标准（重量／体

积／数量／包干）、运输单价、结算方式以及结算依据。同时，还规定了货物装载率

及扣款比例。对于非包干方式的委托合同，系统计费时将与起点、终点、行车路

线以及标准化管理中的运费管理相对应。

２．运输合同

由承运人与运输人（货物的实际运输者）签定的合同。规定了长期合作的运

输单位或个人需要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可调度的车辆和司机的情况。

３．保险合同

由承运人与保险公司签定的合同。规定了长期提供保险服务的保险责任、

保险类型和保险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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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３　业务承接———订单管理

业务承接主要是指承接客户订单的相关操作，包括订单录入、订单终止、订

单变更、订单暂停／继续等。

该系统提供多种操作订单的途径，包括业务受理员录入、客户系统导入和客

户网上下单等方式，允许录入新订单及删除和修改、暂停／继续一个未执行订单，

也可以终止、修改一个正在执行的订单。订单内容包括紧急程度、加急费信息，

托运货物的信息，装货点、卸货点信息，客户要求的装货时间、到达时间等。

１．录入订单

将客户下达的订单的具体内容进行录入，可以对订单进行增加、删除、修改

等操作。一般而言，一个订单只包括一个装货点和一个卸货点。在该系统中，也

支持一个订单包括多个装货点和一个卸货点，以及一个装货点和多个卸货点，后

者适应于市内集中取货、多点配送的订单下达方式。在订单中还要明确结算方

式，确定与客户最终的结算是以包干方式结算，还是按货物明细结算。如果订单

不是以包干方式结算，要检查系统中有无该客户的运费收费标准，如果没有对应

的标准，该系统将提醒输入，以供结算时使用。

２．订单终止

根据客户的要求，可以 对 已 经 派 车 但 还 未 完 成 的 客 户 订 单 进 行 终 止 操 作。

订单终止后与该订单相关的派车单也要作出相应调整。如果终止订单会对承运

人及运输人造成损失，则要收取客户的终止费，强行终止订单。

３．订单变更

对于未派车的订单和成功终止的订单，可以根据客户要求或其它具体情况

变更订单的内容，如起止地点、收费标准等。

４．订单暂停／继续

对未派车的订单可以执行暂停功能，暂时不派车；暂停取消后，可以再对该

订单进行派车。

４．４．４　车辆调度

调度员根据订单的货物信息（类型、重量和体积）、要求到达时间（紧急程度）

以及到达的目的地，对可调度车辆统筹安排，将一个派车单作为一个独立的运输

任务，交给运输人执行，并结合地理信息设置运输过程的监控点。车辆调度管理

包括运输方案选择、派车单生成、监控计划拟定等。

１．运输方案选择

根据客户订单的运输要求和所运货物的基本信息（如货物的理、化性质），结

合系统提供的不同类型车辆的所需数量，以及目前可以调度的各种车辆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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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处状态等信息，选择合理的运输方案。

２．派车单生成

客户的订单在最终确认之后，承运人就要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派车。派车

单管理的主要功能有派车单录 入、修 改、查 询。派 车 单 是 由 用 户 订 单 的 相 关 信

息、运送货物信息以及车辆信息经过匹配加工组合而成的。一个订单可能对应

多个派车单，一个派车单也可以完成多个订单的运输任务。派车单由调度员下

达给签有运输合同的运输人。

派车单或货运合同约定了每笔业务的总运费及预付运费，是运输人最后结

算运费的凭证。

３．监控计划拟定

在配送业务中，为了能使货物及时、完好地运抵目的地，除了在派车环节进

行合理的车辆调度外，货物在途的监控也必不可少。能否实施有效的监控也是

客户评价物流服务提供商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拟定一个合理有效

的监控计划是整个监控环节的首要任务。目前，一些先进的科技手段应用到配

送业务中，使得实时的监控成为可能。

根据派车单上的信息如起始城市、终点城市、运输方式，结合地理信息系统

提供的路线建议，拟订监控计划（即预计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点）。调度员可以

在系统推荐的监控计划的基础上拟定最终的监控计划。监控计划的拟定方式主

要有两种：按地点进行监控和按时间点进行监控。按地点监控这种方式是根据

运输线路的规划，将一些重要的途经城市设定为监控计划的监控点，在运输车辆

途经或到达这些预定的监控点时，司机需要反馈到达时间以及当时的运输情况

和货物状况，数码配送应用系统将记录反馈的情况，比较监控计划的预定到达时

间以及任务完成情况，并结合实际情况帮助管理人员做出进一步的安排或调整。

按时间点监控的方式，是以设定时间间隔的方式来定时监控货物在途情况，这些

定时监控的时间点也就是监控计划的监控点，当到预定时间点时司机反馈到达

的地点信息以及当时的车况和货物状况，以此实现按计划地在途监控。

４．４．５　货物装车

根据存货仓库的出库单，生成货物装车明细清单，并进行货物运输保险。货

物装车管理主要包括货物装车和运输投保两大部分。

１．货物装车

派车单和拟定的监控计划下达后，承运人就要根据客户的要求和具体情况

安排货物的出库。运输人根据派车单的要求，到指定的一个或多个仓库进行货

物装车，在出库单上记录货物装车的明细信息。同时，记录实际装货数量，作为

到达卸货点交割的依据；记录提送费、装卸费、盘倒费、运输费、保险费及其它费

用，作为与客户结算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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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运输投保

根据实际装货数量和单价填写投保单明细，为客户货物代投保。对于运输

人所投的保险，如果由运输人支付保险费，在系统中只作备注。

投保单的内容主要 包 括 投 保 人、保 险 人、投 保 项 目、投 保 货 物 信 息、投 保 金

额、保险费率、保单状态、经办人、投保日期、回复日期等信息。

４．４．６　中途运输

中途运输管理环节主 要 包 括 在 途 监 控、事 故 处 理、在 途 货 物 装 卸 三 部 分 内

容。

１．在途监控

根据监控计划中设定的沿途监控点，对一个车次进行全方位跟踪，记录每个

路段的具体信息，包括计划到达时间、实际到达时间、实际行驶里程、路段费用情

况。在系统中，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新的监控点（重大事件记录点），记录运输过程

的各种情况。

２．事故处理

在运输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需要拖运或者换车，司机应及时向总部调度

反馈情况以决定下一路段是否能继续运输。中途发生意外（指车祸、雨雪等不可

预知的情况）时，该系统记录发生的时间、地点，并记录货物破损的明细。中途需

要拖运时，该系统记录拖 运 工 具 的 车 牌 号、开 始 时 间、结 束 时 间、起 点、终 点、费

用、里程。中途需要换车时，后续运输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本车次的运输人

自己组织替换车辆、支付替换车辆的运费，将货物运达卸货点后，记录换车后的

车号、司机姓名及各车货物的明细，到货交接仍是原运输人；其二是向承运人求

援，由承运人重新组织车辆，完成剩余的运输任务。第二种方式要结束原运输人

的运输车次，记录扣款金额；承运人重新组织的车辆，按新派车单的要求，到中途

接管全部出库单，清点货物，运输到约定卸货点；如果新组织的车辆是多台，则要

在派车单中分割原来装在一台车上的货物，但出库单号不变，出库单的实发数量

是实际从故障车上分装的数量。

３．在途货物装卸

沿途有装货和卸货时，只记录起止时间，具体过程在货物装车（４．４．５节）与

到货交接（４．４．７节）过程中记录。

４．４．７　到货交接

运输车辆按派车单要求，将货物运至目的地，收货人核查实际到货数量，确

认并签收。签收单是收货人对所到货物的实际情况进行验收记录的单据，同时

也是运输人向承运人出示的货物运抵凭据。

签收单记录卸车货物名称、数量以及时间、卸货场所等，如果少于出库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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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发数量，一般由运输人赔偿，能确认在下一次运输时补齐的，可以在货物补齐

后，再更新相关单据的完成标志；如果收货数量大于出库单的数量，要将多余货

物退回给客户，或由客户补开出库单，也可以用于补齐以往的拖欠数量。

进行联运时，货物只是交割给下一运输人，由下一运输人或其后的运输人根

据承运人新派车单的要求交给收货人。

４．４．８　费用结算

费用结算功能主要完成承运人的对外结算业务，包括与客户结算、与运输人

结算以及与保险人结算。数码配送应用系统提供灵活多样的结算方式，分包干

与非包干两种模式，支持按业务单据、按日、按周、按月的不同结算功能，并能对

结算的费用明细和合计同时进行免收、打折、预交、补交等操作。

１．与客户结算

在与客户结算时，系统根据业务单据的货物明细及各种货物的运费标准计

算运输费，再根据相应的出库单中记录的盘倒费、装卸费、保险费、提送费，与运

输费相加得到本次结算的应收款。

与本次结算有关的所有费用都 要 加 入 与 客 户 的 结 算 单 明 细 中 一 起 进 行 结

算，包括订单加急费、中途加急费和运杂费；如果本次的结算单据是订单，且该订

单是以包干方式下达的，则不必统计与本订单相关的费用，直接按订单的“货物

总运输费”收款即可。

２．与运输人结算

与运输人主要进行运输费用的结算，可以进行单笔结算，也可以批量结算，

可以指定时间段结算，也可以是所有未结算的业务进行结算。根据每笔业务单

据的总运费和预付款，计算其差额，得到本笔业务单据的应付款。

与本次结算有关的其它费用也 要 加 入 运 输 人 的 结 算 单 明 细 中 一 起 进 行 结

算，包括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承运人同意增付的费用。

３．与保险公司结算

针对已完成相关运输的投保单，系统自动统计应付保险金额，记录本次保险

的实际付款金额。

如果与投保单相关的货物发生破损、丢失，要向保险公司索取赔偿金，赔偿

结束后，再与客户进行结算。

４．４．９　配送业务流程小结

图４ １描述了配送业务的一个典型流程。配送业务从客户下达订单开始，

受理员接到该客户订单，并在得到客户的最终确认后将订单信息通知调度员安

排车辆；调度员根据客户订单的要求以及系统提供的各种可调度车辆的信息，确

定一个最优的派车方案，向运输人做出派车安排，同时根据客户要求和系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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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　配送业务的一个典型流程

的参考监控计划确定本次运输的监控计划；运输人根据派车单要求和整个运送

线路等情况，及时地到装货点进行装货启运，同时统计员记录此次发运的具体情

况；货物在运输途中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监控，监控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在途运输

的情况是按照监控计划进行监控的，客户、收货人和承运人都可及时掌握车辆、

货物的在途情况；货物到达送货地点后，收货人要进行验货，检查验收完毕进行

确认签收；最后，依照合同和实际运输情况进行费用的结算。

在实际中每个承运人的配送业务流程不尽相同，在使用该软件时可以结合

自身业务特点加以灵活运用，从而使物流配送系统高效运行。

４．５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的体系结构与应用环境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的体系结构和应用环境与上一章的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是

一样的。系统采用大集中的解决方案，以及浏览器／服务器（Ｂ／Ｓ）的操作 模 式。

这里，服务器、数据库和应用系统都集中部署在数据中心，物流配送企业不需要

单独建立服务器、数据库及安装应用系统，只要接入数据中心，通过浏览器进行

系统业务操作即可。整个系统的维护工作主要集中在数据中心进行，接入的各

物流企业几乎不需要技术维护人员。数据中心采用了双机热备、负载均衡、容错

处理、高可用性软件管理等现代流行的计算机技术，确保业务２４小时不间断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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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的应用评价与分析

４．６．１　系统适用范围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适用于运输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仓储企业、大型生产

企业和大型流通企业等。

１．运输企业

单一的运输企业同样存在业务单一、管理落后、信息不畅的问题。数码配送

应用系统的建设可以为运输企业实现业务信息化，投入小，无风险，有利于与其

它物流企业的信息交流，形成业务合作伙伴，共同开拓市场，充分享受数码配送

应用系统的信息服务，提高车辆的使用效率，拓展新业务，实现向现代物流企业

的转型。

２．第三方物流企业

第三方物流企业急需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起物流信息网络。数码配送应

用系统的建设，可以使其低成本、无风险地搭建起遍布全国的物流信息网络，借

助接入服务，减少了对专业技术人才的投入，而且实现了业务信息化，有利于与

其它物流企业进行信息交流，形成业务合作伙伴，共同开拓市场，并为客户提供

全程的物流和全面的信息服务。

３．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的仓储企业

在中国，据对商业、粮食、物资、供销社、外贸系统统计，拥有仓库３亿多平方

米，约２０万家。如果加上交通运输、邮政及工业部门的仓库，仓储资源的数量就

更大。这些传统仓储企业的特点是业务单一，随着市场竞争的压力，企业的经营

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不少企业从传统的仓储企业逐渐转变成为现代物流企业，给

企业带来了新的活力。数码配送应用系统可以与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无缝对接，

在提高传统仓储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提供实时的物流信息的同时，能够帮助企业

拓展其物流业务、开展配送业务、承接第三方物流的业务，为客户提供门到门的

一条龙服务，有助于实现传统仓储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的转变。

４．大型生产企业

大型生产企业一般在全国各地拥有成品库，需要对全国库存信息、产品在途

信息、产品分销信息进行实时监控。目前它们普遍采用传真、邮件对账的方式，

达不到实时监控的目的。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结合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为企业提

供了低成本的信息化解决方案。大型生产企业可以将其原材料、半成品、在途货

物或分销货物纳入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和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的管理体系，以此快

速形成覆盖全国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库存信息网络，达到实时监控全国库存

信息和产品在途信息的目的，从而能够统筹生产和销售，做出科学合理的生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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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降低生产、库存和销售成本，最终实现提高企业效益的目的。

５．大型流通企业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现代化的大流通，只有现代化的大流通才能带

动现代化的大生产。在众多的分销体系内，实现实时监控已经成为分销管理的

主要内容之一。数码配送应用系统以扁平化的信息流通方式，为企业提供了面

向分销渠道管理的实时监控信息服务，可以避免因“信息孤岛”给企业带来的失

控危险。

４．６．２　系统特点分析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有利于资源整合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面向物流配送企业实现了跨地域、跨企业的管理，有利于

各种资源的整合，规范和优化业务流程，全面提升物流配送企业的信息化管理水

平。

２．实现了在途车辆的实时监控

在数码配送应用系统中，既可以按途经城市，也可以按时间段对运输车辆进

行监控；同时支持电话、手机短信、ＧＰＳ等多种监控手段。

３．提供网上远程信息服务

承运人、客户、收货人、保险人都能通过互联网查询车辆、货物信息，及时了

解当前车辆到达地点、道路状况、货物情况，极大地降低了各参与方的运作成本。

４．提供全方位的业务支持

在数码配送应用系统中，实现了多种业务功能，包括返程配货、中途备货和

到货后的配送、灵活的费用结算、订单的及时中止或变更等，对于物流企业拓展

业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５．具有严密的费用管理体系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严格区分保证金、管理费用、运输收支、运输成本，既可以

单独核算，也支持整体效益汇总。

６．支持流程定制

根据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和业务需求，该系统的流程可以实现灵活的定制，

以满足不同应用层次的要求。

７．应用方式灵活多样

对于大型企业，既可以采取接入方式，也可以单独建设，构建其综合物流服

务管理信息平台。对于中小型企业，从时间和费用成本的角度考虑，可以采取接

入方式，在大数据中心开辟独立的虚拟专用空间，迅速实现其物流服务的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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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８．系统开放性强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具有统一的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数据格式和数据接口，

便于企业间的数据交换以及与其它的应用系统的数据交换。

９．有利于实现一站式的综合物流管理平台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可以与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无缝集成，为物流企业提供完

善的综合物流管理解决方案。通过综合物流平台，可以极大地帮助应用企业提

高其服务水平，增强客户满意度，最终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本章小结

中储物流在线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数码配送应用系统是一个典型的物流配

送管理信息系统。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采用大集中的管理模式，使得各业务点的信息充分共享，

各种信息实时反馈，降低信息传递过程中的“牛鞭效应”，增强了企业决策的及时

性和客观性，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管理。这种大集中的系统管理模式适用于集

团企业的总部进行垂直管理和资源整合；同时，也适用于各企业的业务互补与协

同，实现整个供应链的信息与业务的共享与协同，形成供应链整体的竞争优势。

数码配送应用系统的目的是实 现 物 流 配 送 企 业 汽 车 运 输 方 式 的 电 子 化 管

理，从功能上满足长途货运与区域配送两类业务，并支持与铁路、水运、航空运输

方式的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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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货运代理业务管理系统概述

近几年来，物流信息化建设飞速发展，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软件系统极大

地改变着物流企业的运作方式和发展方向，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数字化、规范

化，物流软件的内涵越来越深刻、丰富，企业使用行业软件来提升信息化管理水

平已成为共识。国际货运代理也不例外，如何运用信息系统扩大业务范围、增加

利润空间，如何解决网络的控制和管理，如何发挥网络的协作性和整体效能是货

运代理行业信息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章将详细介绍货运代理管理系统软

件在从事货运代理业务的企业中的应用状况，使读者对货运代理管理系统这类

软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５．１．１　货运代理业务分析

所谓国际货运代理（简称货代）业是指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

托，以委托人的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

并收取服务报酬的行业。货代企业可以作为代理人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接

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的委托，以委托人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

义办理有关业务，收取代理费或佣金；也可以作为独立经营人从事国际货运代理

业务，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的委托，签发运输单证、履行运

输合同并收取运费以及服务费。货代企业在合法的授权范围内接受货主的委托

并代表货主办理订舱、仓储、报关、报检、报验、保险、转运以及货物交接、调拨，货

物的监装、监卸，集装箱拼装拆箱，国际多式联运，除私人信函外的国际快递，缮

制有关单证，交付运费，结算、交付杂费等业务。

货代企业遵循安全、迅速、准确、节省、方便的经营方针，为进出口货物的收

货人、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提供服务，其业务范围广泛，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１．代表发货人（出口商）并为其提供服务

货代企业可代表发货人（出口商）并为其提供服务，主要内容包括：

① 选择运输路线、运输方式和适当的承运人；

② 向选定的承运人提供揽货、订舱；

③ 提取货物并签发有关单证；

④ 研究信用证条款和相关的政府规定；

⑤ 包装；

⑥ 储存；

⑦ 称重和量尺码；

⑧ 安排保险；

⑨ 办理报关及单证手续，并将货物交给承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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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外汇交易；

瑏瑡 支付运费及其它费用；

瑏瑢 收取已签发的正本提单，并付发货人；

瑏瑣 安排货物转运；

瑏瑤 通知收货人货物动态；

瑏瑥 记录货物灭失、短少、损毁等情况；

瑏瑦 协助收货人向有关责任方进行索赔。

２．代表收货人（进口商）并为其提供服务

货代企业还可代表收货人（进口商）并为其提供服务，主要内容包括：

① 报告货物动态；

② 接收和审核所有与运输有关的单据；

③ 提货和付运费；

④ 安排报关和支付税款及其它费用；

⑤ 安排运输过程中的仓储；

⑥ 向收货人交付已结关的货物；

⑦ 协助收货人储存或分拨货物。

３．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

货代企业还可以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收取货物并签发多式联运提单，承担

承运人的风险责任，对货主提供一揽子的运输服务。在发达国家，货代企业常常扮

演运输组织者的角色，作用巨大，因此有不少货代企业主要从事国际多式联运业

务。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交通基础设施较差，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货代企业

的素质普遍不高等原因，国际货代在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

４．提供其它服务

货代企业还可提供除以上服务形式之外的其它服务，如根据客户的特殊需

要进行监装、监卸、货物混装和集装箱拼装拆箱、运输咨询服务等。

５．提供特种服务

除此之外，货代企业还可提供特种货物装挂运输服务及海外展览运输服务等。

由于国际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国际货运代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目

