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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1世纪，谁掌握了作为“第三方利润源泉”的物流，谁就掌握了市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经济背景，物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领域中发展最快、最活跃、最具热点的行
业，社会对物流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物流专业已成为目前高校的热门专业。
面对目前市场上众多的物流专业教材，如何能够编写一本能够凭借其实用性和价值而真正满足大家需
要和期待的教材，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和努力的。
　　物流，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产业，需要很多应用型专门技术人才，而高职高专和实践型本科的
目标正是培养注重物流操作技能的应用型人才。
这一岗位的从业人员既要掌握物流的一般理论，更要注重物流的实用技术和操作技能。
因此，我们在编写此书时，尽量将理论阐述得简明扼要，并强调通过案例和实训项目加强对物流理念
和意识的培养和训练，更特别重视对物流实用技能的掌握和应用。
　　本书在编写体例上有所创新，每章章首都设置案例导入，内容除介绍基本理论外，还着重介绍物
流实用技术及操作方法，并通过大量参考案例、案例讨论加强对学生物流理念及物流意识的培养。
案例的选择非常强调实用性，并给出案例分析的指导性思路。
每章配有物流岗位技能提升，加强对物流岗位基本技能、技巧、方法的训练。
每章章末设有实训项目，对实训目的、内容、组织进行较为详细的说明，以期能够将实训落到实处，
从而达到通过实践操作真正掌握消化物流技能方法的目的。
　　本书归纳整理了物流管理基本操作技术、方法，并在实践应用上给以具体指导，因此具有较强的
实用性，这就决定了本书不仅适用于高职高专以及实践型本科教学之用，也适合于物流管理及从业人
员提升自己能力和水平的需求。
　　本书由杨明、曲建科任主编，由陈海蓉、赵爱民、许红岩、董宝泉任副主编，其他参编人员还有
龚成洁、孙卫平、吕良飞。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同行专家、学者的相关著作、教材及案例，在此表示感谢。
同时，现代物流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也在不断地发展探索之中，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不尽如人意
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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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物流管理学科体系中的一本入门性书籍，贯穿了系统化思想，对现代物流管理及相关领域的新
发展、新观点、新技术进行了论述，为读者学习物流管理知识做了很好的铺垫。
为方便读者学习和认识物流管理问题，书中还运用了大量图表进行说明，并在每章内容的前后配有说
明性文字和典型案例分析。
总体来说，本书是一本体系完善、深浅适度的教材，既适合高职高专学生学习，又可供从业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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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货品在拣货出库时的数量控制和掌握被称作动管，它与传统的仓储保管是有区别的。
动管的目的在于为实现即时配送而进行的分类管理，物流和配送中心属于该种类型；而传统的原料和
成品仓库只重视保管功能。
　　由于分类配送机能被重视，货品的保管就已不再是那样单纯，为了配合配送时效及市场少量多样
的需求，货品的流通将变得快速且复杂.相对地，在储存作业中就会因流动频率及品项的增加而难以掌
控。
如何有效地掌控货品的去向和数量呢？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储位来使货品处于被保管状态而且能够明确地指示储位的位置，并且货品在储
位上的变动情况都能准确地被记录。
　　（二）储位编码　　当清楚地规划好各储区储位后，这些位置开始经常被使用，为了方便记忆与
记录，对储位编号、品名、序号、标签记号等用易于辨识的代码记录就显得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些易于辨识的符号代码，则记忆系统便无法运作。
实际上储位编码就如同货品住址，货品编号就如同姓名，也就是说每一品项都要有一个地址及姓名，
以便在需要时能马上找到它。
　　储位编码的方法一般有下列四种：　　（1）区段方法。
把保管区域分割成几个区段，再对每个区段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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