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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三篇：物流基础篇、物流职能篇、物流综合篇，由十五章和附录组成。
　　物流基础篇共分两章，主要介绍物流、物流学基础知识：物流职能篇共分七章，分别介绍物流的
七大基本职能，即包装、装卸搬运、仓储保管、运输、配送、流通加工、物流信息；物流综合篇共分
六章，主要介绍物流战略管理、物流顾客服务管理、物流成本管理、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物流管理、
物流发展新理念：附录部分收集整理了《物流术语》、《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企业物流成
本构成与计算》三个国家标准，供学习时参考。
　　本书是一部面向物流管理、物流工程、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信息管理、电子商务等普通
高等院校大学本科专业学生的物流学教科书；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MBA、物流从业者或相
关人员学习物流知识、掌握物流技能的指导性工具书和管理培训参考教材；物流职业资格认证培训也
可选用本书作为配套教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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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松庆，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注册会计师，中国物流学会理事、特约研究员，主要
研究领域为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市场与商品流通。
近年来，在《中国流通经济》、《中国物流与采购》、《商业经济与管理》、《当代财经》、《改革
与战略》、《经济问题》等刊物发表物流方面的论文多篇，荣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一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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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物流基础篇第一章 物流与物流学概述第一节 物流的概念一、 物流概念的产生二、 物流概念的
辨析三、 Physical Distribution与Logistics四、 我国物流概念的引入第二节 物流与流通、商流、资金流、
信息流一、 物流与流通二、 物流与商流三、 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第三节 物流的基本职能一
、 运输职能二、 仓储职能三、 包装职能四、 装卸搬运职能五、 流通加工职能六、 配送职能七、 信
息服务职能第四节 物流的分类一、 按照物流系统的性质分类二、 按照物流活动的空间范围分类三、 
按照物流的作用分类第五节 物流学及其基本理论一、 物流学的概念二、 物流学的学科性质三、 物流
学的研究方法四、 物流学的主要观点本章小结案例分析练习与思考第二章 物流系统第一节 系统概述
一、 系统的概念二、 系统的类型三、 系统的内涵四、 系统的特性五、 系统的思想第二节 物流系统概
述一、 物流系统的概念二、 物流系统的要素三、 物流系统的组成四、 物流系统的特征五、 物流系统
的模式六、 物流系统的目标第三节 物流系统分析一、 物流系统分析的概念二、 物流系统分析的原则
三、 物流系统分析的内容四、 物流系统分析的步骤五、 物流系统分析常用的理论及方法本章小结案
例分析练习与思考第二篇 物流职能篇第三章 包装第一节 包装概述⋯⋯第四章 装卸搬运第五章 仓储保
管第六章 运输第七章 配送第八章 流通加工第九章 物流信息第三篇 物流综合篇第十章 物流战略管理第
一节 物流战略概述第十一章 物流顾客服务管理第十二章 物流成本管理第十三章 第三方物流第十四章 
供应链物流管理第十五章 物流发展新理念附录附录1 《物流术语》国家标准（GB/T 18354-2006）附录2
《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国家标准（GB/T19680-2005）附录3 《企业物流成本构成与计算》国家
标准（GB/T 20523-2006）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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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物流基础篇　　第一章 物流与物流学概述　　第二节　物流与流通、商流、资金流、信
息流　　一、物流与流通　　关于“物流”，应首先从“流通”谈起，而流通又离不开经济活动。
所谓经济活动是一个生产和消费的总的体系，基本上由生产和消费两种功能构成。
而将其制造产品、创造价值的生产和使用产品的消费连接起来的就是“流通”。
流通是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一方与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环节。
在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各种间隔，需要通过“流通”将商品的生产和商品的消费加以衔接，如
图1-1所示。
　　原始社会是自给自足经济，这些间隔很小。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这种间隔也逐渐增大。
正是流通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这些社会的、场朊的和时间的间隔联系起来。
　　流通解决商品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的这些间隔的方法如下。
　　第一，社会间隔，即商品的生产者和商品的消费者有所不同，需要通过买卖等商品交易活动完成
商品的社会实体由供给者向需求者的转移，表现为商品与其等价物（货币或其他等价物）的交换和商
品所有权的转移运动，也就是商品价值的流通，创造商品的所有权效用，这称为商业流通，简称“商
流”。
　　第二，场所间隔，即商品的生产场所和消费场所不在同一地方，需要通过商品运输克服生产地和
消费地之间的空间距离，创造商品的场所效用（或空间效用）。
　　第三，时间间隔，即商品的生产日期与商品的消费日期不尽相同，需要通过商品保管加以衔接以
最终满足用户需要，创造商品的时间效用。
　　通过“商流”消除了商品的社会间隔，通过“物流”消除了商品的场所和时间间隔，二者共同实
施的结果完成了商品的所有权和商品实体的转移，即商品的流通。
商品流通的G-W（货币-商品）和w-G（商品-货币）两个流通阶段，都要通过物流才能最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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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在多年物流教学及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物流学基本理论体系进行了重新梳理
，注重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展开，突出实用性和易用性，系统、全面地阐
释了物流学的基本理论。
 全书共分三篇：物流基础篇、物流职能篇、物流综合篇，由十五章和附录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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