前，国际货运代理在我国已初具规模，截至２０００年底，注册的国际货代企业已经

超过２１００家，从业人员３０余万人，办理了我国８０％以上外贸进出口货物运输，

成为外贸货运市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加入 ＷＴＯ 后，我国国际货代市场将

进一步放开，第一年后允许外方控股，不晚于第四年允许外方独资。更加激烈的

市场竞争，使现有货代企业不可避免地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社会信息化高度发展的趋势下，由于信息不受任何行业、区域、国界的限

制，只要掌握信息，便能为委托方提供所需的优质服务，即使不拥有硬件（运输工

具、仓库等），也可通过软件（业务管理、资源调度等）来控制硬件。所谓的硬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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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如运价优势在未来的竞争中将不再是制胜的法宝，或者说，要维系这种硬件优

势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如今的客户早已不满足货代公司代其订舱、代其报关这

样简单的货代服务，现在大多数货代公司都会向大客户提供集陆路运输、仓储、

海运、空运、报关等一体化服务。为了满足航空、铁路、公路、海运等全方位的代

理货物托运、接取、送达、订舱、配载、联运服务等多项业务需求，向客户提供门到

门、“一票到底”的服务，以便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货代公司

必须在业务管理方面借助于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进行辅助管理。

优秀的货代管理系统软件应该是面向客户服务的，不但可以支持货代业务

中的各种服务项目，而且通过系统的互联，可以从业务伙伴那里获得更为全面和

及时的运输、仓储和报关业务状态的信息，实现与国外代理的业务协作与信息交

换，从而为客户提供门到门、“一票到底”的服务。

一套优秀的货代管理系统不但可以出色地完成货代业务所有信息的管理和

维护，提供对运输工具的调度管理，对货物进行实时跟踪，而且应该能够实现数

据的一致性，使得各系统高效地共享数据，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增加货代企业的

经济效益。

５．１．２　汇驿科技货代管理系统

本章将以深圳市汇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驿科技）的软件产品及解决

方案为例，详细介绍货代管理信息系统的组成与实现。

汇驿科技有关货代行业的系统软件解决方案包括国际货运管理系统、报关

业务管理系统、集装箱车辆运输管理系统等。

汇驿科技为客户建立的信息系统覆盖业务、管理和企业战略发展三个层面，

其产品和解决方案重点为船东、船代、货代、第三方物流企业、运输企业、仓储企

业等提供服务，并 延 伸 至 货 主 企 业 的 物 流 部 门（包 括 制 造 业、供 应 商 和 零 售 商

等）。汇驿科技首创了“十字平台”处理模式，即面向企业业务全过程的供应链管

理的纵向平台和面向企业一体化运作的资源整合的横向平台。该模式既适用于

企业现有的业务运作与经营管理，更可推动并适应企业向专业化、规模化的现代

物流企业的转型。

５．２　货运代理业务管理系统的功能结构

下面以汇驿科技的产品解决方案为例，首先介绍完整的货代管理系统所具

备的各个模块及其功能，然后根据业务划分对汇驿科技的三个典型业务管理系

统的功能结构及其组成进行详细说明。

５．２．１　货代管理系统的总体功能介绍

１．基础资料管理

此模块为确保系统运行提供最基本的资料管理和维护功能，此部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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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用户频繁改动。该模块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功能：

① 客户及合作企业（分承包方）资料的维护；

② 客户付款信用期和信用额度的定义；

③ 港口、国家、区域、航线的维护（系统提供预设）；

④ 成本运价费率及销售价的维护；

⑤ 应收应付费用种类的定义；

⑥ 业务编号、操作单证自动编码，以及编码规则的自定义；

⑦ 系统代码自定义；

⑧ 提供ＥＤＩ数据接口。

２．客户服务

此模块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功能：

① 客户资料和服务记录查询；

② 客户正发生业务的动态跟踪；

③ 公司运价底价、销售价及客户历史报价查询；

④ 客户分类条件（新客户、老客户、正发展客户、潜在客户和已丢失客户）自

定义，以及客户分类的动态重整；

⑤ 业务员访客记录及成功率分析；

⑥ 报价制作平台及报价单即时发送；

⑦ 客户投诉及处理反馈；

⑧ 市场计划及实施情况跟踪。

３．海运操作管理

海运操作管理是货运代理的主要业务之一。此模块应具备如下功能：

① 支持海运出口（整柜、拼箱）、海运进口（整柜、分拨）；

② 支持订舱、二程（注：这里指由中转港到目的港。从起运港载运至中转港

叫一程）、装箱、提单制作、陆运委托、出入仓通知、报关（委托／预录入报关单）、三

检等；

③ 支持操作流程的自定义，状态自定义及跟踪提示；

④ 支持多种单证（托单、ＨＢ／Ｌ、ＭＢ／Ｌ、报关单、装箱单、舱单等、出入境检验检

疫单、账单、各种通知单、统计报表）的多种输出方式（打印、传真、电子邮件等）；

⑤ 提供“所见即所得”单证制作平台，直接在屏幕上面对单证进行编辑；

⑥ 单证制作平台中，集成处理特殊唛头和超长唛头品名；

⑦ 操作过程中，费用明细自动生成及维护；

⑧ 可制作我方、对方的多种账单；

⑨ 支持普通账单、代理账单、拼柜利润分配的灵活处理；

⑩ 提供相关文件如发票、核销单等的状态跟踪，支持对原件的即时扫描；

瑏瑡 支持操作界面自定义，可进行批量化的业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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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即时显示工作号操作日志。

４．空运操作管理

此模块是专门为空运操作管理而设计的，其功能说明如下：

① 支持空运出口、空运进口操作；

② 支持订舱、总分运单制作、接货送货委托、出入仓通知、报关（委托／预录

入报关单）等功能；

③ 支持操作流程的自定义，状态自定义及跟踪提示；

④ 支持多种单证（托 单、航 空 运 单、报 关 单、装 箱 单、舱 单、账 单、各 种 通 知

单、统计报表）的多种输出方式（打印、传真、电子邮件等）；

⑤ 提供“所见即所得”单证制作平台，直接面对单证进行编辑；

⑥ 费用明细生成及维护；

⑦ 可制作我方、对方的多种账单；

⑧ 支持操作界面自定义，可进行批量化的业务处理。

５．报关操作与状态跟踪

进出口报关是货运代理的主要业务，报关操作及状态跟踪的有关功能说明

如下：

① 支持海运进口、海运出口、空运进口、空运出口，适用于本口岸清关、外口

岸转关等各种报关业务；

② 可自定义业务流程，支持相应工作状态的自定义跟踪及预警；

③ 自动提取客户手册（加工贸易手册）与免表（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的

申报商品及数量，自动对手册、免表申报数量扣除，申报数量不足时及时提醒，提

供保函的自动预警；

④ 报关单输入时自动提取海关代码；

⑤ 提供内陆运输、货物出入仓库的一体化管理；

⑥ 对公司外部及内部流转的各种报关文件进行自动跟踪；

⑦ 对各种单证（报关单证、每日通关信息查表、查验信息表等）提供多种输

出方式（打印、传真、电子邮件等）；

⑧ 提供“所见即所得”单证制作平台，直接在计算机屏幕上面对单证进行编辑；

⑨ 操作过程中，费用明细自动生成及维护；

⑩ 可实现“一票到底”及分岗位的流水化操作；

瑏瑡 可以实现工作号内容的复制，减少重复工作量。

６．车辆调度

受理客户委托，辅助完成全过程的业务操作，即实时查询各个车辆的运行情

况为调度提供依据，实现车辆的日常调度和车辆运行情况的跟踪。此模块主要

包括如下的功能：

① 运价（公司底价和销售底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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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询价管理，包括客户基本资料新增、本次询价、询价历史、价格查询选择

及询问价格输出；

③ 由询价直接委托操作；

④ 集装箱运输委托；

⑤ 派车单制作；

⑥ 车辆调度操作；

⑦ 车辆动态查询；

⑧ 国际货运基本信息与车辆管理委托信息以 ＸＭＬ形式导入、导出。

７．车辆管理

此模块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功能：

① 车队、车辆、司机基本资料管理与维护；

② 车辆配件更换登记及历史分析；

③ 车辆维修登记及历史分析；

④ 车辆违章事故登记及历史分析；

⑤ 车辆相关费用记录及历史分析；

⑥ 提供自定义汇总报表。

８．财务结算管理

财务结算是此类系统软件中不可缺少的模块之一，其功能说明如下：

① 提供单票审核、账单管理、发票管理、费用核销、实际收付查询、文件跟踪

等功能；

② 实现客户（结算对象）应收应付账的统计与管理，费用更改及历史查询；

③ 自动提醒客户的结算信用期以及超期客户和相应费用；

④ 自动生成发票，并对发票的领用进行管理和统计；

⑤ 支持相同结算对象不同账单抬头的对账单生成及销账；

⑥ 支持账单的销账，自动记录销账明细；

⑦ 汇差损益、汇兑损益、银行费用的自动计算；

⑧ 自由定义界面显示的内容与格式，自定义报表输出的内容与格式；

⑨ 与专业财务软件如用友、金蝶等的无缝连接；

⑩ 拼箱、拼板成本分担及利润的自动计算；

瑏瑡 支持多币种账单，及多次、多币种核销。

９．统计分析

该模块的功能说明如下：

① 灵活的统计方案设计工具，可设计各种业务及财务统计报表；

② 提供动态的统计项目选项，及平台化的企业管理工具；

③ 支持表格形式和图形方式的统计结果显示；

④ 与 ＭＳＯｆｆｉｃｅ之间实现数据交换，制作专业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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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自由定义报表显示和输出格式。

５．２．２　各业务子系统的功能与结构

汇驿科技的产品解决方案是针对具体的货代业务开发成各子系统软件，然

后根据货运代理企业的不同需求进行组合，形成功能完备的系统套件。其产品

解决方案的系统套件中与货代业务密切相关的三个业务系统分别为国际货运管

理系统、报关管理系统和集装箱运输管理系统。这三个系统是围绕货代业务而

设计的，其主要功能就是实现货运代理的管理、进出口货物报关管理以及集装箱

车辆调度管理等货代相关业务。下面将逐个介绍各系统的功能结构及其组成。

１．国际货运管理系统功能结构

按系统逻辑功能模块进行划分，国际货运管理系统可以分为用户管理、资料

管理、客户服务、海运操作、空运操作、财务结算、统计分析七大功能模块，其组成

结构如图５ １所示。

图５ １　国际货运管理系统功能结构

国际货运管理系统七个主要模块的功能特点如表５ １所示。

表５ １　国际货运管理系统主要模块的功能特点

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资料管理

　基础资料管理包括系统 初 始 化 设 定、业 务 规 则、可 选 数 据 项、客 户 详 细

资料、合作单位详细资料 等。基 础 资 料 管 理 为 系 统 的 正 常 运 转 和 其 它 模

块操作提供了标准化的信息

客户服务
　可以查看客户资料、跟踪 客 户 当 前 状 态、制 作 客 户 报 价 单、规 划 市 场 计

划以及记录和处理客户的投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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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１

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海运操作

　提供的业务操作有海运 出 口、海 运 进 口 以 及 海 运 进 出 口 中 关 联 到 的 陆

运服务、仓储服务、报关服务 及 三 检 服 务 等 业 务 功 能；可 输 出 各 类 标 准 单

证；实时反映各类委托的操 作 状 况；提 供 灵 活 的 业 务 环 境 设 置 功 能，适 用

于各种业务模式；提供文件跟踪功能

空运操作

　针对空运进出口操作提 供 订 舱、总 分 运 单 制 作、接 货 送 货 委 托、出 入 仓

通知、报关（委托／预录入报关单）等功能，可在客户自定义流程、状态的情

况下进行全程跟踪，并以各种方式输出操作过程中的各类单证

财务结算

　可以进行费用维护、单票审核、收付账单制作、货代发票制作、费用核销

等操作；同时可以查看跟踪 文 件，进 行 费 用 统 计，输 出 各 类 报 表 清 单。支

持应收应付核算管理，包 括 费 用 审 核、对 账、核 销、实 际 收 付 管 理 等，提 供

财务结算监视器功 能，对 某 些 特 定 的 业 务 进 行 提 醒，如“单 票 利 润 小 于１

０００元的业务”、“半年前未结清的业务”等

统计分析

　主要用来统计公司的业务、财务情况和业务员的工作业绩等，帮助公司

管理者随时了解公司的 各 种 运 作 情 况 以 便 做 出 决 策、制 定 计 划。提 供 自

定义统计与分析，支持“所见即所得”报表输出，输出方式包括直接打印输

出、图形化统计结果显示，带格式导出至 ＨＴＭＬ或 Ｏｆｆｉｃｅ、ＬｏｔｕｓＮｏｔｅｓ等

用户管理 　提供用户、密码设置，支持角色定义，拖放式权限分配

２．报关业务管理系统功能结构

报关业务管理系统可以分为用户管理、基础资料管理、操作与状态管理、财

务结算、统计分析五大功能模块，其组成结构如图５ ２所示。

报关业务管理系统五个主要模块的功能特点如表５ ２所示。

表５ ２　报关业务管理系统主要模块的功能特点

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基础资料管理
　基础资料管理包括系统初始化设定、业务规则、可选数据项、

客户详细资料、合作单位详细资料等

操 作 与 状 态 跟

踪

　适用于本口岸清关、外 口 岸 转 关 等 各 种 报 关 业 务，围 绕 海 运

进口、海运出口、空运进口、空运出口等业务流程，实现对公 司

外部及公司内部流转的各种报关文件的操作与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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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２

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财务结算
　包含单票审核、账单管理、发票管理、费用核销、实际收付 管

理、文件跟踪等子功能，可与专业财务软件实现无缝连接

统计分析

　提供自定义统计与分析，支 持“所 见 即 所 得”的 业 务、财 务 报

表输出，输出方式包括直接打印输出、图形化统计结果显示，带

格式导出至 ＨＴＭＬ或 Ｏｆｆｉｃｅ、ＬｏｔｕｓＮｏｔｅｓ等

用户管理 　提供用户、密码设置，支持角色定义，拖放式权限分配

图５ ２　报关业务管理系统功能结构

３．集运管理系统功能结构

集运管理系统可以分为用户管理、基础资料管理、车辆管理、操作调度、财务结

算、统计分析六大功能模块，其组成结构如图５ ３所示。在业务上，集运与国际货

运、仓储和报关有较强的协作性，通过ＥＢＣ（Ｅｖｉ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Ｅｖｉｎ———汇驿

科技的英文标志），该系统与汇驿科技的其它业务管理应用相结合。

集运管理系统六个主要模块的功能特点如表５ ３所示。

表５ ３　集运管理系统各主要模块的功能特点

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基础资料管理
　基础资料管理包括系统初始化设定、业务规则、可选数据项、

客户详细资料、合作单位详细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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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３

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车辆管理

　通过对车辆的油耗、配件更换、维修、违章事故等及其相关费

用的管理，以及对油费、路桥费及其它相关费用的管理，可以有

效监控车辆的运行状态和成本

操作调度

　提供运价成本、报价的管理，同时提供业务受理，业务操 作，

调度派车、状态预警、跟踪，应收应付等管理；支持各种操作 单

证，包括派车单、装箱单、设备交接单等的自定义输出。可接受

来自外部的 ＸＭＬ文件导入

财务结算

　支持应收应付核算管理，包括费用审核、对账、核销、实际 收

付管理等，提供财务结算 监 视 器 功 能，对 某 些 特 定 的 业 务 进 行

提醒，如“单票利润小于１０００元的业务”、“半年前未结清的业

务”等

统计分析

　提供自定义统计与分析，支 持“所 见 即 所 得”报 表 输 出，输 出

方式包括直接打印输出、图 形 化 统 计 结 果 显 示，带 格 式 导 出 至

ＨＴＭＬ或 Ｏｆｆｉｃｅ、ＬｏｔｕｓＮｏｔｅｓ等

用户管理 　提供用户、密码设置，支持角色定义，拖放式权限分配

图５ ３　集运管理系统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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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货运代理业务管理系统的业务流程分析

针对汇驿科技货代管理系统套件的三个业务系统，即国际货运、报关管理和

集运管理，本节分别详细介绍与货运代理密切相关的业务操作流程。

５．３．１　国际货运主要业务流程

国际货运的主要业务包括海运操作管理以及空运操作管理。下面基于国际

货运管理系统将海运、空运的作业流程向读者作一简要介绍。

１．海运操作管理

海运操作管理是国际货运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涉及的业务操作

包括海运进出口以及海运进出口关联到的陆运服务、仓储服务、报关服务及“三

检”服务等业务功能。

（１）海运出口

① 海运出口操作流程。海运出口操作提供对出口货物的一系列服务，包括

海运服务以及海运出口所涉及的其它委托服务，操作流程如图５ ４所示。

图５ ４　海运出口操作流程

② 操作常识介绍。在海运出口操作中主要包括五种单据：基本信息单、订

舱单、装 箱 单、ＨＢ／Ｌ（ＨｏｕｓｅＢｉｌｌＯｆＬｏａｄｉｎｇ，子 提 单，由 货 代 签 发 的 提 单）和

ＭＢ／Ｌ（ＭａｓｔｅｒＢｉｌｌＯｆＬｏａｄｉｎｇ，主提单）。这 五 个 单 据 中 关 联 的 信 息 可 相 互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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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和相互共享，用户只需输入一次，所有单据就能同步获取，如果用户修改了某

项共享数据，其它单据也同步修改，即系统能自动维护数据的一致性，不必用户

手工维护数据的一致性。

无论出口还是进口操作，开始一票货的操作，都必须首先创建工作号，输入

委托的基本资料，才能开始其它操作。基本资料保存成功后，订舱单、ＨＢ／Ｌ和

ＭＢ／Ｌ中的相关共享数据也自动导入。这些共享数据一般包括发运信息、货物

信息、港口信息、船名航次信息以及集装箱的相关信息。

该系统支持一票货对应多次委托任务，即对一票货委托不同的拖车行分批

多次运输，制作多份陆运委托书，进行多次入仓出仓委托操作，多次报检，多次报

关。

③ 一票出口柜货的操作实例。例如，某货代公司收到深圳华新进出口有限

公司的出口委托业务。客户的委托内容为，深圳华新进出口公司要求将４个２０′
柜、１个４０′柜的绿茶由深圳发送到英国伦敦，委托的项目包括海运服务、陆运服

务、仓储服务、报检服务和报关服务（即所有服务项目）。此时，应用该系统的具

体操作过程如下：

第一步，接受货主委托，进行各项委托任务安排。接到客户委托后，将委托

信息录入系统，并选择各项委托的任务，包括海运服务、陆运服务、报关服务、“三

检”服务。这里，主要涉及海运服务基本资料如集装箱箱型箱量信息，装箱类型

的选择如整柜、拼箱、散货，船名航次信息，付款信息等。

第二步，订舱。客户委托确认后，制作订舱单，发送到船公司，为出口货物订

舱，并将船公司确认后的订舱单返回给客户。

第三步，装箱。订舱单确认后，进行装箱操作。装箱单信息会根据实际装箱

情况进行调整，在该系统中可以选择基本委托资料中的数据是否与调整后的结

果保持一致。

第四步，提单编制、确认与签发。通过系统编制 ＨＢ／Ｌ和 ＭＢ／Ｌ提单，ＨＢ／

Ｌ和 ＭＢ／Ｌ的 内 容 基 本 相 同，不 同 的 是 发 货 人、收 货 人 及 通 知 人 有 所 区 别。

ＨＢ／Ｌ与委托一致，ＭＢ／Ｌ与订舱单一致。该系统支持 ＨＢ／Ｌ和 ＭＢ／Ｌ的多种

方式：普通、分单、并单、特殊。

提单制作后，依据原始资料，传真给货主确认，并根据回传确立提单正确内

容。提单的最终签发是在报关结束、货物装船启运后进行，即货物装船后，根据

实际情况以及货主的确认签发提单。

第五步，陆运服务。订舱和箱型箱量确定后，便可向拖车行进行陆运委托。

首先要制作陆运委托书，发送到拖车行，或 者 通 过 数 据 接 口 与 集 运 管 理 系 统 对

接，开始陆运操作。陆运委托中可对箱型箱量做适当的调整。

第六步，仓储服务。货物出运前，如需要委托仓储公司将货物代保管一段时

间，可通过仓储功能制作入仓单和出仓单，并根据委托类型，制作相应的委托单。

可以通过该系统查看货物当前的库存状况，统计货物的出入仓和库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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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报检服务。通过检验检疫功能，选择所需要的出境报检单模板便可

