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化与物流热背后的冷思考 

一、 信息化与物流共通的服务特点 

  尽管企业信息化的标准还没有统一的模式，八十年代以后，伴随着管理信息系统（MIS）、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计算机集成制造或计算机集成企业（CIM/CIE），决策支持系统

（DSS）等一系统信息化项目的出现，企业信息化的神秘面纱已经逐步被揭开。其本质是利

用信息技术，在一定深度和广度上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数据库技术，控制和集成管

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所有信息，实现企业内部、外部信息的共享和有效利用、协同发展。 

  随着信息化项目在企业中的普及，不难发现，无论信息化项目以何种管理角度切入，为

什么样的管理层次呈现数据，信息化是一种管理的支持手段，是服务于管理过程的工具。以

ERP 系统为例，整个管理过程都是通过“某某单”的形式传递的，这些单据就是计划、执行

和统计结果的记录。信息系统可以理解为手工记录的另一种载体，引入这种载体以后，是可

以提供更加快捷的查询服务和统计服务，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数据进一步分析，深入挖掘。

与信息化相比，物流概念为中国企业所认同的时间尽管推后了二十年的时间，但物流及其相

关理念在企业中的推广速度和普及程度并不亚于信息化。无论是在物流管理分散于企业的各

个职能机构，还是集中于物流部门，物流管理对企业的采购、生产、销售，包括售前和售后

服务都起到支撑和服务的作用，换言之，恰恰是由于物流的配合，才能使企业的其他职能部

门顺畅的运作。 

  无论是信息化还是物流管理，对于企业来讲都不过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他们都具有

共通的服务特性，用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二、 肆意而为的“拿来主义” 



  恰恰是由于信息化和物流这种共通的服务特性，使他们在企业中不断地被“拿来”。面

对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如何更快地应对市场的变化，提供相应的产品或服务，已经成为衡

量现代企业管理水平的标尺，同时也会折射出企业效益的优劣。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和变化，

很多大中型企业能够以成立项目组的方式及时地响应，与此相伴的是一个“新”的业务流

程，如果该业务稳定，且业务量可观，为了保证科学化管理，企业就会为其开发信息系统，

如果该项目涉及物料的配套，也会为之设计物流作业流程，以支持该项目的实施。伴随着业

务类型的扩展，相关的配套建设随之产生，这一现象在现代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并不少见。表

面上看，企业信息化建设繁华似锦，以某一国有大型企业的实际来看，涉及该企业管理的信

息系统有四、五十之多。一旦深入企业内部，信息孤岛的现象非常严重，信息系统之间的沟

通，很多依靠人工的数据采集，数据输入来完成，效率低下，统计困难的问题非常突出。 

  与业务扩展和信息系统交错建设现象非常类似，物流业务流程的设计也是一种割裂的局

面。企业的业务是应市场之需而变，而企业的业务流程设计又是针对每一个业务的要求而设

计，在倡导物流管理一体化的同时，物流部门却要满足不同业务部门、不同服务项目的特定

要求，由此引发产生了多个类别的物流业务过程。物流部门为了满足企业的要求，只能通过

增加职能部门和作业人员来解决，长此以往，往往会出现职能部门责任不清，人员过剩的问

题。 

  在大力倡导信息化管理和物流管理的今天，上面所提到的问题，也可以打着信息化建设

或者物流系统建设的旗号写入企业的功绩簿，但企业实际的效率却在多个系统、多个流程的

不断切换中消耗掉了。由此引发了我们对所谓的信息化和物流热背后的冷思考。 

  三、 一体化战略，适度前瞻 

  要解决上面提到的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企业从战略规划上着手，本着一体化的战略思路，

立足于企业现有的业务，适度前瞻。 



  在企业战略规划的思路上一方面应对可能产生的新型业务形态进行估计，初步设计出新

业务的执行部门，抑或规划出新型业务的分类原则和归属原则，当有新业务产生时力争不要

出现不同业务部门盲目争取的问题。另一方面，为信息部门或者物流部门设计出合理的“言

路”。尽管这些部门本身就是支撑性的机构，但鉴于上述部门在其专业领域的经验积累，应

适当提高这些服务性部门的“地位”。在新型业务的设计过程中，鼓励这些服务性部门提出

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支持、配合或是简单顾问的层面上。企业除了要进行整体

的战略规划，对于信息管理和物流管理也应进行战略层面的规划。 

  企业除了要进行整体的战略规划，对于信息管理和物流管理也应进行战略层面的规划。 

  2002 年，计世资讯公布物流管理软件市场调查结果显示国内物流信息化水平初具规模，

大部分物流企业对自身的信息化建设较重视，高达 94.3%的物流企业内部使用了管理软件，

但是仅有 14.3%的用户对自己的信息化建设进行了规划。这说明物流企业由于本身不成熟等

原因，使得他们在进行信息化建设时有一定的盲目性，进而导致“信息孤岛”现象非常严重。 

  四、 规范化流程，以不变应万变 

  作为信息部门和物流部门本身，在其运作过程中也应不断地积累经验，规范化本部门的

流程，力争以不变应万变。 

  以物流部门为例，若要提供实物的配送服务，首先应对配送服务流程进行抽象。而后，

再充分考虑可能提出配送任务的部门、配送服务的对象、配送任务的优先级、配送费用的结

算、配送过程的绩效评价等问题，结合上述信息，规划出几套配送服务套餐，以达到标准化

配送作业的目的。当新型的业务开展起来时，不要盲目地跟进和配合，而是先把现有的配送

服务套餐提交给相应的业务部门，在既有的流程中进行选择。如果新型业务确实有些新的需

求，现有的套餐都不能满足，可以考虑在现有的业务流程上进行适度扩展。但扩展的前提依



然是在标准流程上进行，基本的流程、参与岗位、单据和绩效评价指标，就可以在继承的基

础上延续。如果变形确实较大，可以形成新的流程，但一定要及时地总结。 

  希望企业能够认清信息化与物流管理的服务本质，从一体化的战略规划角度出发，规范

化企业业务流程，使信息与物流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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