输出报检单。该系统将委托中的发货人、收货人、货物信息、起运港和目的港等

信息自动加入报检单中。

第八步，报关服务。根据有关资料制作报关单，报关单主要包括基本资料和

货物明细两部分内容。基本资料包括预录编号、出口口岸、发货单位、运输方式、

运输工具名称、提单号、贸易方式、指运港（即出口货物运往境外的最终目的港）

和委托货物总描述等信息；货物明细包括要报关的所有货物，包括商品编码（根

据海关规定的商品编码规则确定）、名称、规格、数量、计量单位和金额等信息。

第九步，制作应收应付费用明细。根据实际情况，制作该票货的各项应收应

付费用。通过费用管理功能可统计每项业务的利润，并可按不同币种查看。

第十步，制作账单。必须在费用产生后，才可制作各结算单位的对账单。

第十一步，文件跟踪。在整个作业过程中需要对各种单证文件进行跟踪管理。

至此，一票货的操作基本完成，但本票货仍在“正操作”状态，费用结算的操

作将在财务结算模块中继续。业务操作处理完后，财务人员可在结算模块中进

行费用的审核、开票、销账等工作。

（２）海运进口

海运进口操作流程如图５ ５所示。

图５ ５　海运进口操作流程图

２．空运操作管理

空运的业务操作主要涉及空运出口、空运总单、空运进口、空运进出口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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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到的陆运服务、仓储服务、报关服务及“三检”服务等。在前面已经对海运进出

口操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鉴于空运进出口与海运进出口操作有较大的类

似性，这里仅对空运出口业务流程做一简要介绍。

空运出口业务流程与海运出口操作相类似。首先，接受货主委托，录入委托

信息，安排委托的服务。其次，制作分运单，分运单是二级货代公司在收到客户

委托确认信息后，制作的客户提取货物的凭单。在录入运单信息时，根据运单编

制情况，选择运单当前状态和电放类型。（注：电放是一种比较常用的说法，是指

在收货人不出具正本提单（已收回）的情况下，凭托运人指示———通常是以电传、

电报等通讯方式通知———在目的港放货的一种习惯做法，在实际业务中要注意

电放的风险防范。）然后，根 据 货 主 委 托 安 排 运 输 服 务、仓 储 服 务，进 行 报 关、报

检。在业务过程中，根据情况制作应收应付分摊费用明细，制作账单。二级货代

公司在制作完成客户分单的业务后，需制作出口总单发送给一级货运代理。在

整个过程中需要对各种单证进行跟踪。

５．３．２　报关管理主要业务流程

报关的业务操作主要有海运出口报关、海运进口报关以及海运进出口报关

所关联到的报关服务、陆运服务、仓储服务和“三检”服务等。

１．海运进口报关

（１）海运进口报关操作流程

海运进口报关的操作流程如图５ ６所示。

（２）操作常识介绍

在海运进出口报关操作中，共用９个卡片来完成海运进出口报关服务的一

系列工作：基本信息页，文件跟踪页，仓储情况页，运输情况页，三检情况页，报关

进度页，征税情况页，税金情况页和相关费用页。

该系统支持一票货对应多次委托任务，即一票货委托不同的拖车行分批多

次运输，制作多份陆运委托书，进行多次入仓、出仓委托操作。

（３）基本业务操作过程

第一步　接受客户委托。接受客户委托后，进行委托基础资料录入。此时

主要包括基本信息和货物信息两部分内容。

第二步　报关及文件跟踪。在报关过程中可能会需要很多种文件，文件的

流向会影响到报关进程，所以在报关操作过程中，进行文件跟踪是必要的。该系

统可查看业务中所有文件的当前流转状况，跟踪的状态包括未取得的文件、未送

出的文件、未退回的文件、未退还的文件和完成文件。

第三步　报检委托。进行“三检”操作时，首先需要输入报检单内部编号，将

委托中的发货人、收货人、货物信息、起运港和目的港加入报检单中。完成检验

检疫基本信息和报检货物信息后，选择适当的出境报检单模板生成报检单。

第四步　掌握报关进度。对报关过程的各环节进行跟踪，根据报关不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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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６　海运进口报关操作流程

度，记录资料。

第五步　税款缴纳和税金管理。按照国家对外贸易的管理规定，进出口货

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负有纳税义务，应凭海关填发的《税款缴纳证》向指定

银行缴纳其进口货物的应付税款。在纳税后发现海关溢征的，可向海关申请办

理退还溢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手续。

第六步　仓储委托。货物出运前，由于各种原因，需要委托仓储公司将货物

代保管一段时间。用户可运用仓储模块进行仓储委托的办理。货物入库时，生

成入库单，输入货物唛头、货物描写、包装数量、重量、体积、包装类型等信息。货

物出库时，可根据情况进行全部或部分货物出库的操作。

第七步　陆运管理。货物通关以后，报关公司需将部分货物运抵货主指定

地点。报关公司向拖车行进行陆运委托，记录陆运时间、地点等陆运委托数据以

及货物信息，生成陆运委托书，发送到拖车行，开始陆运操作。

第八步　相关费用的管理。这里包括应收费用管理和应付费用管理。费用

信息包括费用类型、结算对象、币种、金额等。

２．海运出口报关

海运出口报关流程如图５ ７所示。

５．３．３　集运管理主要业务流程

集装箱运输管理包括集运操作和车辆管理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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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７　海运出口报关操作流程

１．集运操作

集运操作是集装箱运 输 管 理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主 要 包 括 询 价 管 理、运 价 查

询、集运委托操作、车辆调度和车辆动态等过程，负责接受客户的委托，安排车辆

的日常调度和车辆运行情况的跟踪等。

（１）询价管理

接收客户价格咨询，对本次询价及历史询价进行比较与管理。

（２）运价查询

根据装卸货地点进行运价查询，反映符合条件的运价资料。

（３）接受客户委托

接受客户委托，并对委托信息进行审核。

（４）委托确认

审核确认客户委托是否可以接受，确认接受后，生成派车单并进行派车，如

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接受则取消此次委托。

（５）调整派车单

派车单生成后仍可以进行增加、删除操作，还可对箱型和数量进行调整。

（６）车辆调度

承运人调度部门收到派车单后，进行车辆派遣、车辆跟踪管理，并将货物装

车，生成装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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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车辆动态

这里可查询车辆目前所处的状态，即查询车辆在途或空闲情况。
（８）费用维护

客户委托完成后，进行应收应付费用管理。应付费用的结算单位视所付的

费用类型而定。

２．车辆管理

车辆管理主要是记录车辆的日常维护信息并对车辆进行各项管理，包括配

件更换登记、维护登记、违章事故登记、费用记录，并根据各种考核指标对各个车

辆进行考核。
（１）新增车辆

录入车辆的基本信息，增加车辆登记记录。
（２）配件更换登记

（３）报表制作

根据选择的条件制作各种报表，包括车辆基本资料清单、车辆配件更换汇总报

表、车辆维修情况汇总报表、车辆事故汇总情况报表和车辆费用汇总情况报表等。

５．４　货运代理业务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与应用环境

５．４．１　系统体系结构

该系统采用 Ｃ／Ｓ（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客户机／服务 器）模 式 结 构，后 台 使 用 大 型

数据库。在局域网环境中可以有较好地应用。该系统的操作流程及系统结构如

图５ ８所示。

图５ ８　系统操作流程及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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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　系统应用环境

软件安装对系统环境的要求如表５ ４所示。

表５ ４　系统环境要求

硬件名 最低配置 建议配置

服务器
ＣＰＵ ＰⅡ４００ ＰⅢ５００以上原装机

内存 ６４Ｍ １２８Ｍ

工作站

ＣＰＵ ５８６Ｐ１６６ ＰⅡ３００或以上

内存 ３２Ｍ ６４Ｍ

硬盘 １００Ｍ 以上自由空间

显示器 ＶＧＡ ＳＶＧＡ

光驱 有 ３２Ｘ

软驱 １．４４Ｍ １．４４Ｍ

网卡 １０Ｍ １０Ｍ／１００Ｍ

打印机 根据需要配置

鼠标器 有

软件

工作站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５或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８

服务器 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Ｔ４．０

数据库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７．０

网络环境
网 络 ＝
设备

１０Ｍ 共享式集线器
１０Ｍ／１００Ｍ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交换机

备注
　建议为服务器配置 ＵＰＳ不间断电源，要得到最佳使用环境，应将屏

幕显示分辨率设置为８００６００，１６位色以上显示模式。

５．５　货运代理业务管理系统的应用评价与分析

５．５．１　系统适用范围

货代管理系统应用于专门从事货运代理业务的企业。汇驿科技的产品体系

可根据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不同类型的版本，实施不同类型的解决方案。

基本版数据处理能力较强，适合在中小型货代企业应用，可以使之获得最为

实用、简捷和低成本的计算机管理应用，可以满足海运出口业务中运价、操作和

结算的管理。

·４３１·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及其实例



标准版为中型企业的业务和管理信息化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在基本版

的基础上，该系统为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者提供业务动态跟踪和管理辅助决策功

能，协助企业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标准版适合于所有业务和财务工作均

在同一地点完成、具有单一组织结构形式的中型企业应用。

这套系统软件的扩展版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角度，利用先进的网络信息技

术，为企业构建了一个一体化的业务运行平台，一方面解决了外地办事处长期困

扰的资源共享问题和业务开展中数据与规范的不一致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系统

扩展版采用了“操作中心”和“结算中心”的思想，不但增强了企业向外扩充的能

力，而且在企业经营的业务层也同时实现 了 资 金 流 的 统 一，加 强 了 集 中 控 制 能

力，避免了办事处容易出现的账务问题，使企业更加稳重地发展和壮大。因此，

扩展版适用于拥有异地揽货业务部或办事处的大中型企业。

该系统软件的企业版实现了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建立了“集团公司—分公

司—办事处”等多个层面的集团化运作体系，除了扩展版所包含的功能，还实现

了集团公司的宏观管理，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互为委托、结算等横向资源整合功

能。企业版适用于拥有实行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和二级办事处的复合性大型企

业集团。

５．５．２　系统应用状况

目前在货运代理行业中，企业信息化管理的程度相对较高，无论是大型集团

公司还是中小型货代企业都通过应用货代管理系统进行陆路运输、仓储、海运、

空运及报关等各种业务处理。汇驿科技的解决方案包含了三项重要内容，即建

立流畅的业务操作流程，构建先进的物流 管 理 平 台，帮 助 企 业 实 现 新 的 发 展 战

略，为船东、船代、货代、第三方物流企业、运输企业、仓储企业、制造业大型企业

物流管理部门、商品流通企业实施物流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５．５．３　系统特点分析

深圳市汇驿科技公司的货代管理系统软件不仅仅是一套系列化的物流管理

软件产品，同时也是一套物流管理解决方案。它以强大的ＩＴ 技术作为支持，运

用国内外先进的物流管理思想，将信息技术应用于货代业务管理模式之中，满足

了当前国际货运代理行业的业务信息化发展的要求。总体上讲，汇驿货代管理

信息系统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业务管理特色

（１）国际货运管理系统的特点

① 全面支持量化 管 理。该 系 统 的 信 息 采 集 点 贯 穿 三 个 全 过 程，即 以 客 户

（或业务伙伴）及其业务往来（包括资金往来）为跟踪依据的全过程，以组织机构

的岗位职能为依据的全过程，以货物流向为依据的全过程。管理创造效益的前

提是实施量化管理。该系统通过全面的数据采集，为企业管理的科学决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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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依据。

② 支持拼箱业务、实现了成本灵活分摊。拼箱业务有着比整柜业务更大的

利润空间，因此更多的货代公司开始发展拼箱业务。如何快捷地拼箱，如何灵活

准确地分摊成本是目前一些提供专业服务的货代公司最为关心的问题。该系统

支持海运拼箱、空运拼板等业务，其业务处理流程简捷，操作人员的工作效率较

高，应收应付费用处理和成本的分摊处理方法科学，为企业利润的准确核算提供

了依据。

③ 提供以客户为中心的全面服务。货代行业的客户不仅指货主企业，还包

含同行企业及业务合作伙伴（包括车队、仓储企业、报关行和海外代理等）。通过

该系统的应用，可以更好地把握市场、客户、服务和利润的关系，按照８０／２０商业

法则识别客户、稳定客户，针对不同客户制定相应的关系策略，建立起良性和闭

环的盈利模式。

（２）报关管理系统的特点

① 实现对报关业务的全面支持。该系统适应报关企业未来发展的要求，提

供了多样化的服务方式，包括海运进口／出口、空运进口／出口、本口岸清关、外口

岸转关等各种报关业务，以及在报关业务中相关的其它服务，如陆路运输、仓储、

订舱等。在报关系统的支持下，报关企业获得了更快的服务响应优势，企业自身

的业务管理也更加及时、准确和全面。

② 实现了信息的及时反馈。客户重视的是货物的清关状态和时间，不能及

时为客户提供准确的信息，就可能丢失信誉，甚至失去客户。该系统业务操作的

流程控制和状态跟踪能帮助报关企业的客户服务 人 员 及 时 掌 握 业 务 的 处 理 情

况，通过软件直观的界面，随时查看每笔业务的处理状态。

③ 实现多种文件的管理。在报关作业过程中，需要在各环节跟踪和管理大

量的文件。该系统除了支持自定义单证／报表种类、格式和输出方式，还提供了

来自公司外部或公司内部流转的报关文件的跟踪，随时了解各种文件的当前持

有人及交接过程。

④ 支持海关商品编码的数据导入。该系统支持海关商品编码的数据导入，

动态提醒手册（加工贸易手册）与免表（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的使用情况，使

业务操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大为提高。通过确保货物海关商品编码和客户报关资

料的正确性，掌握手册与免表的动态使用情况，可以减少报关业务处理中的差错

率。

（３）集运管理系统的特点

① 实现流程的全 面 控 制。该 系 统 为 集 运 企 业 的 各 个 岗 位 角 色，如 接 单 员

（客户服务）、调度员、车场管理人员、司机、财务结算人员、车辆管理人员等设立

了闭环式的作业流程，为每笔业务的流转提供了清晰的状态管理界面，如工作号

的状态可细分为正操作、已审核、已通知（通知调度员）、已完成、已取消等。通过

系统权限的设定和审核功能，使业务流程中的各环节得到跟踪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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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以调度为操作中心实施管理。客户委托业务一经审核，即交由调度员调

派车辆，该系统将调度作业分为未派车、已派车、已提交（司机）、已完成、延误和

异常终止六种状态，更好地实现对每笔业务的动态跟踪和管理。

③ 提供车辆日常管理和跟踪功能。该系统提供车辆的日常管理和跟踪功

能，如车辆、司机的基本资料维护，车辆维修、保养资料的维护，车辆装卸货实时

跟踪，车辆使用状态跟踪，车辆／业务量查询，杂费管理等，有利于业务人员随时

了解车辆使用状态，掌握和控制车辆日常成本支出，从而实现运输企业的健康运

作。

④ 提供一体化结 算 功 能。该 系 统 提 供 每 笔 业 务 的 应 收 应 付 费 用 审 查、核

销、账单制作、发票、实际收付和文件跟踪等一体化结算功能，降低了结算的差错

率，减少了作业工作量。

２．系统应用的特色

（１）系统查询功能灵活

该系统查询功能灵活、方便。“万能查询”功能，可以根据任何一条信息，查

找到完整而详细的资料；操作状态的自动 跟 踪 与 记 录，时 刻 提 醒 操 作 员 应 该 完

成、已经完成和尚未完成的工作。

（２）单证管理全面、方式多样

该系统可以方便地管理已有的单证，需要时可以快速添加新的单证，还可以

对单证的格式和内容进行可视化编辑。所有单证的输出“四位一体”，同时支持

打印、网络传真、电子邮件或输出到一个文件，体现了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提高了

工作效率，节省了公司的办公成本。

（３）提供账单生成和财务接口

该系统自动按客户生成对账单（包括欠收和滞付），可处理费用核销中的各

种可能的情况，包括发生的汇兑损益、汇差损益和财务费用等。同时，提供与标

准财务软件（经我国财政部认可）的接口。

（４）提供批量传真和邮件功能

该系统提供网络批量传真和批量邮件功能。当一份单证或文件同时发给多

个客户时（支持多达上千个客户），只需一次选取相关的客户资料，该系统将自动

完成所有的传真或邮件发送工作。

（５）实现统计分析的自定义

在该系统中，统计的方法、报表名称和输出格式可一并保存在文件夹中，供

下次使用，免去了软件二次开发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报表输出采用所见

即所得的方式。

（６）实现多级权限分配

该系统可实现复杂的“多对多”用户权限设置，能满足大企业多级权限的分

配要求。

（７）实现软件功能的灵活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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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采用了国际上先进的软件“插件”技术，软件功能可以进行自由组合，

适合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需要。

（８）软件界面的自定义

在该系统中，用户可自定义屏幕的显示方式，增强了系统应用的吸引力。

本章小结

优秀的货代管理系统软件应该是面向客户服务的，不但可以支持货代业务

中的各种服务项目，而且通过系统的互联，可以从业务伙伴那里获得更为全面和

及时的运输、仓储和报关业务状态的信息，实现与国外代理的业务协作与信息交

换功能，从而为客户提供门到门的服务。

汇驿科技有关货代行业的系统软件解决方案包括国际货运管理系统、报关

业务管理系统、集装箱车辆运输管理系统等。

汇驿科技为客户建立的信息系统覆盖业务、管理和企业战略发展三个层面，

其产品和解决方案重点面向船东、船代、货代、第三方物流企业、运输企业、仓储

企业等提供服务，并延伸至货主企业的物 流 部 门（包 括 制 造 业、供 应 商、零 售 商

等）。汇驿科技首创了“十字平台”处理模式，即面向企业业务全过程的供应链物

流管理的纵向平台，和面向企业一体化运作的资源整合的横向平台。该模式既

适用于企业现有的业务运作与经营管理，更可推动和适应企业向专业化、规模化

的现代物流企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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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

６．１　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概述

６．２　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结构

６．３　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的业务流程分析

６．４　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与应用环境

６．５　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评价与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管理信息系统在物流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

越大。现今，在从事海运的企业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

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优良的信息系统也已渐渐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

在竞争中制胜的法宝。本章将以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为例，详细介绍此类系

统软件在从事船代业务的企业中的应用状况，使读者对海运管理信息系统有一

个清晰的认识。

６．１　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概述

６．１．１　船舶代理业务分析

船舶代理是指船舶代理机构或代理人接受船舶所有人（船公司）、船舶经营

人、承租人或货主的委托，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委托人（被代理人）办理与在港船舶

有关的业务、提供有关的服务或完成与在港船舶有关的其它经济法律行为的代

理行为。而接受委托人的授权，代表委托人办理在港船舶有关业务和服务，并进

行与在港船舶有关的其它经济法律行为的法人和公民，则是船舶代理人。

在《１９９９中国航运发展报告》中，我国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发展情况的描述如

下：１９９９年，全国共有国际船舶代理企业２８８家。在１９９９年期间，国际船舶代

理企业在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方面成绩显著。如到１９９９年底为止，中国外轮代理

总公司（中国外代）属下的所有外代分公司均按ＩＳＯ９００２标准建立了质量管理

体系，并通过了英国标准局（ＢＳＩ）的整体认证审核，获得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ＢＳＩ审核员对中国外代进行了抽样审核，审核内容涉及“以顾

客为中心”的管理体系、质量方针的适宜性、体系文件的可操作性等方面。被审

核的岗位既包括最高管理层，也涉及具体业务操作岗位。审核结果表明，中国外

代系统的质量体系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其突出特点是强调了“以顾客为中心”

的思想，已从最初的质量保证体系转变为质量管理体系，系统内所有公司共用一

套管理程序来规范各项管理活动，并建立了一套代理服务标准来保证各公司的

服务水平。

其次，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在扩大业务范围、开发新的服务功能方面也做出了

不少努力。如中国外代属下的上海外轮代理公司在开展国际集装箱转运业务的

同时，又开展了国际间杂货转运业务。

目前中国国际船舶代理行业内的企业参差不齐，有网络遍布全国各口岸、从

业人员数千、经营思想先进、代理收入数亿元的企业，也有从业人员二三人、一年

代理几艘船、观念落后、代理收入不足万元的企业。各企业间，人员素质差异很

大。有的企业从业人员或毕业于专业院校，或来自海运相关部门，熟悉海运的运

作规律和有关规定，并定期接受培训，内部实行持证上岗；而有的企业人员素质

低下，不了解海运的运作规律，甚至不了解船舶的基础知识。目前中国最大的国

际船舶代理公司是中国外代属下的上海外轮代理公司，其区域公司成员已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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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家，遍布苏、皖、湘、沪三省一市，其规模、效益占据了中国外代系统的“半壁江

山”。

１９９９年３月，针对出现的个别航运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开辟国际集装箱班轮

航线，个别国际船舶代理企业代理未取得班轮航线经营权的船舶，一些国际集装

箱运输企业和国际船舶代理企业跨区域和范围经营以及不执行国家收费规定等

问题，交通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国际船舶代理业和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市场管理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国际船舶代理公司有义务指导、督促

委托人遵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得为未取得集装箱班轮航线经营权的

航运公司或经营人提供代理服务，如有违反，交通部将在自发现违规之日起的一

年内，不受理该公司或其分支机构代航运公司或船舶经营人提出的开辟集装箱

班轮航线的申请。通知要求国际船舶代理公司严格遵守《国际船舶代理管理规

定》。《通知》还严禁超越核定经营范围、未经批准地区经营，严禁利用优势地位

强制代理，严禁给予委托人账外暗中回扣、漏征国家运费税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严禁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船舶提供代理服务，发生上述违规行为

的，除依法予以处罚外，违规记录将作为以 后 是 否 受 理 设 立 公 司 或 分 公 司 的 依

据。这一通知的执行对规范国际船舶代理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前，还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经营不规范的问题主要有：

①一些口岸外代与港务局之间、船务代理与地方外运之间、船公司代理与船

公司之间，在经营、人员、财务上没有分开，使得部分国际船舶代理企业不是一个

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企业，不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不利于国际船舶

代理企业提高竞争力和进一步发展。

②有一些具有国际船舶代理权的企业，出于种种目的，接受其他单位或个人

的挂靠。

在这份“发展报告”中，还对中国国际船舶代理业今后一段时间所面临的形

势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随着外贸海运量的增长，作为船舶代理业重要指标的船舶货运量（箱

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船舶进出港艘数均会有所提高，从国际船舶代理行业整体

来看，市场的容量将扩大，行业的整体利益将增加。但同时，国际船舶代理业作

为重要的海运辅助服务业，目前在中国开放程度最小，也最受关注，大多数外国

班轮公司在进入中国航运市场、设立全资航运公司之后就会关注国际船舶代理

这块市场。加入 ＷＴＯ将带来国际船舶代理业更大程度的开放，中国的国际船

舶代理企业将直接面临国外企业的竞争。与此同时，中国也将放宽对国内企业

进入国际船舶代理业的限制，参与方的高速膨胀将使各方的利益被摊薄。

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电子商务的普及，传统的国际船舶代理业务将受到

冲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安全性的提高，电子商务将在企业经营中得

到越来越广的应用，船公司的许多业务将来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完成，作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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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新形势下促进国际船舶代理业的发展，是我国

国际船舶代理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

①提高中国企业的自身竞争实力。首先要在提高服务的科技含量和专业水

平上下功夫；第二要扩大服务的范围和层次，适应客户更广泛、更深入的需求；第

三要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第四要建立更完善的市场信息机制；第五要鼓励一些

有实力的企业扩大分支机构，加快网络建设，而对一些小企业，要鼓励其走联合

的道路。

②进一步规范行业管理。首先对行业内企业的资格要有一个规范的标准；

其次对于行业内的竞争要进行协调管理；再次要加强对行业内企业经营行为的

监督管理。

③要健全与国际船舶代理业相关的法律机制，建立起健康、有序、公平竞争

的市场。

在目前的航运实践中，一般情况下，船舶公司从财力、公司管理的角度考虑，

不会为自己所拥有或经营的船舶在可能停靠的港口普遍设立分支机构，普遍的

做法就是当船舶停靠于船舶公司所在地以外的其它港口的时候，船舶公司在其

港口委托专门从事代办船舶营运业务和服务的机 构 或 个 人 代 办 船 舶 的 有 关 业

务；委托经验丰富、信誉卓著的船舶代理人可以更有效地安排和处理船舶在港的

各项业务，更经济地为船舶提供各项服务，从而加快船舶的周转，降低运输成本，

提高船舶公司的经济效益。

船舶代理企业可以接受与船舶营运有关的任何人的委托，业务范围非常广

泛。既可以接受船舶公司的委托，代办班轮船舶的营运业务和不定期船舶的营

运业务，也可以接受租船人的委托，代办其所委托的有关业务。由于船舶的营运

方式不同，而且在不同营运方式下的营运业务中所涉及的当事人又各不相同，各

个当事人所委托代办的业务也有所不同，因此，根据委托人和代理业务的不同，

船舶代理可分为班轮代理和不定期船代理两大类。

在班轮代理的实务中，代理人办理订舱、收取运费工作，为班轮船舶制作运

输单据，代签提单，管理船务和集装箱工作，代理班轮公司就有关费率及班轮公

司营运的事宜与政府主管部门和班轮公会进行合作。总之，凡班轮公司自行办

理的业务都可通过授权，由船舶代理人代办。班轮公司为使自己所经营的班轮

运输船舶能在载重和舱容上得到充分利用，力争做到满舱满载，除了在班轮船舶

挂靠的港口设立分支机构或委托总代理人外，还会有委托订舱代理人，以便广泛

地争取货源。订舱代理人通常与货主和货 运 代 理 人 有 着 广 泛 和 良 好 的 业 务 联

系，因而能为班轮公司创造良好的经营效益，同时能为班轮公司建立起一套有效

的货运程序。相对于班轮代理而言，另一种代理方式称为不定期船代理，其业务

也很广泛，如代表不定期船船东来安排货源、支付费用、进行船务管理，选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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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再代理人并向再代理人发出有关指示等。

无论是班轮代理还是不定期船代理，其代理业务都是一项范围相当广泛的

综合性业务。一般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船舶进出港口服务

主要工作包括：船舶进出港口和水域的申报手续；安排引水、泊位；办理有关

海关、港监、边检对进出港船舶要求的手续；办理有关检疫的手续，主要包括卫生

检疫、灭鼠消毒、预防接种、进出口动植物和商检检疫等手续；船舶动态跟踪等。

２．组织货运、客运及相关服务

主要工作包括：代签提单、运输合同，代办接受订舱业务；办理货物的报关手

续；承揽货物、组织货载，办理货物、集装箱的托运和中转；联系安排装卸货物；装

卸情况跟踪；办理申请理货及货物监装、监卸、衡量、检验；办理申请验舱、熏舱、

洗舱、扫舱；洽谈办理货物理赔代收运费，代收代付款项，办理船舶速遣费与滞期

费的计算与结算；代售客票、办理乘客上下船舶的手续等。

３．集装箱管理服务

主要工作包括：集装箱的进出口申报手续；联系安排装卸、堆存、运输、拆箱、

装箱、清洗、熏蒸、检疫；集装箱的建造、修理和检验；集装箱的租赁、买卖、交接、

转运、收箱、发箱、盘存、签发集装箱交接单证等。

４．船舶及船员综合服务

主要工作包括：船舶检验、修理、烤铲、油漆、熏蒸、洗舱、扫舱以 及 淡 水、饮

食、物料等供应和船舶备件的转递；办理船员登岸及遣返手续等；洽购船用物资；

代办船员护照、领事签证；联系申请海员证书，安排船员就医、调换、遣返、参观旅

游、交通车、船接送；申请银行服务；港口运作情况、政府政策规定及当地市场信

息等的咨询服务等。

６．１．２　泛华讯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化产品已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得到了充分

的应用，船舶代理领域也不例外。由于船舶代理业务的内容非常广泛，作业流程

比较繁杂，在过去船代公司只应用手工作业时，工作效率非常低下，而且还常常

会出现操作错误的现象。有时候繁多的单证、报表使得手工操作的错记、漏记无

从改正和弥补，这样难免会为船代公司、委托方或是船舶公司带来各种不必要的

损失。现在，管理信息系统在各企业的广泛应用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优良

的管理信息系统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尤

其在像船舶代理这样的业务环境下，大量的单证、报表以及信息资料需要准确无

误的管理，各种业务流程需要清晰的作业方式来完成。因此，在中国物流业初步

发展、日益兴盛的今天，拥有一套功能齐全、性能优良的船舶代理系统软件是从

事船舶代理业务的企业所期待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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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代理系统的结构是怎样的？通常需要哪些功能模块？传统业务是如何

运用先进的系统来实现的？系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运行的？系统的体系结构是

怎样的？船代公司在运用其系统进行业务操作的过程中有哪些优缺点？本章将

以深圳市泛华讯电脑技术有限公司的产品———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系列软件

为例，详细介绍此类软件的功能及其在实际业务中的应用状况，使读者对上述问

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６．２　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结构

泛华讯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主要包括六个业务子系统以及必不可少的财

务系统接口，其中六个业务子系统分别为船务信息管理系统、航次结算系统、出

口单证系统、出口运费系统、进口单证系统、集装箱管理系统。其功能结构与组

成如图６ １所示。

图６ １　泛华讯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结构与组成

６．２．１　船务信息管理系统

船务信息管理系统是对船舶的进出口申报、船舶委托方、船舶装卸货、船舶

的各种动态、船舶基础资料及有关船舶的各种数据进行管理的综合信息管理系

统。根据不同的用户级别，可以访问不同层次的菜单项。用户可以查看、删除、

修改或添加新记录；对各种不同的数据进行查询、统计；报表菜单可打印各种需

要的报表；管理菜单为管理信息系统提供了快捷明了的方式。如果在使用过程

中遇到问题的话，可以通过系统的“帮助”功能得到恰当的帮助或提示。

船务信息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如表６ １所示。

表６ １　船务信息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列表

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文件模块
　登录系统后，在文件菜 单 中 通 过 鼠 标 进 行 选 取、确 认 即 可 进

行关闭窗口、打印设置、重新登录、退出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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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１

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业务处理模块

　围绕船务信息管理的 各 项 业 务，实 现 制 作 委 托 确 认 电，委 托

方管理，登记船舶规 范，登 记 航 次／委 托 方／货 物，制 作 抵 港 电，

制作申报单，制作船舶通知单，制作进出口计划报表，制作靠泊

电，制作动态电，船舶计划调度，制作离港电等操作

报表模块

　针对业务流程，生成各种报表，并进行操作管理，包括船舶动

态表、装卸事实记录、装货准备就绪通知单、卸货准备就绪通知

单等

查询统计模块

　提供各种查询统计的 方 法，包 括 船 舶 基 础 台 账、按 委 托 方 查

询代理船舶，按时间查询代理船舶、按时间／货类统计代理货量

及组合查询等

管理模块
　提供用户管理、组管理、应用管理及组应用管理、权限管理及

基础代码管理等

６．２．２　航次结算系统

航次结算系统是船舶代理企业进行船舶往来费用分配、船舶费用输入、船舶

代理费和杂费制作、船舶使用费结账及账单打印和相关查询的管理信息子系统，

它主要完成航次结算的全部业务流程。

航次结算系统的主要模块功能如表６ ２所示。

表６ ２　航次结算系统的主要模块功能列表

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文件模块
　登录系统后，在文件菜 单 中 通 过 鼠 标 进 行 选 取、确 认 即 可 进 行 关

闭窗口、打印设置、重新登录、退出等操作

船期模块
　将船务系统的有关船 名、航 次 数 据 引 入 到 本 系 统，并 可 以 修 改 相

关数据，这些数据是制作各种账单的主要依据

结算模块

　针对航次结算 的 业 务，进 行 各 种 录 入 使 费、制 作 凭 证、制 作 账 单

等操作，包括按船名、航次 录 费 用，按 收 费 方 录 费 用，批 费 用 汇 总 打

印，制作凭证，制作代理费账单，制作杂费账单，制作航次账单，航次

账单管理，预收船舶备用金录入，港口使费估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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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查询模块

　提供各种查询统计的操作，进行往来对账单查询，航次账单查

询，代理费账单查询，港口使费查询，杂费账单查询，委托方欠费

查询；代理费统计，杂费统计；制作船舶使费汇总表，费用支付统

计表，航次结船准期率，催款通知单，结船未结船清单等操作

管理模块

　提供用户管理、组管 理、应 用 管 理 及 组 应 用 管 理、权 限 管 理 并

对基础代码、港口使费项目代码进行管理等，还可以进行财务接

口方案定义及格式定义

６．２．３　出口单证系统

出口单证系统是用于处理海运代理出口单证业务的软件系统，对海运代理

业务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出口单证业务情况进行处理。

另外，该系统提供了“无限制”提单格式报表，即用户可定义、修改、删除和维

护提单格式；该系统还提供了强大的查询和统计报表功能，用户可按各种组合条

件对所需数据进行处理。

出口单证系统的主要模块功能如表６ ３所示。

表６ ３　出口单证系统的主要模块功能列表

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文件模块
　登录系统后，在文件菜 单 中 通 过 鼠 标 进 行 选 取、确 认 即 可 进

行关闭窗口、打印设置、重新登录、退出等操作

船期模块

　用户可以对船期表各项的内容进行数据录入、修改、删除、查

询和打印等操作。该模块对船代码、离港时间等数据项进行校

验，并支持多承运人的海运操作模式

单证模块

　用户可以针对 业 务 进 行 各 种 单 证 操 作，包 括 对 委 托 单 的 操

作，浏览订舱数据，进行整箱或拼箱操作，按提单号录入海运费

用，按船名、航次将某票提单退关或转储，将两个船名、航次 间

的提 单 相 互 转 换 重 新 配 载，录 入 某 船 名、航 次 的 中 转 信 息，编

辑、打印和管理电放提单信息，导 入 ＥＤＩ报 文，导 入 订 舱 报 文，

导入装箱报文，处理船图报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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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报表模块

　对各种报表单据进行处理、打印等操作，包括打印场站数据，

对某一航次的预配集装 箱 信 息 进 行 统 计，制 作 开 航 报，制 作 并

打印各种单据，包括提单、托运单、水路运单、装箱单、集装箱清

单、随船舱单、冷藏品清单、危险品清单、货代委托数据清单、中

转集装箱清单，通用报表等

查询模块

　提供各种查询统计的方法，进行组合条件查询，自定义查询。

主要查询功能包括：单船箱号、箱量查询，单船分港箱量统 计，

单船货代、箱量统计，按航线、箱主、航次统计箱量，单船挂靠港

查询，按提单号查询，按箱号查询，按时间段查询箱量，按港 口

查询，按货代查询，特价号执行情况

ＥＤＩ导入／输出

　为减少录入工作量、避 免 录 入 错 误、方 便 各 分 散 系 统 间 交 换

数据，系 统 可 以 采 用 ＥＤＩ实 现 数 据 交 换。涉 及 的 格 式 有：

ＣＯＳＣＯＥＤＩ３．１报文 、交通部报文、ＯＯＣＬ报文、海 关 ＥＤＩ报

文，涉及的单证有：定舱 数 据、装 箱 数 据、船 图 数 据、报 关 数 据、

ＣＯＳＣＯ 约定报文、ＯＯＣＬ约定报文

管理模块

　提供用户管理、组管理、应用管理及组应用管理、权限管理及

基础代码管理，还可进行场站收据格式维护、提单格式维护、通

用格式维护

６．２．４　出口运费系统

出口运费系统是针对出口货物运费结算业务而编制的。系统可以实现与账

务处理系统平滑接口，同时提供了多种操作方法，如菜单命令、导航工具条、快捷

键等。

该系统包括输入船名航次、输入船舶费用、费用审核、发票制作、费用核收、

应收账龄分析、生成财务接口数据、信息查询、发票打印等功能。

出口运费系统的主要模块功能如表６ ４所示。

表６ ４　出口运费系统的主要模块功能列表

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文件模块
　登录系统后，在文件菜 单 中 通 过 鼠 标 进 行 选 取、确 认 即 可 进

行关闭窗口、打印设置、重新登录、退出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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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船期模块

　用户可以对船期表各项的内容进行数据录入、修改、删除、查

询和打印等操作。在船期表中可输入船期的基本信息，包括船

名、航次、航线、预抵时间、抵 港 时 间、离 港 时 间 等，在 此 可 输 入

此航次下的多委托方信息

费用模块

　用户针对业务可以进 行 各 种 费 用 的 录 入、审 核，并 生 成 发 票

及进行发票管理和控制，还 可 进 行 发 票 费 用 核 收、应 收 账 龄 分

析，并根据发票信息生成 财 务 接 口 数 据，而 且 可 以 进 行 手 工 发

票管理

报表模块

　对各种报表单据进行处理、打印等操作，包括海运费结算表，

应收费用明细表，应付费用明细表，费用分类统计表，箱量、货

量及收入统计表，发票清单，应收账龄清单，手续费汇总表，月

度揽货明细表，集装箱部 运 费 明 细 表，国 内 代 理 出 口 运 费 结 算

清单，国内代理出口运费结算汇总清单，内贸线收运费清单

管理模块

　包括权限管理、修改口令、应收账龄初始余额、财务接口方案

定义、财务接口格式定义及基础代码管理等系统管理功能。基

础代码管理包括货名代码、货类代码、承运人代码、客户代 码、

港口代码、运费代码、国家代码、船舶规范、装箱方式等

６．２．５　进口单证系统

进口单证系统软件可完成提货单数据（包括托运信息、货物信息、装箱信息、

运费信息等）的录入、修改，可记 录 催 提、放 提 等 情 况，可 打 印 到 货 通 知 书、提 货

单、提单、舱单等报表，并可按各种条件查询系统信息。该系统设有灵活的报表

格式调整功能，无限级的权限设置。

进口单证系统的主要模块功能如表６ ５所示。

表６ ５　进口单证系统的主要模块功能列表

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文件模块
　登录系统后，在文件菜 单 中 通 过 鼠 标 进 行 选 取、确 认 即 可 进

行关闭窗口、打印设置、重新登录、退出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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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船期模块

　用户可以对船期表各项的内容进行数据录入、修改、删除、查

询和打印等操作。包括 登 记 船 名、航 次、预 抵 时 间、抵 港 时 间、

离港时间、承运人等数据

单证模块

　用户可以针对 业 务 进 行 各 种 单 证 操 作，包 括 对 提 货 单 的 操

作，对装箱情况、到付运费、催提情况、放提情况的操作，对进口

船图电子船图管理，进行校验数据，生成理货船图等操作

报表模块

　对各种报表单据进行处理、打印等操作，包括各种发票、到货

通知书、提单、舱单、进口 货 物 清 单，随 船 舱 单，运 费 舱 单，装 箱

清单，按提单号打印箱号，未放提清单，签单费发票，到付运 费

发票等

查询模块
　提供各种查询统计的方法，进行按提单号查询，按箱号查询，

按货名查询，按唛头查询，签单费查询，到付运费查询等

管理模块

　提供用户管理、组管理、应用管理及组应用管理、权限管理及

基础代码管理，还可进行场站收据格式维护、提单格式维护、通

用格式维护

６．２．６　集装箱管理系统

集装箱管理系统是一个对不同船公司、不同集装箱公司箱体动态进行跟踪

的管理系统。从卸船动态开始，到拆空、转移堆场、重新装箱、装船，最后又到卸

船，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该系统主要是对本地的业务管理进行强化处理，

提供方便快捷的查询和数据丰富的报表；直接制作和打印设备交接单和滞期费；

从进出口单证和堆场报文中直接导入数据，极大地减少用户输入的数据量，同时

提高数据准确性，对不同用户实现权限管理，利于多用户分工操作。

集装箱管理系统的主要模块功能如表６ ６所示。

表６ ６　集装箱管理系统的主要模块功能列表

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文件模块
　登录系统后，在文件菜单中通过鼠标进行选取、确认即可进行关

闭窗口、打印设置、重新登录、退出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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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 功能特点

动态处理模块
　在此菜单项下，可进行 船 名 航 次 登 记、动 态 批 量 输 入、动 态 单 箱

输入、多箱动态修改删除、当前历史动态转换等处理

ＥＩＲ管理模块

　管理 ＥＩＲ（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ｃｅｉｐｔ，设 备 交 接 单）。用 户

可对进口设备交接单，出 口 设 备 交 接 单 进 行 修 改、查 询、打 印 等 操

作

费用模块 　对滞期费计算以及对滞期费查询

查询报表模块
　提供各种查询统计的 方 法，进 行 单 箱 动 态 查 询，综 合 查 询，动 态

逻辑校验，通用查询，月报，周报，盘存报，盘存校验，超期箱报

通信模块 　进口单证数据转入，出口单证数据转入，堆场数据转入

管理模块

　提供用户管理、组管理、应 用 管 理 及 组 应 用 管 理、权 限 管 理 及 基

础代码管理，还可进行场 站 收 据 格 式 维 护、提 单 格 式 维 护、通 用 格

式维护

６．２．７　财务接口

财务接口是针对船舶代理业务系统与账务处理系统平滑接口而编制的。该

接口包含在业务系统的出口运费系统和航次结算系统中。这里，支持多种账务

处理系统（如用友、金蝶等）。财务接口包括接口方案定义、接口格式定义、制作

凭证等功能。
财务接口的模块功能介绍如下。

１．财务接口方案定义

在接口方案定义中，可进行财务接口方案的增加、删除、修改等操作。

２．财务接口格式定义

在接口格式定义中，可选择各种输出文件类型和定义输出文件首行记录的

具体内容、定义文件各字段的类型和长度。

３．制作凭证

在业务系统中，可依据业务数据生成接口凭证数据，并按要求保存在指定的

目录下。接口文件可以是文本文件或数据库表格文件。

６．３　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的业务流程分析

船代公司在整个船代业务进行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与三种当事人往来，即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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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人、船东、收货人。围绕各个不同的当事人，船代公司主要处理进出口代理以

及与进出口代理相关发生的各种业务。船舶代理的业务主要包括：船代进出口

单证制作、箱量管理、船舶配载；管理船代发生的各项业务费用，提供审核、结算、

核销、制作凭证等功能；代理委托方到港船舶各项业务，办理单证；代理委托方到

港船舶港使费结算统计，生成各相关报表和资料；为集装箱箱主管理各港口、码

头、堆场的在场箱资料及其动态，为集装箱经营人提供准确资料，支持集装箱调

度和配箱。

船舶代理业务的整个流程如图６ ２所示。其中每个具体的业务都以船期

为主线，共用基础数据。业务之间其它的方面联系较弱。因此，船舶代理管理信

息系统可以根据其业务的不同，相应设计出不同业务的各个子系统。各子系统

都有自己所要求的输入单据，然后生成自己需要输出的报表，从而完成整个船舶

代理的作业过程。

图６ ２　船舶代理业务的整个流程

在船代业务的处理过程中，涉及到一些专有术语，下面分别给出其解释：

① 委托单：在该系统中是货主（代）委托船代运输货物的书面单据。

② 装箱单：是货物的装箱明细表，在该系统中是描述提单、集装箱、货物对

应关系的单据。

③ 退关：已申报出口的货物经海关查验放行后，因故未能装入出境运输工

具，出口申报人申请办理退运出海关监管区而不再出口的行为。

④ 转船：由于某种原因，在装运港到卸货港的海运过程中，将货物从一船卸

下并再装上另一船的运输方式。

⑤ 中转：货物当前所在的船不能把货物运到目的地，在中间某一港口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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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船上运到目的地。

⑥ 提单：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

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

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

以交付货物的保证。提单在业务联系、费用结算、对外索赔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

用。

⑦ 承运人：接受委托，从事货物运输或者部分运输的人或组织，在本系统中

指船公司。

⑧ 收货人：货物的接受者，有权提取货物的人。

⑨ 托运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或组织。

瑏瑠 催／放提：催提单和放提单。

瑏瑡 到货通知书：通知收货人或被通知人货物已到达的书面单据。

瑏瑢 申报单：船舶要停靠某一港口时，向港口所在地的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的

书面材料，有进出口申请书、货物申报单、船用物品申报单、船只申报单、船舶检

疫申报单、危险品申报单等。

瑏瑣 电放行为：船东在得到托运人指示后，在收回其已签发的提单情况下，用

电话或传真形式指令其在目的港代理人将货物放 给 提 单 中 所 标 的 收 货 人 的 行

为。

６．３．１　出口单证作业流程

在海运的过程中，从办理货物托运手续开始，到货物装船、卸船，直至货物交

付的整个过程，都需要编制各种单证。这些 单 证 是 在 货 方（包 括 托 运 人 和 收 货

人）与船方之间办理货物交接的证明，也是货方、港方、船方等有关方面之间从事

业务工作的凭证，又是划分货方、港方、船方各自责任的必要依据。

出口单证系统是用于处理船舶代理出口单证业务的软件系统，该子系统具

有对船舶代理业务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出口单证业务进行处理的功能。在实务操

作中出口单证业务的作业流程如图６ ３所示。

１．制定船期计划

在制定船期计划的过程中，由计划部门制定船期表，管理委托方船公司需靠

泊的船名、航次，提供给业务部门，业务部门根据船名、航次完成出口定舱配载、

船务管理、港使费结算等业务功能。

２．接受货主委托

根据货主托运信息，制作委托单。所谓委托单是指由货主根据买卖合同和

信用证的有关内容向船公司办理货物运输的书面凭证（在这里是由船舶代理公

司为船公司代理办理的）。经船舶代理公司与货主对该单签认后，根据船期表和

舱位情况决定是否接受，如 果 接 受，录 入 委 托 单，包 括 船 名、航 次、提 单 号、发 货

方、收货方、托运信息、货物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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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３　出口单证业务作业流程

３．确定装箱方式

根据实际的业务操作，装箱方式分为整柜装箱和拼箱装箱两种。整箱装箱

方式是海运业务中的主要装箱方式。所谓整箱方式是指由货主负责装箱，填写

装箱单，并加海关铅封的货物，习惯上整箱货只有一个托运人和一个收货人。也

就是说，一票提单号装有一个或多个集装箱货物。该模块还能根据委托单的预

配箱量进行自动配箱，当箱型为特种箱时，可输入特种箱信息。拼箱装箱方式是

指由集装箱货运站负责装箱，填写装箱单，并加海关铅封的货物，习惯上拼箱货

涉及几个托运人和几个收货人。也就是说，一个集装箱内装入多票提单货物。

根据委托方实际定舱情况（整柜或散货）来确定装箱方式。

４．运费数据录入

提单是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船方接受或者装船，以及

船方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所以，提单具有货物收据、物权凭证和运输合同

证明的功能。因此，在运费数据录入的时候，可根据业务提单号按照实际发生的

费用录入各种费用名称、金额、币种及付款方式等，然后提交商务部门进行费用

审核及结算。

５．其它作业操作

根据委托方实际业务要求，需要处理其它方面的一些业务操作，例如：

（１）转船重配：将出口货物按照提单号更改船名、航次，输入新的船名、航次；

（２）退关：将不能出口的货物按提单号或集装箱号码登记退关作业，办理货

物退关手续。

６．单证打印

该系统支持用户自定义及打印业务单证，主要包括预配清单、提单、托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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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清单、运费舱单、随船舱单、其它业务单证等。

６．３．２　出口运费作业流程

出口运费系统主要是用于以船代为主的代理业务中出口费用的处理。该系

统具有对海运代理业务中可能发生的各种费用情况进行处理的功能。在实务操

作中出口运费业务的作业流程如图６ ４所示。

图６ ４　出口运费作业流程

１．运费数据录入

按照船名、航次录入业务单证所发生的应收及应付海运费、包干费等费用。

可以按照船公司签定合同的设定佣金率及利润分配方案，支持美（国）加（拿大）

线合同操作方式。同时提交给审核人员审核。

２．运费数据审核

根据商务人员录入的应收应付数据进行费用审核，然后将审核后的运费数

据制定费用发票。

３．发票管理

根据运费数据生成相应运费发票，分为手工生成、向导支持两种操作模式。

同时对已生成的发票进行打印、入账、冲销、作废等处理。

４．费用核销

（１）根据发票数据核销各种应收海运费及其它包干费用，分为单笔核销和

批量核销两种操作模式。

（２）核销应付船公司的海运费用，分为单笔核销和批量核销两种操作模式。

６．３．３　航次结算作业流程

航次结算系统主要是用于船舶代理企业对船舶进行船舶往来费用分配、船

舶费用输入、船舶代理费和杂费制作、船舶使费结账及账单打印和相关查询，完

成航次结算的全部业务流程。在实务操作中航次结算业务的作业流程如图６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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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５　航次结算业务的作业流程

１．费用录入

按照船名、航次录入船 舶 靠 泊 所 发 生 的 港 口 费 用，分 为 按 收 费 方 录 入 和 船

名、航次录入两种方式。

２．费用汇总

将各种港口使费按费用编码及收费方汇总，并将汇总后的数据根据船名、航

次生成凭证数据，导入到财务系统中。

３．制作费用账单

① 账单制作：按照船名、航次生成代理费账单、杂费账单、航次账单，并提供

打印等功能。

② 备用金管理：可以按照委托方式预收其港口使费备用金，并生成相应的

挂账凭证。

６．３．４　船务管理作业流程

船务信息管理系统是对船舶的进出口申报、船舶委托方、船舶装卸货、船舶

的各种动态、船舶基础资料及有关船舶的各种数据进行管理的综合信息管理系

统。在实务操作中船务管理业务的作业流程如图６ ６所示。

图６ ６　船务管理业务的作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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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船舶资料管理及委托方管理

① 登记、管理委托方基本信息、资料；

② 登记、管理船舶规范、船舶基本资料；

③ 登记预抵船舶的船名、航次、船舶所载货物信息、船舶委托方。

２．委托确认

对委 托 单 位 的 船 务 委 托 信 息 进 行 确 认，可 采 用 两 种 方 式：按 Ｅｍａｉｌ和 按

Ｆａｘ方式来制作委托确认单。

３．船舶计划调度

登记需靠泊的船舶资料，如船舶基本航次信息、船员资料、备用金额等，并实

时调度其当前船舶状态（预抵、锚地、靠泊、离港）。

４．制作到港申报单

① 根据靠泊船舶资料生成各种申报单据，如进出口申请书、货物申报单、船

员申报单、船用物品申报单、危险品申报单等。

② 向委托方生成并发送通知单，如到港电、靠泊电、船舶通知书等。

５．船舶报表

① 船舶动态表：根据当前船舶状态按照锚地、靠泊等状态生成在港船舶动

态报表。

② 装卸货通知单：根据船名、航次向委托方发送装卸货通知，办理相关手续

及作业。

６．３．５　船代集装箱管理作业流程

船舶代理的业务不但包括对集装箱船舶的管理，而且需要对船舶公司的集

装箱进行管理。这部分业务主要包括集装箱的发放、提运、检验、装载、交接，以

及集装箱空箱调运及其跟踪管理等，以提高集装箱利用率、降低配箱率，从而取

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集装箱管理系统是用于处理集装箱动态管理的软件系统。该系统具有对集

装箱动态管理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业务情况进行处理的功能。系统提供了强大的

查询和统计报表功能，用户可按各种组合条件对所需数据进行处理；系统基于大

型数据库，运行速度快、数据安全性好。在实务操作中集装箱管理业务的作业流

程如图６ ７所示。

１．制定船期

由计划部门制定船期表，管理委托方船公司需靠泊的船名、航次，提供给业

务部门，业务部门根据船名、航次完成出口定舱配载、船务管理、港使费结算等业

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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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７　集装箱管理业务的作业流程

　　２．箱动态管理

集装箱空箱调运的解决办法的首要条件是公司对集装箱的动态有着全面及

时的了解，而随着全球国际集装箱运输快 速 发 展，需 要 集 装 箱 的 数 量 也 越 来 越

多，集装箱的流动范围也更为广阔，集装箱的跟踪管理也面临了更大的挑战。

在集装箱管理系统的操作中，按照船名、航次中的集装箱录入动态信息，可

以分两种操作模式：单箱的不同动态录入和批量箱的同一动态录入。而且该系

统还可以支持集装箱动态的转换，根据箱号检索箱动态信息，进行动态切换。

３．ＥＩＲ单管理

① 登记、处理进出口设备交接单，将集装箱基本信息转入系统中；

② 支持查询、打印各种设备交接单格式。

４．堆场费用管理

目前，各种系统对集装箱进行管理已由初级阶段的动态控制、“跟踪管理”发

展到高级阶段的编目控制、动态业务管理。利用该系统可掌握堆场费用的各种

信息，进行如下操作：

① 按时间段查询统计应收进出口滞期费；

② 按提单号生成进出口滞期费账单，同时对已付费滞期费可以追踪查询；

③ 按照时间段统计出各经营人在场箱的堆存费，并可保存成 Ｅｘｃｅｌ文件格

式，提供给经营人。

６．４　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与应用环境

６．４．１　系统体系结构

该系统采用 Ｃ／Ｓ模式，运行于典型的局域网环境中，后台数据库采用大型

数据库管理系统，能处理更大量的数据，并将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执行速度，同时

支持 ＯＤＢＣ数据库接口。该系统可以与互联网进行连接，为企业适应电子商务

的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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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２　系统应用环境

１．硬件配置

（１）服务器

ＰｅｎｔｉｕｍⅡ以上专用服务器或 ＲＳ６００、ＡＳ／４００、ＳＵＮ 等小型机。

（２）工作站

ＰｅｎｔｉｕｍⅡ３００及以上兼容机，内存６４ＭＢ以上，硬盘２ＧＢ以上。

２．软件配置

（１）服务器

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Ｔ、Ｕｎｉｘ或 Ｌｉｎｕｘ；数 据 库 系 统 采 用 Ｓｙｂａｓｅ、ＤＢ２、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或 Ｏｒａｃｌｅ等。

（２）工作站

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８及以上版本。

３．开发工具

采用ＰｏｗｅｒＢｕｉｌｄｅｒ、ＶＣ、ＶＢ或Ｊａｖａ等。

６．５　船舶代理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评价与分析

６．５．１　系统适用范围

船舶代理管理系统的 适 用 对 象 非 常 清 楚，主 要 就 是 从 事 船 舶 代 理 的 企 业。

在国际贸易日益兴旺的趋势下，海洋运输这个重要环节在贸易过程中的作用也

越来越突出，港口间的船只来往也越来越频繁。当船舶公司的船只在我国的各

个港口停泊时，只能靠船舶业务代理公司来帮助它处理各种事务。因此，对于船

舶代理公司来说，是否能运用管理信息系统将船舶代理各种业务进行计算机操

作管理，替代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是提高工作效率，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６．５．２　系统应用状况

船舶代理管理系统软件应用非常广泛，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大多数从事船

舶代理的公司都在应用此类系统软件进行操作管理。

船舶代理业务是现代航运业的货物供应链上的重要中间环节，在整个供应

链（包括从货主、货代公司、运输公司到船舶公司、码头、堆场、收货人等）各个环

节上，那种传统手工报表的信息交换方式已经被电子数据交换方式（ＥＤＩ）所替

代。为了保证航运物流这条供应链的连续性与完整性，船代公司必须应用管理

信息系统软件在电子数据平台上进行其业务操作管理。因此，船舶代理管理信

息系统必将在远洋运输这一领域中应用得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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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　系统特点分析

在船舶代理管理系统的开发中，需要以强大的技术后盾作为支持，运用国内

外先进的物流管理理念，将ＩＴ 技术应用于航运业管理 模 式 之 中。本 章 所 介 绍

的泛华讯船舶代理管理系统可以满足用户在船代 业 务 处 理 上 的 各 种 复 杂 的 需

求，比较有代表性。

总结船代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应用，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采用Ｃ／Ｓ结构

该系统采用 Ｃ／Ｓ结构，后台使用大型数据库，具有很强的数据吞吐能力，并

可进一步优化和提高系统的执行效率和速度。

２．采用ＥＤＩ国际标准

该系统采用联合国 ＵＮ／ＥＤＩＦＡＣＴ数据标准，满足国际船舶代理业务的需

求，以及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和ＥＤＩ数据交换的需求。

３．程序组件化，可以根据业务情况自由组合

该系统实行组件化设计，可以更好地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各业务部门不

仅数据共享，而且可使更多的业务应用共享。

４．操作更加实用化

管理信息系统的简便实用，已成为业务人员十分关心的问题。即便存在能

满足所有业务需要的软件，但如果操作不方便，也将被淘汰出局。该系统进一步

规范和提高了易操作性，所有界面均可以用键盘灵活操作，使之更符合业务人员

的习惯。

５．更通用的报表输出方式

为适应复杂的海运业务需要，该系统提供了先进的报表格式维护、管理和更

通用的打印例程。同时，为适应当今电子商务的发展，该系统可根据需要将业务

数据生成多种电子文档、采用多种输出方式。

６．提供丰富的综合查询功能

为适应船代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更高需求，该系统提供更多的单项查询和综

合查询功能。

７．提供报文生成器和解包功能

在海运业务中，各种电子报文繁杂，格式各异，该系统对此提供了一个有效

的解决方案。

８．提供多样化的业务服务

该系统支持海运业务中多承运人船舶代理业务，可以对相关单证、运费和报

表做相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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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提供强大的费用计算能力

１０．具有良好的商务与财务的接口功能

１１．具有友好的用户界面

该系统具有人性化的、友好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图形用户界面。

本章小结

本章以泛华讯船舶代理管理系统系列软件为例，详细介绍此类软件的功能

及其在实际业务中的应用状况，使读者对富有行业特点的航运物流管理方案有

一个清晰的认识。船舶代理管理系统一般采用 Ｃ／Ｓ结构，具有ＥＤＩ数据交换接

口，程序可以根据业务情况自由 组 合，支 持 多 种 单 证、报 表 的 输 出，查 询 功 能 丰

富，具有良好的财务接口，力求使用户操作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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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应用于服装行业的物流管理系统概述

服装的销售具有很强的时间性，缩短服装产品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已经

成为企业快速抢占市场的共识和关键。服装企业要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就必须充

分利用信息技术缩短物流时间，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物流的动态走向，订单的补货

追加数量、资金的应收付账款、款式的畅销排行分析成为企业提高营业额的有力

武器。派特科技（上海）公司专为服装行业定制开发的物流管理系统充分考虑到

这些需求，同时还提供了进一步专案开发的接口。该物流管理系统针对中小型

服装企业的特点，突出了进、销、存业务管理的特色。

７．２　派特服装物流管理系统的功能结构

从系统逻辑功能模块角度进行划分，整个系统可以分为采购、库存、生产控

制、销售业务管理、全面会计核算、财务管理 一 体 化（提 供 与 现 行 财 务 软 件 的 接

口）六个部分，提供事前审计、集中控制、事后分析手段，控制经营风险功能。各

模块既相互独立，分别具有完善和细致的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全面深入的

管理需要，又能融会贯通，有机结合为一体化应用，满足用户经营管理决策整体

需要。派特服装物流管理系统功能结构如图７ １所示。

７．２．１　基础资料配置和系统维护模块

此模块主要完成系统的上线准备及数据维护工作。

１．编码系统

在企业实施物流或其它业务的信息化过程中，确定物品信息唯一的录入系

统是整个实施过程数据统一化的保证。这个过程由编码子系统来完成。

编码分为单级编码和多级编码。多级编码规则实质上就是将企业所有符合

多级编码的产品信息进行分段枚举。商品编码是通过在编码规则中的不同段内

选择枚举组合来实现的。

单级编码的实现相对容易，只是对某一属性进行定义。这一类属性符合如

下特征：可以使用列表形式表达所有的属性值。

２．基础资料设置

这里包括权限设置、参数设置和创建新的账套等功能。

（１）权限设置

对系统中各个模块的功能操作和相应的报表操作进行编码管理，实现权限

设置，支持组模式定义，即可以将相同的功能分配给一组成员，从而该组成员均

获得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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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１　派特服装物流管理系统功能结构

（２）参数设置

根据用户企业的实际情况，对其账套及系统运行的若干参数进行定义。例

如，打印时出现在报表上的表头格式、公司名称及出库规则等。

（３）创建新账套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多套财务账套。

３．系统期初设置

负责库存以及账务的初始化。

４．系统维护

负责账套的备份、恢复及系统操作日志的管理。

７．２．２　采购管理子系统

１．采购计划

该模块辅助企业的管理人员根据市场预测、库存信息等综合考虑分析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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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宏观计划。这里，计划分为个人采购计划、部门采购计划及公司采购计划，其

中包括采购计划流水号、部门、计划人、审核人、经办人、购入商品列表、计划状态

等信息。

由采购计划自动／手动生成采购订单或合同，并同时更新采购计划的状态。

２．采购订单／合同

该模块辅助管理人员完成采购合同。其内容包括采购订单流水号、部门、制

单人、审核人、经办人、购入商品列表、合同执行进度等信息。

可自动生成采购交货批次队列信息，并产生应付款队列信息，同时可根据退

货单进行采购退款。

３．采购交货批次

该模块对执行的采购合同可以按不同时间、地点、数量分批次交货，即根据

录入的合同号将合同中所列举的货物分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数量发送。

可自动更改合同的执行进度信息，生成采购到货单队列信息。

４．采购到货单

该模块负责到货的确认，并根据合同号、批次号生成到货单。根据批次号生

成到货单的初始数据、到货单状态（不可编辑）、是否支持免检（不可编辑），并同

时录入实际数据（免检时此录入过程省略）。

可自动更新采购交货批次的进度信息，生成采购质检单队列信息或入库申

请队列信息（供应商货物免检情况下）。

５．采购质检单

该模块辅助管理人员完成采购到货的质检工作，剔除不合格货物，支持免检

处理（可与供应商关联）。根据到货单号记录到货差异以及不合格信息。自动更

改到货单状态；同时生成退货单队列信息（和分仓数据有关），免检时直接生成入

库申请单队列信息。

６．采购退货单

该模块负责对不合格产品进行退货的处理。根据质检单记录退货信息，更

新质检单状态，生成入库单队列信息，并同时生成应 收（或 更 改 应 付）款 队 列 信

息。

７．２．３　库存管理子系统

１．入库管理

实现对入库单的管理，系统总部对所属仓库可以进行入库处理，并支持远程

仓库自身对入库料单进行处理。

根据不同的入库方式进行相应的入库操作，包括采购入库、成品入库、调拨

入库、销售退货入库、加盟代理退货入库（根据加盟 代 理 退 货 申 请 单）和 其 它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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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产生相应的入库单，若没有执行付款动作时生成应付款队列信息（调拨入库

例外）。调拨入库时需根据调拨入库申请单结束在途信息。

２．出库管理

该模块负责公司货物、成品的出库管理。

根据不同的出库方式进行相应的出库操作。例如，根据销售发货批次单或

直接配货单、销售开票的收款单或发票单所进行的销售出库；根据调拨出库申请

单，开始在途信息所进行的调拨出库；以及采购退货出库，加盟代理销售出库和

其它方式。

产生相应的出库单，若没有执行收款动作时产生应收款（调拨出库例外）。

３．配送管理

该模块负责集团（公司总部、分部间）货物、成品的交换，需要记录在途信息。

完成公司总部与分公司仓库以及分公司之间的货物、成品转送。产生主动

出库单、被动入库单以及在途信息，直至被动入库单被确认入库。

４．盘点管理

该模块负责对公司现有库存进行盘点核算并记录差异。列入账务管理的成

本核算队列，记录盈亏。

５．报废报残管理

该模块负责对公司现有的货物进行报废报残管理，并列入账务管理的成本

核算队列，同时记录盈亏。

６．成品价格调整

该模块负责完成公司商品标准零售价格的调整。

７．２．４　销售管理子系统

１．销售报价

该模块负责定义企业的报价规则，支持公司级（即公司对所有客户报价）和

客户级报价及有效期的定义。向客户生成所需要的商品报价单，并支持数量区

间报价，即根据需求数量的不同而进行价格浮动。

２．促销规则

该模块针对库存的某一类商品建立一个有时间效应的促销价格。在以后的

报价行为中，在符合有效的时间段内生成促销价格表单。

３．退货规则

该模块生成针对某一 客 户 的 某 一 类 商 品 的 退 货 规 则，包 括 退 货 期 限、退 货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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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销售计划管理

该模块负责按公司、部门、员工生成不同级别的销售计划表。可以根据开始

时间、结束时间来确定某一类商品的销售形式，也可以被引用生成销售订单，并

更新销售计划状态。

５．销售订单

该模块完成批发型销售订单的生成和编辑。可以生成针对某一客户的销售

签单，或根据销售订单生成直接配货单或发货批次单；生成的销售订单可以加入

到销售收款队列中或销售发票队列中。

６．发货批次

根据销售订单完成发货批次的处理，同时消除其被引用生成的配货或发货

的队列信息，更新订单进度信息。

７．直接配货

根据销售订单直接配货，同时消除其被引用生成的配货或发货的队列信息，

更新订单进度信息。

８．销售开票

辅助管理人员完成零售业务。完成唯一的一种先付款后提货的交易模式，

产生被引用的销售收款队列信息。

９．销售退货

根据某一销售合同参照退货规则处理退货，产生销售退货入库申请单。

７．２．５　财务子系统

１．收付款管理

（１）采购付款

通过几种采购付款的模式完成对某一采购合同的付款，包括预付款、采购付

款（可以引用相应的采购入库单或采购合同）。

（２）采购退货收款

根据退货单、退货出库单等几种形式完成退货收款。若采购付款采用采购

订单式付款，根据退货单也可以退货，否则退货单不起作用。

（３）销售收款

根据批发收款、零售收款、直接收款、加盟代理收款、预收款或其它方式，完

成销售收款方面的管理。可以被引用生成销售发票。

（４）销售退货付款

根据销售退货入库单完成销售方面退货的还款工作。

２．发票管理

（１）采购发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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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采购应付款的发票收取记录。主要根据采购合同或采购付款单收取发

票，必须保证同一合同只收取一份发票。

（２）销售发票管理

记录销售应收款的发票记录。主要根据销售合同或销售收款单送出发票，

必须保证同一合同只送出一份发票。

３ 催款管理

根据销售应收款，查询客户的欠款状况，对于超过一定账龄的客户，打印出

催款通知进行催缴。

４ 核销管理

（１）完成采购付款的核销

根据供应商的采购签单（查询实际入库量）与付款情况进行核销。

（２）完成采购退货收款核销

针对某一供应商根据采购退货出库单或退货单（必须是根据采购合同付款

形式）与采购退货收款进行核销。

（３）完成与客户的销售收款核销

针对某一客户，根据销售收款单与销售出库单进行核销。

（４）完成销售退货的还款核销

根据销售退货付款与实际销售退货入库单进行核销。

５ 成本核算

对库存的货物进行成本核算，主要发生在仓库盘点之后。

６ 固定资产管理

对企业固定资产信息进行统一管理和维护。

７．２．６　外挂系统接口

这里主要负责与挂接的远程零售系统和数据采集系统及集团配送系统的通

信和数据交换。

１．远程零售管理系统

该接口系统定义了ＰＯＳ机服务器、远程零售管理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名称及

数据库名称，可以从指定的远程数据库上载选定的数据条目（商品资料、收款台、

收银员、导购员、结算方式、促销信息、柜台编号等），并按照 ＰＯＳ机编号进行浏

览以掌握零售信息；也可以将必要的数据如 ＶＩＰ列表、商品价格列表、折扣信息

等下载到指定的ＰＯＳ机终端。操作的方式可以选择全部下载及全部上载。

２．远程库房管理接口

该模块提供公司所有远程仓库的管理接口。目前所支持的操作为库房客户

端管理系统基础资料的更新，包括仓库的基本信息、基础编码信息、人事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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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商品相关信息、客户相关信息、系统相关信息、仓库单据信息、仓库报表信息、

期初库存信息等。

用户可以从上述数据项目中选择需要更新的项目，并在列表中定义总部数

据库名称、远程仓库服务器名称、数据库名称、仓库编码等必要信息后开始更新

操作。系统从总部数据库中将用户所选择数据项目的最新数据更新到远程仓库

数据库中，并可以察看更新结果。

３．远程库房业务数据接口

该模块提供了总部掌握远程仓库业务状况的接口。用户可以在两种模式之

间选择：从总部到远程仓库和从远程仓库到总部。在总部到远程仓库模式中，支

持下传发货单、远程调拨单、收款单、退货单、换货单等数据项目；在远程仓库到

总部操作模式中，支持上传出入库单据，以及上传内部业务数据。

用户选择关心的数据项目后，定义指定的远程仓库数据库服务器名称、数据

库名称、总部数据库名称及总部服务器名称，然后进行上传或下载操作。该模块

支持的另一个操作为结算操作，可以对用户所选择的发货单、远程调拨单、收款

单、退货单或仓库内部业务数据进行结算并产生报表和进行打印。

７．２．７　仓库管理客户端

在该系统中，仓库的管理模式为，总部集中控制基础数据，各个仓库安装单

独的客户端系统进行业务处理，定期从总部数据库下载新的基础信息实现更新，

或上传业务数据和相关单据到总部进行 汇 总。网 络 通 信 模 式 为 远 程 拨 号 形 式

（按照用户名和所属仓库），但不独立生成独立的数据库系统。该客户端处理子

系统包含以下几个模块。

１．采购到货管理

（１）采购到货单管理

该模块负责处理到货的确认，并根据合同号与批次号生成到货单。根据批

次号生成到货单的初始数据、到货单状态、是否免检，并同时录入实际数据。自

动更新采购交货批次的进度信息；并生成采购质检单队列信息；在供应商货物免

检情况下生成入库申请单队列信息。

（２）采购质检单管理

该模块负责辅助管理人员完成采购到货的质检工作，根据到货单号记录到

货差异以及不合格信息，自动更改到货单状态；同时生成退货单队列信息（和分

仓数据有关）。该系统支持免检处理（可与供应商相关联），免检时则自动生成入

库申请队列信息。

（３）采购退货单管理

该模块负责对不合格的产品进行退货处理，根据质检单记录退货信息。可更

新质检单状态，生成入库队列信息，并同时生成应收（或更改应付）款队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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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仓库管理

（１）入库管理

该模块负责公司货物及成品的入库处理。根据不同的入库方式进行入库处

理，生成相应的入库单，产生应付款队列信息。入库方式包括采购入库、成品入

库、调拨入库、销售退货入库、加盟代理退货入库及其它方式。

（２）出库管理

该模块负责进行公司货物及成品的出库处理。根据不同的出库方式进行出

库处理，生成相应的出库单，产生应收款队列信息。出库方式包括销售出库、调

拨出库、采购退货出库、加盟代理销售出库及其它方式。

（３）盘点管理

该模块负责公司现有库存的盘点核算，记录差异。列入账务管理的成本核

算队列，记录盈亏。

（４）报废报残管理

该模块负责对公司现有的货物进行报废报残处理。列入账务管理的成本核

算队列，记录盈亏。

７．３　派特服装物流管理系统的业务流程分析

派特服装物流管理系统的业务流程体系如图７ ２所示。

７．３．１　采购业务流程

采购部门是整个物流管理链中的起点环节，同时它属于被动响应系统。

１．采购业务的基础

采购活动的基础是有效的供应商信息管理，特别是在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市

场竞争趋向于供应链竞争的背景下。供应商的管理包括供应商编码的建立及供

应商基本信息、商品信息等。

２．制订采购计划

采购计划是采购活动的起点，这一活动是从图７ ３所示的“响应信息”开始

的。响应信息包括以下几类：销售计划、销售订单、库存信息、理论预测模型。

根据所属部门的不同，采购需求的确定方式有所区别。针对销售部门的采

购计划，是根据当期销售计划、收到的订货量并参照库存水平来确定的；其它部

门的采购计划是根据所采购物品的预测需求量来统一制定的。

３．确定采购订单

制订采购计划并得到相关主管审核通过后，即开始下采购订单。在该系统

中，可以从供应商列表中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及其产品从而生成采购订单。采购

订单一经生成并通过审批则不能修改，只能查询和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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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　派特物流管理系统流程体系

４．执行采购计划

采购合同确定后，开始执行采购计划即进入采购合同的执行阶段。采购合

同往往不是一次执行完毕，而是分批分期交货的，因此在该系统中通过“采购批

次管理”来实现。可以对执行的采购合同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数量定义批次

并指定相应的接收分仓，进而随着每批货物的到货，自动更改合同的执行进度，

并生成采购到货单。

５．采购到货处理

到货的业务状态有三种：到货到单、到货不到单、到单不到货。对于这三种

状态，该系统使用到货状态进行区别。根据到货的批次号码，该系统自动生成到

货单初始数据、到货单状态以及是否免检的信息。

对于免检商品，可以直接进行入库处理。

对于非免检的商品，首先根据质量标准进行质检处理，如果质检合格，则生

成入库申请单等待入库处理；如果质检不合格则生成退货单，进行退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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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系统业务流程如图７ ３所示。

图７ ３　采购业务流程

７．３．２　销售业务流程

销售管理既是 整 个 物 流 系 统 的 终 结 点，又 是 整 个 企 业 流 程 的 发 起 点。图

７ ４表达了企业销售流程的关键环节。其中，在销售订单和合同执行中，应该考

虑到集团内部的物资调拨行为（在当前版本中仅支持对成品的调拨管理）。

图７ ４　销售业务流程

１．制定客户档案

严格说来，该步骤并非特定销售业务流程中的必须环节，但同时又是保证销

售业务顺利完成和业绩提高的重要基础性活动。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对于客

户资源的管理正日益引起越来越多的企业的重视。在派特物流系统中，充分考

虑到不同类型服装行业公司客户群体的特点，不仅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客户管理

架构，同时还支持用户自定义客户类型、客户产品类别编码，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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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获得销售订单及其处理

销售业务从接到客户订单开始。首先生成针对某一客户的销售签单。该签

单可以被引用生成直接配货单或发货批次单，进而加入到销售收款队列中。同

时将该订单加入到销售发票队列中。

３．配货处理

该系统支持对多种销售模式的配货处理，包括批发、零售（远程）、加盟代理、

直营店销售等。

当订单得到审批后按照不同的销售模式进行配货处理。对于批发模式，如

果该订单需要分批完成，则需要 制 定 发 货 批 次，否 则 直 接 配 货。对 于 远 程 零 售

店，该系统主要是实现零售业务结算数据的交换，并不直接监控其配货过程。对

于加盟代理情况，类似于批发管理，也需要制定发货批次或直接配货处理。

４．发货处理

完成配货后即下达发货通知，由指定仓库进行出库处理，进入仓库出库业务

流程。在上述的三种销售模式下，加盟店或者代理销售商在完成配货后需要反

馈销售回执。

５．退货处理

已发出的货物如果存在质量问题，就可能导致退货。此时需要修改账务，登

记应付款，同时仓库开始退货入库流程。加盟代理销售部门则需要开列退货回

执。

６．账务处理

这里指正常销售情况下的催款、收款、开列发票、销售收款单核销，以及出现

退货情况时的退货付款、退货付款单核销等处理，具体包括“收付款管理”、“发票

管理”、“催款管理”及“核销管理”。

７．３．３　仓库管理业务流程

仓库管理业务是物流系统运作的核心，也是连接其它许多企业行为如销售、

采购、财务活动的枢纽。除了典型的仓库管理模式，物流业务中还包括远程仓库

调拨处理，为多仓库设置提供了条件。此外，该系统还包括在虚拟销售网络概念

下的仓库处理，在这种模式下，完成销售行为，而实际仓库存量不变，这种模式的

意义在于建立试销网络和模拟销售行为。

仓库管理的主要业务流程如图７ ５所示。

１．入库处理

仓库管理业务的起点是入库流程，入库处理可能由多个其它业务活动引发，

如采购入库、调拨入库、赠品入库、销售退货入库等。不管以何种方式入库，都需

要先生成入库单，然后该系统将生成应付款队列信息，并转入相应财务流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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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５　仓库管理业务流程

处理。

２．远程调拨处理

远程调拨主要是为了满足直营店销售过程中的特殊需要。此时调入方进行

入库处理，调出方进行出库处理。在该系统中，用户需要分别指定入库、出库方

式为调拨入库或调拨出库。

３．出库处理

在采购退货、销售发货、报损出库、调拨出库时发生的出库业务首先需要制

定并录入出库单，同时对于调拨出库，还会产生在途信息，然后转入相应财务流

程进行应收款处理。

４．报废报残处理

按照产品管理的有关规定，不符合质量要求或超出使用寿命无法使用的产

品或设备，将进行报废报残处理。在操作中输入报废报残产品所在部门、仓库、

是否废弃、是否更名及该物品编号、残值等信息，经过“审核”完成该物品报废报

残处理，同时更新账务系统中的成本信息。

５．盘点处理

仓库管理部门、财务部门在一定时间间隔均需要对仓库现有物品进行盘点

处理，以掌握差异状况。盈亏记录将反映到账务系统中的成本核算信息中。在

该系统目前版本中，仅支持循环盘点方式。盘点前，用户需要首先定义输入字段

（如名称、编码、账面数量等）和输出字段（如名称、编码、实盘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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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派特服装物流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与应用环境

７．４．１　系统体系结构

该系统仓储管理部分及销售管理部分分别由总部仓储管理系统和远程仓库

管理终端、总部销售管理系统和远程 ＰＯＳ系统所组成，因此是一个典型的异构

分布式系统。除了总部维护系统、仓库管理系统、零售ＰＯＳ系统、分公司维护系

统外，还包括分布式的报表系统。各级用户分别具有不同的权限定义和使用范

围。整个系统的网络拓扑结构如图７ ６所示。

图７ ６　系统网络拓扑图

７．４．２　系统应用环境

系统应用环境：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

开发工具：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采用 ＣＯＭ＋技术开发中间件，ＶＢ（．ＮＥＴ）开发

客户端。

数据库平台：ＭＳ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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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派特服装物流管理系统的应用评价与分析

７．５．１　系统适用范围

该系统的设计面向服装行业的企业，特别是规模在５０～２００人的中小规模

企业。该系统的功能以进、销、存业务支持为主，适用于具有多代理、多仓库管理

模式的销售、配送、储运、财务信息管理，不仅满足内销服饰企业的特性要求，还

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性专案开发。

７．５．２　系统应用状况

由于该系统最初设计上充分考虑了服装制造这一专业领域的特点，同时在

系统的使用方式上尽量保持简单和易用，因此自从第一版推出后就一直受到中

小型服装企业的欢迎，目前已经拥有了江浙及国内其它地区几百家客户。随着

应用经验的积累和对用户使用反馈信息的总结，该公司已经着手进行Ｊ２ＥＥ平

台上的新版软件开发，新版本将增加对跨平台和国际化特性的支持。

７．５．３　系统特点分析

该系统设计采用ＣＯＭ＋中间件技术，可扩充性能好。当系统功能需要升级

时，无需大的改动，仍能够保证新旧模块平滑过渡，最大限度地保证客户的利益

不受损失。

用户可自行定义其各级编码规则及相应编码信息，还可以自行定义远程仓

储业务数据更新项目和格式，有很高的灵活性。

界面友好、简单易用。各种支持性的操作接口统一，查询方式灵活多样，方

便快捷。

报表管理采用多种方案，分级管理，且用户可以自行设计适合自己需要的报

表样式。

本章小结

服装的销售具有很强的时间性，缩短服装产品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已经

成为企业快速抢占市场的共识和关键。派特物流管理系统针对中小型服装企业

的特点，突出了进、销、存业务。适用于具有多代理、多仓库管理模式的销售、配

送、储运、财务信息管理，不仅满足内销服饰企业的特性要求，还可在此基础上进

行扩充性专案开发。

·５７１·第７章　应用于服装行业的物流管理系统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规范》

（ＧＢ／Ｔ１８７６８ ２００２


）

１　范围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３　术语和定义

４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参考信息流程

５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基础

６　业务单据基础信息

７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基本功能要求

８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质量要求

９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运行要求

１０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外部接口

１１　用户文档

 本书作者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委托，主持制定了本项国家标准。



　　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企业生产、管理的重要辅助手段。本标准是在广泛调查

研究我国仓储管理工作内容、流程以及国内外仓储软件的基础上，参考了我国已

经颁布的相应产品分类、物流术语、计算机安全保护条例、商场管理信息系统等

相关标准、法规、条例的内容制定的。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可适应并满足我国仓

储物流行业与国际接轨、进行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的需要。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有关术语、信息流程、采集的基础信息、

基本功能、质量要求、运行环境和接口。

本标准适用于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开发、测试和验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

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 究 是 否 可 使 用 这 些 文 件 的 最 新 版

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１７１４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ＧＢ／Ｔ１７５４４—１９９８信息技术 软件包 质量要求和测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仓储活动定义

３．１．１　进库（ｉｎ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货物到达仓储区，经过接运、验收、拣选、分拣、包装或者再加工，码放至相应

的储位，并完成交割手续的过程。

３．１．２　出库（ｅｘ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货物离开储位，经过拣选、备货、分拣、复核、包装或者再加工，装载至运载工

具上，同时办理完交割手续的过程。

３．１．３　接运（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指导完成货物从运载工具卸载至理货区的收货过程和从理货区装载至运载

工具的发货过程。

３．１．４　理货（ｔａｌｌｙ）
在货物进出库过程中，对货物进行检验、备货、整理、码放和保管。

注：有时为了减少二次搬倒货物，经常接运和理货一次性完成。

３．１．５　动态拣选（ｗａｖｅｐｉｃｋｉｎｇ）
按照待分拣货物数量、分拣工作量确定分拣次序，从而使在验收或者出库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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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等待时间最短的拣选方法。

３．１．６　流通加工（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按照发货单或者订单需要将货物加工成所需的形状、大小等作业过程。

３．１．７　盘点（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进行实际货物状况与账薄上记载货物码放、数量、品质以及在库状态核对的

作业过程。

３．１．７．１动态盘点（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在每次码放或取货的过程中对与之有关的储位进行核对货物数量的过程。

３．１．７．２　定期盘点（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按照固定的周期（星期、月）核对货物数量的过程。

３．１．７．３　循环盘点（ｃｉｒｃｌｅ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根据一定的盘点原则由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自动抽取一部分货物，由仓库工

作人员进行盘点。

注：循环盘点应保证在一个周期内所有种类的物料或储位都能盘点到。

３．１．８　货物保管（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在仓储活动中，根据货物属性、货物存储对环境的要求等，对货物进行不定

期检查、保养，对环境因素进行调整，确保货物品质和数量的过程。

３．２　仓储活动区域

３．２．１　仓储区（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ａｒｅａ）
存放货物的区域。按照区域的功能、物理形状不同分为料棚、库房、货场。

按照存储货物的不同类型也可分为正品区、残次品或退货区等。

３．２．２　理货区（ｔａｌｌｙａｒｅａ）
开展、完成理货工作的区域，主要包括货物检验、备货、分拣、拣选，货物在理

货区停留的时间一般比较短，理货区不一定是固定的场所。

３．２．３　加工区（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ｒｅａ）
开展、完成加工、组装、包装等工作的区域。

３．２．４　储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ｒｙｐｌａｃｅ）
仓储管理中，货物码放的最小存储空间单位。

３．３　仓储活动单据

３．３．１　收货单（ｃｏｎｓｉｇｎｅｅｌｉｓｔ）
记载抵达理货区的待验收进库货物信息的单据。

３．３．２　发货单（ｃｏｎ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ｌｉｓｔ）
根据存货人仓单、仓单分割单或其他提货凭证产生的，记载提货人拟取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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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取的货物名称、种类、数量等详细信息的单据。

３．３．３　验收通知单（ｃｈｅｃｋ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根据存货人要求或合同约定的验收标准，向理货员或质检员下达的清点货

物数量、质量、检查外观品质的作 业 通 知 单。指 导 相 关 业 务 岗 位 对 货 物 进 行 验

收、分拣、加工、包装和码放。

３．３．４　码单（ｓｔｏｒａｇｅｂｏｏｋ）
描述货物信息以及货物在储位上码放的详细情况，并动态反应货物进、出、

存情况信息的单据。

３．３．５　仓单（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ｒｅｃｅｉｐｔｓ）
保管人（仓库）在与存货人签订仓储保管合同的基础上，对存货人所交付的

仓储物进行验收之后出具的物权凭证。

注１：与现在普遍使用的入库单和出库单不同，仓单既是存货证明，又能作

为直接提取存货的业务单证。

注２：仓单具有以下重要作用：货物在库的证明；可转让给另一方当事人，作

为货物所有权转让的证明。

３．３．６　仓单分割单（ｄｉｖｉｄｅ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ｖｏｉｃｅ）
由存货人开具的，分批提取其所对应仓单中仓储物的凭证。

注：仓单分割单所开列的提取数量不得超出该仓单中的实际结存数量；仓单

分割单不应直接转让或用作抵押。

３．３．７　移仓单（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ｉｓｔ）
在货物所有权不发生变化、货物不经过办理进出库手续，记录货物直接从一

个储位移到另一个储位信息、操作人员及印签信息的单据。

３．３．８　出门证（ｐａｓｓｐｏｒｔ）
记录运载工具上货物信息、提货人员有关信息、运载工具相应信息以及准放

行人签名信息的单据，是货物运出仓储区的凭证。

３．３．９　提货凭证（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ｒｄｅｒ）
记载提货人拟从仓库提取货物数量、品质，存货人或保管人（仓库）印章、签

名等信息的单据。

注１：提货凭证是向仓库提取货物的凭据。

注２：提货凭证可以是仓单或者提单。

３．３．１０　费用结算单 （ｂａｌａｎｃｅ）
仓储活动中，依据合同对货物存储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进行计算确认的

凭证，应记载发生费用项目、金额和收费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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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仓储活动涉及的角色

３．４．１　存货人（ｃｏｎｓｉｇｎｅｒ）
仓储活动中，根据合同约定，将货物存储入仓库、办理相关手续的有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

３．４．２　提货人（ｄｅｌｉｖｅｒ）
仓储活动中，根据与存货人的合同约定，出具存货人的有效单据，办理相关

手续，从仓库提取货物的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

３．４．３　生产调度（员）（ｔａｓｋ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ｒ）
仓储活动中，汇总当天作业情况，包括作业班组的工作空闲、设备工作空闲、

进库出库作业状态等，对仓容、机械设备、人员进行安排的岗位。

３．４．４　接运（员）（ｓｔｅｖｅｄｏｒｅ）
货物到仓储区后，完成对货物装载工具封装情况等进行检验、卸货、收货、发

货、代运和货物中转工作的岗位。

３．４．５　理货（员）（ｔａｌｌｙｃｌｅｒｋ）
仓储活动中，完成货物检验和复核，进行仓储区、储位安排、码放、备货，并负

责货物在库保管维护工作的岗位。

３．４．６　业务受理（员）（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ｒ）
仓储活动中，受理客户的收、发货请求，对由仓库出据的有关业务单据进行

验证、复核，负责打印有关单据的岗位。

３．４．７　合同管理（员）（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ｒ）
仓储活动中，负责有关仓储合同、客户档案管理的岗位。

３．４．８　结算（员）（ｃｈａｒｇｅｍａｎ）
仓储活动中，负责收费计算、收费、收费单据打印，并详细记录收费明细的岗

位。

３．４．９　货运代理（员）（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ｔ）
仓储活动中，根据客户要求，负责处理货物从仓库运往目的地时运输工具的

组织、运输时间安排等事务的岗位。

３．５　其他

３．５．１　过户（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货物在仓库内所有权发生转移并经由仓库记录确认的过程。

３．５．２　数码仓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以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开展仓储活动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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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３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与数码仓库相结合的，辅助数码仓库管理的管理信息系统的总称。

４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参考信息流程

仓库最常用的业务流程有进库、出库和货物在库管理（如盘点、移垛等）。考

虑到货物在库管理涉及的业务岗位少，这里只给出最一般的出进库参考信息流

程。对于其他非主流仓储业务类型，如中转、代运、租赁和抵押的信息流程这里

也不做明确规定，由具体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灵活处理。

４．１　进库过程信息流程

４．１．１　货物到达理货区，先由接运员根据客户有关单据，在收货单上录入

的应收货物数量、计量单位等信息。

４．１．２　对于已到达或将要到达的货物，业务受理员操作数码仓库应用系统

自动按照合同约定或电子数据交换（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ＥＤＩ）、可扩展

标记性语言（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Ｍａｒｋｕ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ＸＭＬ）文件或是存货人书面通知要

求产生验收通知单。

４．１．３　理货员根据验收通知单的验收要求，对相应货物进行验收、码放，并

把验收结果和码单信息输入数码仓库应用系统。

４．１．４　业务受理员对码单上的验收结果进行复核确认后，数码仓库应用系

统产生通知收费结算的信息，并把信息流转给费用结算员。

４．１．５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根据有关合同计算进库费、收费员收费、打印收

费单据、保存收费清单。

４．１．６　由业务受理员确认审核收费情况，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产生并打印仓

单或验收结果单据、存档，同时出具给存货人。

４．２　出库过程信息流程

４．２．１　由提货人以 ＥＤＩ、ＸＭＬ或者书面形式把提货凭证如提货单或者仓

单，提交到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经过认证确认，由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根据提货申

请、合同约定和存货人货物在库中保管的码单等信息，自动生成发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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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由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按照合同约定计算出库费、仓储费、装卸费等，

收费员结算收费以后，由系统驱动打印费用结算单据，并存档。

４．２．３　由理货员按照发货单要求备货、发货，并记录发货情况，由数码仓库

应用系统产生、打印发货清单，同时打印出门证，也可把发货清单的某一联用做

出门证。

４．２．４　由业务受理员以 ＸＭＬ／ＥＤＩ、打印单据的书面形式或仓储合同约定

的其他形式，将发货单清单通知给存货人。

４．２．５　实际业务中间，对于石油化工等产品，在未经理货员备货之前，无法

精确确定数量、品质或质量的货物。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支持把发货信息传递

至理货员，由理货员备货，录入实发货物情况，然后再根据实际发货数量／质量、

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进行结算，接着完成记录归档，最后，经由业务受理员通过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以 ＸＭＬ／ＥＤＩ、打印单据的书面形式或仓储合同约定的其他

形式，把发货清单通知给存货人。

５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基础

５．１　编码

５．１．１　保管人（仓库）编码

应使用国家指定的组织机构编码单位分配的代码，或 按 ＧＢ１１７１４的 规 定

确定保管人（仓库）的代码。

５．１．２　仓储区域编码

对于仓储区域，按照区、排、位和层、行、列进行编码。推荐使用１０位数字代

码，编码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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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储区域类型分为：库房、货场、料棚。

５．１．３　货物编码

对于货物的编码，参照已有产品分类标准中的代码，同时编码中还要反映厂

家代码、批号、规格、进库日期、保质期等信息。

５．１．４　设备编码

对于仓储业务中应用设备的编码，参照已有产品分类标准中的代码，同时编

码中还要反映设备型号、出厂日期、使用区域等信息。

５．２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信息采集基础数据项

为了促使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之间以及与其他系统数据交换更流畅，实现仓

库群管理，促进仓储业开放式信息平台功能，并使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具有良好的

可扩展性，特规定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采集的信息。这与实际设计的数据库没

有直接关系。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中对于不 同 保 管 人（仓 库）的 仓 储 区、储 位、设

备、人员、客户、货物、合同应采用某种方式进行区分，例如采用保管人（仓库）代

码进行区分。

５．２．１　保管人（仓库）的基础信息

保管人（仓库）是指开展仓储业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采集并存储保管人（仓库）工商注册信息、印签信息、联

系信息及企业从业人员状况、仓储区域情况、铁路专用线情况等信息。

工商注册信息应包括：名称、保管人（仓库）代码、上级主管部门、经济性质、

注册资金、注册地址、营业地址、法人代表、经营方式、经营范围、营业执照号、全

国统一标识代码、国税号、地税号、开户行、银行账号

印签信息主要是存储企业印章图形信息。

联系信息应包括：联系人名、联系人身份证号、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子邮

件地址。

企业从业人员状况包括：员工总人数，以方便统计、计算某些经营性指标。

仓储区情况包括：仓储区占地面积、使用面积、库房面积、货场面积、料棚面

积。

铁路专线情况包括：铁路到站、专用线名称、专用线长度、站台（库）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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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２　仓储区的基础信息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收集并存储仓储区的详细信息。包括仓储区代码、仓

储区名称、建筑类型、仓 储 区 类 型、仓 储 区 面 积、仓 储 区 高 度、地 面 负 荷、仓 储 区

数、储位个数和仓储区状态。

仓储区状态应标明仓储区是否可以使用。当仓储区在已满、装修和检修的

时候，仓储区状态应该能标明仓储区当前不可使用。

仓储区类型用于标明仓储区是库房、货场还是料棚。

５．２．３　储位的基础信息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收集并存储储位基本信息，包括储位代码、储位名称、

储位类型、储位面积、储位高度、储位长度、储位宽度、地面负荷、储位数、储位状

态。

储位类型用于标明储位是平面、立体或者其他特殊形状。

５．２．４　设备的基础信息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收集并存储生产设备信息，包括设备代码、设备型号、

生产厂家、出厂编号、起重／运输吨位、出厂日期、购买日期、启用日期、报废期限、

设备状态。

设备状态用于标明设备是否可用，处于检修还是空闲等状态。

５．２．５　操作人员的基础信息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收集并存储操作人员信息，包括人员代码、姓名、性别、

身份证、岗位、所属班组以及在管理中间用到的其他信息。

５．３　客户基础信息

客户指在仓库中存放货物的企业法人，是仓储企业的服务对象。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收集并存储客户的有关信息，包括客户的工商注册信

息、联系信息、客户资信情况。

工商注册信息包括客户代码、客户级别、客户地址、登记时间、法人代表、法

人身份证号、组织机构代码、注册资金、国家税务局登记号码、地方税务局登记号

码、开户行账号、经济类型、经营范围、主要产品、印签。

联系信息应包括联系人、联系人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挂、ＢＰ机

号、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

资信情况包括信用等级、欠费情况、结存费用。

结存费用是对预付款的客户而言的，欠费情况是对后计算费用的客户而言

的。

５．４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应包括货物序号、货物代码、货物性质、货物品名、规格型号、产地、

生产厂家、生产日期、批号、有效期、码放要求、检验标准、保管标准、货物体积、单

件重量、计量单位、厂家条码、仓储管理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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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合同信息

目前仓储活动除了仓储以外，还有中转、仓储区租赁、代运，同时也受理货物

抵押等业务，因此，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该能收集并存储有关合同信息。对于一

个合同涉及多种业务类型，应支持把合同中不同业务类型的部分存储成不同的

合同信息。

对于每一种合同违约责任要记录双方各自的违约责任。

结算方式指合同规定的费用结算时期，是月度、季度还是年度。

预付款是指客户仓储服务仓库（保管人）的预付款项。

５．５．１　仓储合同基本信息

仓储合同基本信息应包括：

ａ）存货人的名称、存货人代表的联系方式；

ｂ）仓储物的品种、数量、品质、包装、计量单位；

ｃ）仓储物的损耗标准；

ｄ）仓储合同有效期：合同起始期、合同截止期；

ｅ）仓储要求：货物代码、规格型号、保管要求；

ｆ）仓储费用：费用类型、收费方式、货物类别、收费标准、收费单价、合同所

约定若干种货物保管要求、收费标准、预付款情况；

ｇ）其他事宜：是否有折扣、折扣率、违约责任、滞纳金；仓储物已办理保险的

保险类型、保险公司、保险起始期、保险金额、保险期、保险人的名称、签定日期、

仓库（保管人）代表。

５．５．２　中转合同基本信息

中转合同基本信息应包括：

ａ）委托中转经办人信息：姓名、联系方式；

ｂ）中转货物的品种、数量、收货人、收货人地址、收货人邮编、到站（港）、联

系人、联系人电话号码、联系人传真号码、联系人电子邮件地址、运输方式、中转

期限、中转方式；

ｃ）中转货物的损耗标准；

ｄ）中转合同有效期：合同起始期、合同截止期；

ｅ）中转收费：收费方式、中转费用、计算方式、超期收费、预付款情况；

ｆ）其他事宜：是否有折扣、折扣率、违约责任、滞纳金；货物已办理保险的保

险类型、保险公司、保险起始期、保险金额、保险期、保险人的名称、签定日期、仓

库（保管人）代表。

５．５．３　租赁合同基本信息

租赁合同基本信息应包括：

ａ）承租代表人信息：姓名、联系方式；

ｂ）租赁地点：租用地点名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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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租赁合同有效期：合同起始期、合同截止期；

ｄ）租赁收费：收费标准、租赁合同号、租用内容、租用数量、计算方式、租金

单价、收费方式、超期收费、预付款情况；

ｅ）其他事宜：管理方式、管理费计量单位、管理费单价、滞纳金、签定日期、

仓库（保管人）代表。

５．５．４　代运合同基本信息

代运合同基本信息应包括：

ａ）委托代运经办人的名称、联系方式；

ｂ）代运货物的品种、数量、收货人、收货人地址、收货人邮编、到站（港）、联

系人、联系人电话号码、联系人传真号码、电子邮件地址、运输方式、到站（港）、专

用线；

ｃ）代运合同有效期：合同起始期、合同截止期；

ｄ）代运收费：代理费、运费单价、其他费用单价、收费方式、计算方式、预付

款情况；

ｅ）其他事宜：货物已办理保险的保险类型、保险公司、保险起始期、保险金

额、保险期、保险人的名称、签定日期、仓库（保管人）代表。

５．５．５　抵押合同基本信息

抵押合同应包括：

ａ）存货人、存货人代表名称或姓名、联系方式；

ｂ）抵押货物的品种、计量单位、数量、存量下限、抵押货物范围、联系人、联

系人电话号码、联系人传真号码、联系人电子邮件地址；

ｃ）抵押合同有效期：合同起始期、合同截止期；

ｄ）抵押收费：计费方式、收费方式、预付款情况；

ｅ）其他事宜：货物已办理保险的保险类型、保险公司、保险起始期、保险金

额、保险期、保险人的名称、签定日期、仓库（保管人）代表。

６　业务单据基础信息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与外界（人、系统）的信息交换主要是通过业务单据进行

的，应真实全面地反映业务单据上的信息。

６．１　收货单信息

收货单上的信息 一 部 分 来 自 企 业 的 物 料 需 求 计 划 系 统（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ＭＲＰ）、企 业 资 源 计 划 系 统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ＥＲＰ）或人工采购指令，并由相关操作人员手工输入或通过 ＥＤＩ或 ＸＭＬ约定的

格式导入；另一部分信息由现场接运员记录。

收货单的信息应包括：

ａ）存货人信息：名称、代码、对应的仓储合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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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发货人信息：名称、联系人、发货站、到货方式；

ｃ）承运人信息：名称、联系人；

ｄ）预计到货时间：到货日期、交接人、交接时间；

ｅ）货物信息：货物类别、验收技术标准、计量单位、应到货数量、计量单位；

ｆ）实际到货信息：收货单编号、填表日期、到货日期、到货记 事、验 收 记 事、

代垫费用、车船号、运单号、货物代码、数量、计量单位、外观品质、卸车位；

ｇ）仓库作业人员信息：接运员及印签；

ｈ）其他信息：收货单编号、收货单备注信息。

６．２　发货单基础信息

发货单上的信息由仓单或仓单分割单上的信息综合而成。发货单的信息应

包括：

ａ）提货凭证信息：发货单编号、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批号、存放储位、计量

方式、计量单位、应发数量、码单号；

ｂ）提货人信息：提货人名称、提货经办人姓名、经办人证件名称、经办人证

件号码、经办人地址、经办人电话；

ｃ）存货人信息：存货人名称、仓储合同号；

ｄ）收货人信息：收货人名称、收货人地址、收货人电话、邮政编码、到站、到

货目的地；

ｅ）发生费用：出 库 费、装 卸 费、包 装 费、运 杂 费、中 转 费、其 他 费 用、费 用 合

计、结算方式；

ｆ）发运详细情况：备货位、备货日期、预计发运日期、备货数量、备货完成日

期、发货日期、出库方式、实发数量、车船号、联系人名称、到站、专用线名称；

ｇ）仓库作业人员信息：业务受理员签名信息、理货员签名信息、结算员签名

信息、复核人员签名信息；

ｈ）保险情况：保险公司、保险起始期、保险截止期、保险金额；

ｉ）其他信息：发货项目备注、制单时间、合计数、发货单备注等。

在实际业务当中，会出现同一批货，客户要求分割成几次提取或发运，数码

仓库应用系统应记录每次发货的详细情况。

在业务类型是代理运输的业务时，才有收货人信息、到站、专用线信息。

６．３　验收通知单基础信息

验收通知单主要描述验收对象和验收标准。验收通知单的信息应包括：

ａ）合同信息：仓储合同编号、存货人、货物类别、计量方式、计量单位、包装

方式、保管要求、结算方式；

ｂ）货物信息：货物名称、规格型号、生产日期、批号／批次、外观品质、数量、

计量单位、到货日期、产地、生产厂家、车船号、运单号；

ｃ）应收：应收数量合计、计量单位；

ｄ）实收：实收数量合计、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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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仓库作业人员：业务受理员签名、理货员签名、结算员签名、复核人员签

名；

ｆ）其他信息：验 收 通 知 单 号、收 货 单 号、仓 库（保 管 人）、仓 储 区 代 码、验 收

人、制单人、制单日期。

６．４　码单基础信息

码单的信息应包括：

ａ）货物信息：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批号、等级、保质期；

ｂ）当前码放信息：储位号、货牌号、序号、垛号、层号、列号、顺向、数量、计量

单位；

ｃ）待发货物信息：已发未出库数量、计量单位、预计车船号、发货形式、发货

状态、发货单号、发货人；

ｄ）仓库作业人员：业务受理员签名、理货员签名、结算员签名、复核人员签

名；

ｅ）已发货物信息：发货单号、发货时间；

ｆ）其他信息：码单号、验收通知单号。

６．５　仓单基础信息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根据收货验收结果生成仓单。仓单的信息应包括：

ａ）存货人信息：名称、业务联系人、联系方式、仓储合同号；

ｂ）货物信息：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批号、等级、保质期、保管特殊要求、结算

方式；

ｃ）到货信息：收货单编号、到货方式、到货日期；

ｄ）验收信息：验收通知单号、验收标准、损耗标准、计量方式、数量、计量单

位；

ｅ）码放信息：码单号、验收通知单号；

ｆ）保管人（仓库）信息：名称、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号码；

ｇ）仓库作业人员：业务受理员签名、理货员签名、复核人员签名；

ｈ）危险品：是否属危险品，危险级别；

ｉ）其他信息：仓单号、仓单有效期限、仓单的密码、保管人（仓库）印签、制单

日期。

为了满足客户一次存货分多次取货的要求，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还应实现仓

单分割，生成新的仓单分割单，并记录分割情况。

６．６　仓单分割单基础信息

仓单分割单的信息应包括：

ａ）保管人（仓库）信息：名称、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号码；

ｂ）提取货物信息：仓单号、货物名称、规格型号、计量单位、货物结存数量、

提取数量；

ｃ）存货人信息：名称、联系方式、仓储合同号、存货人印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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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提货人信息：名称、经办人姓名、经办人电话、经办人证件名称、经办人证

件号码、提货时间、提货车船号、结算方式；

ｅ）仓库作业人员：业务受理员签名、理货员签名、复核人员签名；

ｆ）其他信息：仓单分割单号、分割单密码、开单日期、有效期、码单号、备注

信息、制单人签名、保管人（仓库）印签。

６．７　提货凭证基础信息

提货凭证的信息应包括：

ａ）保管人（仓库）信息：名称、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号码；

ｂ）存货人信息：名称、业务联系人、联系方式、存货人印签；

ｃ）提货人信息：名称、经办人姓名、经办人电话、经办人证件名称、经办人证

件号码、提货时间、提货车船号、结算方式；

ｄ）提取货信息：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提取数量、计量单位；

ｅ）仓库作业人员：业务收理员签名、理货员签名、复核人员签名；

ｆ）其他信息：提货凭证号、保管人（仓库）印签、验收通知单号、码单号、备注

信息、开单日期、有效期。

６．８　费用结算单基础信息

费用结算单是企业对外收费的凭证。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详细记录收费信

息，根据仓储合同、中转合同、租赁合同、代运合同、抵押合同计算有关费用项目。

费用结算单的信息应包括：

ａ）费用类别；

ｂ）计费标准：仓储合同号；

ｃ）结算时间；

ｄ）费用支付人；

ｅ）费用明细：仓储费、装卸费、分拣费、加工费、管理费、包装费、出库费、进

库费、代理费、代垫费、劳务费、运杂费、费用合计、实收费用、预收费、欠费；

ｆ）收费人：收费员代码。

７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基本功能要求

在前面数据的基础上，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具备以下的功能。

７．１　基础数据维护

７．１．１　编码维护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保管人（仓库）编码、功能组件代码表、设备编码、

货物代码、仓储区代码、系统操作人员代码的增删改以及查询功能。

支持多种企业组织管理结构，当保管人（仓库）组织结构的设置和隶属关系

发生变动时，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能对相应变动以及相关的事务进行处理。

新增保管人（仓库）时，应按照一定的编码原则生成代码，开辟新的系统使用

权限、数据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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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人（仓库）变动时，保管人（仓库）分拆成平级保管人（仓库）或合并入平

级保管人（仓库），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调用相应功能模块处理已经确认保管人

（仓库）履行完成的合同和应收账款、客户结余款等账目，处理员工岗位变动和人

事档案。

保管人（仓库）撤销时，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自动账目对查，历史数据归

档处理。

７．１．２　仓储区、储位档案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实现为每一仓库最小单位建立档案的功能，并提供在

授权情况下仓储区信息的增删改功能。

７．１．３　仓储区、储位动态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记录仓储区存储信息，并根据货物进出库情况及时更

改，提供通过局域网和国际互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查询功能。

７．１．４　设备档案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给每台设备建立设备档案，并及时更新设备信息。生

产设备档案信息包括设备代码、设备名称、设备型号、生产厂家、购买日期和报废

日期等信息，并提供在授权情况下设备信息的增删改功能。

７．１．５　设备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通过局域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查询、设置和修改设备使用

状态（如占用或空闲）和设备状态（如完好、故障、封存、报废）的功能。可提供更

高级的设备管理功能，特别是根据具体业务工序、需要使用设备以及相应设备使

用状态和预计需要使用的情况等信息统筹调度设备使用。

７．１．６　客户档案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在授权情况下通过局域网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建立、修改

客户档案的功能。

７．１．７　仓储合同管理

合同是企业之间开展业务的依据，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前面描述的几

类常用合同（如仓储合同、代运、中转、租赁和抵押担保合同）的增加、修改、归档

和删除功能。

７．１．８　仓储业务人员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建立不同岗位人员简明人事档案的功能。除提供

对这些档案的基本维护功能外，在人员转换岗位或者离开企业时，应更改其使用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功能权限、数据权限和审批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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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基本业务管理功能

７．２．１　货物进库管理功能

７．２．１．１　处理多种收货指令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能处理来自不同系统的收货指令（如采购、转库和退货）。

接受多种格式单据指令，提供多种信息输入形式（ＸＭＬ／ＥＤＩ／手动输入），经过认

证、确认后，生成验收／工作通知单，传递至相应岗位。

７．２．１．２　处理的并发性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同时处理来自多个仓库点、多个不同指令类型进

出库请求的功能。

７．２．１．３　非正常进库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非一般业务流程的进库管理功能，要支持特殊业

务审批、授权功能。

７．２．１．４　货物码放储位管理功能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提供在货物进库时，自动根据仓储区和货物情况推荐安

排存储位置的功能。在确定储位以后，自动生成码单和仓单。

７．２．２　分拣功能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可根据到货时间、到货货物种类和到货量的情况产生货

物分拣指令，由射频技术（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Ｆ）系统导引手工完成分拣工作，并

能记录分拣情况。

７．２．３　货物拣选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可产生书面形式或者直接驱动 ＲＦ设备的拣选指令。

７．２．３．１　多种拣选策略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支持多种拣选策略，能根据具体情况如地域、顺序、批

次、长度、重量、体积要求或船只装载量等，按照一定策略安排拣选工作。

必要时，可发出紧急拣选指令，对急需货物优先拣选。

７．２．３．２　拣选工作优化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支持优化拣选功能，对于小批量拣选可以优化、合并在一

次完成。

７．２．３．３　记录拣选结果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按照时间记录每一次拣选工作。在某种情况下，若被

拣选的货物没有出库，则可追溯到货物原来在储位的摆放情况，以便将货物放回

原来储位。

７．２．４　货物包装

７．２．４．１　包装指令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能自动根据运载工具类型、存放储位空间或有关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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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产生书面的或者能最终驱动自动化设备完成包装工作的指令。

７．２．４．２　制定包装方式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能根据包装尺寸、形状等因素，设定包装辅料的包装使

用方式。

７．２．４．３　包装优化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支持组合包装方式，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包装辅

料、仓储空间和运输工具的积载能力。

７．２．４．４　记录包装结果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记录货物包装情况，并打印包装内的货物信息列

表。

７．２．５　加工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能自动根据订单或出库单对货物形状、大小等的具体

要求，产生加工指令或驱动自动化设备的加工指令。

７．２．６　货物在库管理

７．２．６．１　货物码放决策支持功能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支持多种进出库策略，提供货物码放位置及数量、搬运

路径的建议。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可提供多种货物同时在库码放时各自的最优搬运路径的

建议，应能设计堆放策略，最大限度地利用仓容空间。

７．２．６．２　日常盘点

（１）盘点指令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按照定期盘点、循环盘点、动态盘点和紧急需求生

成人工或是能驱动自动化设备的盘点指令。

（２）盘点过程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支持通过手持终端或远程射频设备进行盘点。

（３）盘点结果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自动汇总并提供审计报告。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要能自动设置仓库储位的盘点状态，在盘点结束时自动

调整盘点状态。

７．２．６．３　货物在库移仓、合并储位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支持货物在库中搬移位置、同类货物合并存放，并记录相

应位置变化。仓库储位分布发生变化时，应记录变化，并给出在新的环境下货物

在库搬移的策略，以免仓库生产率下降。

７．２．６．４　货物在库过户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货物在库过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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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７　货物在库质量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能 自 动 按 照 产 品 属 性 确 定 维 护、保 养 方 案，包 括 对 环 境

（需要控温控湿仓库的监控）、防鼠、防虫、防霉、防尘等的管理，并能自动提前给

出预警信息。

７．２．８　货物出库管理功能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支持多种出库形式，处理不同的出库指令，如货主直接

提货或者货主委托提货，并自动产生通知单据给具体岗位，按时间、按量安排备

货，并记录实际出库数量。

７．２．８．１　非正常出库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能处理非正常的出库请求。

７．２．９　进出库车船调度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能按照进出库车船装载货物所在位置、装载时间和仓

储区舱门服务工作量大小等因素动态指导进出库车船停靠位置。

７．２．１０　货物运输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能根据运输部门提供的运力资源使用情况和货物出库

情况安排运输，记录货物从库中运出时的相关运力信息（人、车牌、时间）。

７．２．１１　中转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能处理货物临时仓储或既定的中转业务，记录业务发

生时间、产生的费用、人员设备的使用情况。

７．２．１２　货物冻结、解冻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实现因担保或仓单遗失、盘点等各种原因造成的货物

冻结和解冻功能。

７．２．１３　单据挂失、解挂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仓单或其他与货物存储有关的单据造成的挂失、

解挂和单据重新生成功能。

７．２．１４　单据管理功能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可实现在授权情况下码单和仓单的修改功能。

７．２．１５　处理代理业务功能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处理客户委托进行的代理业务功能，例如接受客

户委托进行交易、代理运输。

７．２．１６　库存货物补货决策支持

７．２．１６．１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货物库存量控制功能，并把它作为仓

储企业和其上下游合作伙伴调整进货、生产和制订运输装载计划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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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６．２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也可以提供帮助企业在价格变化、按数量多

重折扣和延期购买等条件下确定最佳订货量的决策支持。

７．２．１６．３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还应支持按批次、补货时间控制的补货决策。

７．２．１６．４　数码仓 库 应 用 系 统 还 应 支 持 基 于 书 面 或 ＲＦ的 货 物 补 充 功 能

等。

７．２．１６．５　目前最常使用的方式有：

（１）根据客户要求，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支持当库存量下降到预定的最低库

存数量时系统自动产生并发出库存不足信息的定量订货方式；

（２）根据客户要求，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支持根据预先确定的时间间隔进行

库存调整，自动产生调整信息的定期订货方式；

（３）根据客户要求，数码仓库应用系统支持根据企业采购成本和仓储成本，

帮助企业确定最佳的购买数量，实现总订货成本最低的经济批量方式。

７．２．１７　逆向物流管理

７．２．１７．１　已经出库货物的退回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出库后货物退回的管理功能。

７．２．１７．２　逆向单据流转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某些操作指令已经下达但在实际业务没有实现之

前，撤回指令的操作。比如提货人撤销出库指令、存货人撤销进库指令等。

７．３　财务管理功能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计算仓储活动中发生的简单费用并结算，并可向企业

内财务系统的对应科目提供会计信息。

７．３．１　应收账款管理

每一次仓储活动发生时，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根据合同约定，处理付款

条件、折扣、税额和多种币种支付和转换的有关条款，计算应收账款功能，并可向

企业内对应的会计科目提供数据。

７．３．２　应付账款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可以提供业务往来过程中，根据合同约定的有关条款

计算应付账款功能，并可向企业内对应的会计科目提供数据。

７．３．３　预收账款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预收账款管理、打印收款单据功能，并可向企业内

对应的会计科目提供数据。

７．３．４　预付账款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企业 因 业 务 需 要 预 付 给 相 关 企 业 费 用 的 管 理 功

能，并可向企业内对应的会计科目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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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５　其他应收账款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其他应收账款管理、打印收款单据功能，并可向企

业内对应的会计科目提供数据。

７．３．６　其他应付账款管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其他应付账款管理、打印收款单据功能，并可向企

业内对应的会计科目提供数据。

７．３．７　盘盈盘亏处理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能在某种库存货物已经全部出库时，自动产生盈亏报

告，经过有关人员确认，分别计入相应的会计科目。

７．３．８　账目查询功能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经过授权的管理人员查询账款详细情况的功能。

７．４　统计与生成报表功能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统计设备负荷、人员生产率、工作量、差错率、货物

在库移动情况、库容使用情况、分拣、拣选和加工过程工作效率的功能，同时自动

生成仓储业务管理常用报表。

７．５　分析、决策支持和预测功能

７．５．１　分析功能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能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实现简单的分析功能。

７．５．２　决策支持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能提供客户利润率变动、仓储货物利润率等信息，辅助

经营企业选择调整经营方向的决策支持。

７．５．３　预测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根据既往仓库存储情况和客户情况对下一阶段的

仓容需求进行预测。

７．５．４　客户关系管理功能

７．５．４．１　客户业务量表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自动产生客户月度、年度进出库业务量、所交费用

的报表。这是施行客户关系管理的依据。

７．５．４．２　客户挖掘与选择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根据客户业类型、合同和业务量变化，挖掘符合某

种条件的潜在客户的功能。

７．５．４．３　客户查询功能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通过局域网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进行货物状态、货物仓储

费用各项信息的查询功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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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质量要求

８．１　跨平台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客户端应可跨操作系统平台运行。

８．２　系统容错性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作为一种商用系统应提供容错措施，以及检验非法指令、

非法数据输入等功能，防止因用户错误操作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杜绝由于人工操

作错误导致系统崩溃事件发生。

８．３　鲁棒性

鲁棒性（Ｒｏｂｕｓｔ）也称健壮性，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保证系统长时间运行的

稳定可靠性。

８．４　实时性要求

为满足商用系统的需要，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满足授 权 用 户 通 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查询、发送指令的要求，应确保数据的实时性。

８．５　数据完整性、一致性要求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数据完整性、一致性的自动校验功能。

８．６　仓储经营数据备份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数据应采用大容量、可永久性保存的存储介质，并且在

五年之内不应销毁，三年之内要确保其可恢复性。

８．７　数据恢复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版本更新时应严防数据丢失，确保数据的安全性。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记录用户操作详细日志功能，提供在意外情况出

现时数据的恢复功能。

８．８　数据的销毁

对于过期的历史数据要按照有关规定程序销毁，不能随意丢弃，以免造成安

全性隐患。

８．９　使用权限控制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提供分级控制操作功能、数据访问、审批权限，防止对

数据无意或蓄意访问的手段。

８．１０　数据保密性要求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保证未通过授权验证的用户不能访问系统数据。对数

据信息保密要求应遵守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的有关规定。

８．１１　不可抵赖性要求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采取相应策略，验证用户身份，确保用户输入、修改的

信息在传输过程中不会被修改，从而确保每一用户所做的每一次操作、修改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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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抵赖性。

９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运行要求

９．１　运行环境软件配置

数码 仓 库 应 用 系 统 发 布 时 应 提 供 运 行 所 要 求 的 系 统 的 说 明，参 照

ＧＢ／Ｔ１７５４４ １９９８中的３．１．２ｆ），说明硬件、软件以及其配置的要求。

９．２　输入输出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发布时应提供通过多种途径的数据输入输出，最基本要

求有：键盘、针式打印机，另外也可以支持条形码读取信息设备、激光扫描仪、雇

员标识牌读取设备和生产设备如电子秤、计数器等仪器仪表读取数据。提供通

过条码打印机和激光打印机等方式的数据输出。

１０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外部接口

１０．１　企业其他内部信息系统

采用 ＥＤＩ、组件技术，或通过 ＸＭＬ与企业其他已有信息系统的接口，可进

行数据交换。

１０．２　与作业自动控制设备的接口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预留出或提供与自动仓库控制系统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ＷＣＳ）的接口。

１０．３　与海关系统的接口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应 提 供 与 海 关 系 统 的 接 口，满 足 保 税 仓 库 管 理 的 需 要。

可通过ＥＤＩ或 ＸＭＬ接受海关的放行单。

１１　用户文档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发布时应提供详细的用户手册，以便用户更好地理解和

应用系统。应有中文版本的用户手册；应包含所需的配置信息，系统功能、边界

以及用户可以调用的功能、使用方法条件等都要进行详尽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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