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物流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物流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6028808

10位ISBN编号：7306028804

出版时间：2007-10

出版时间：中山大学

作者：李华敏

页数：22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物流学>>

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在全球迅速崛起，它对传统的企业运作模式、商
品流通方式及人们的购物、消费、生活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而保证电子商务交易顺利实现交割，关键在于构建一个与电子商务交易相适应的现代化物流系统。
因此，物流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物流
是现代服务业，要大力发展，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
　“十一五”期间，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以市场为导向，以信
息技术为支撑，营造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建立配套完善、服务高效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大
力发展专业化、社会化的物流企业，提高物流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推动产业升级和
结构调整，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相应的物流保障。
争取到20]0年，使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比率，在2004年21．3％的基础上下降2~3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十一五”期间我国物流业发展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加快我国现
代物流业的超常发展。
　　未来市场的竞争，不仅表现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且更表现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物流管理成为企业管理中的关键环节。
从未来发展现代物流产业和企业竞争的需要出发，竞争最终集中在现代物流人才的竞争。
物流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将会影响到我国在未来国际物流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因此，加快培养适应2l世纪物流市场竞争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是我国教育界和企业界共同面临的一个
重大课题。
而人才培养、教材建设是一项基础工作，一定要把规划建设立足于物流科学前沿、实践操作性强的高
质量的教材，把物流教材建设放在战略的高度，统筹规划，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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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物流学》是对物流产业与国际物流、国际贸易中的物流业务、国际物流设施与装备、国际
物流的成本管理、国际物流壁垒及国际物流标准化等方面，阐述了国际物流的基本知识，同时结合国
际物流业务，着重介绍了操作要领及有关技能。
《21世纪高等院校物流学创新系列教材：国际物流学》适合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学生作教材，也适合
物流企业及物流管理部门对从业人员作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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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华敏，男，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服务营销与服务产业发展战略、电子商务与物流的理论与应用、国际商务、期权
与期货贸易理论与应用等方面。
已出版《银行营销学》、《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等著作5部。
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和陕西省社会科学课题多项。
　　丛书主编简介　　郝渊晓，男，1960年生，陕西大荔人。
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及副秘书长、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法律咨询与
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注册拍卖师。
1997年获中国金融基金优秀教师奖，1 999年获陕西省首届优秀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称号。
近年来，发表论文60多篇，主编（副主编）教材23部，合著5部，参编1 1部。
获省、部级科研奖10项，其中《“案例教学法”在市场营销教学中的应用》获1995年陕西省人民政府
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首届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主编的《物资市场学》获1992年第6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一等奖、1995年陕西省高校优秀教材一等
奖。
主编的《市场营销管理》（第三版）获2002年西安交通大学第8届优秀教材一等奖；主编的《现代物流
管理学》获2004年西安交通大学第9届优秀教材二等奖。
论文“论产权拍卖市场营销策略”获2001年陕西省第6届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4年主持陕西省“十一五”重大招标课题《陕西物流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研究》的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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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Ⅰ）第一章国际物第一节物流产业与国际物流一、 物流的基本概念二、 现代物流的产生三、 
国际物流的概念四、 国际物流的特点五、 国际物流的作用第二节国际物流系统的构成一、 国际物流
系统的特点二、 国际物流系统的结构三、 国际物流系统的运作模式四、 国际物流网络系统的组成第
三节国际物流标准一、 国际物流标准的概念二、 国际物流标准体系三、 国际物流标准的分类第四节
国际物流的形成与发展一、 国际物流的形成二、 国际物流的发展与趋势三、 我国国际物流的发展本
章小结关键词思考题第二章 国际贸易中的物流第一节国际贸易中的物流特征一、 国际物流与进出口
贸易的关系二、 国际进出口贸易中的物流特点三、 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流程第二节国际贸易术语与贸
易惯例一、 主要的国际贸易术语二、 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第三节进出口贸易中的物流运输单证
一、 海运提单二、 装箱单三、 结算单据本章小结关键词思考题第三章国际区域物流第一节国际区域
物流的概念第二节国际区域物流的形成第三节国际区域物流平台的构建一、 国际区域物流平台的构成
要素及构建的原则二、 国际区域物流平台系统化及其评价标准三、 我国国际区域物流平台构建中亟
待解决的问题本章小结关键词思考题第四章国际物流业务——货物运输第一节国际货物运输一、 国际
货物运输的概念和特点二、 国际货物运输方式三、 国际货物运输方式的选择四、 国际货物运输对象
五、 运输代理人第二节国际货物海上运输一、 海上货物运输的特点和运输工具二、 提单三、 海洋运
输船舶的经营方式第三节国际货物陆上运输一、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概述二、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三、 
大陆桥运输四、 国际公路货物运输五、“浮动公路”运输第四节国际货物航空运输一、 国际航空货
物运输的经营方式二、 航空运输的承运人三、 航空运单四、 航空运价第五节国际货物多式联运一、 
国际多式联运的概念与优点二、 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性质与责任三、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四、 
经营国际多式联运业务的基本条件第六节国际货物其他运输方式一、 国际邮政运输二、 国际特快专
递三、 国际展览物流本章小结关键词思考题第五章国际物流业务——报关与货运代理第一节国际物流
中的海关业务一、海关业务的性质二、海关业务的基本内容三、海关业务中的报关业务四、海关业务
中的通关制度五、海关业务中的保税业务第二节国际物流中的货运代理业务一、国际货运代理的发展
二、国际货运代理的作用三、国际货运代理的分类四、设立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条件五、我国国际货
运代理业的现状本章小结关键词思考题第六章国际物流业务——理货与包装第一节国际物流理货业务
一、理货的概念二、理货工作的意义三、理货工作的内容第二节国际物流包装业务一、货物包装的意
义和基本要求二、包装的种类三、包装技术第三节国际物流中的包装模式一、从生产线终点到包装地
二、包装的设计三、包装的单元式集合四、包装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装卸五、货物向目的地的运送
六、包装转移七、货物在目的地的接收本章小结关键词思考题第七章国际物流业务——库存管理第一
节库存管理的基本原理一、库存功能二、库存管理的内容及目标三、库存管理理论及其发展四、库存
成本第二节ABC分类库存管理法一、ABC分类库存管理法的实施步骤二、对不同等级货物实施不同管
理第三节基本库存控制模型一、事件驱动和时间驱动二、基本库存补给策略第四节（SS）库存策略一
、基本假设二、（SS）库存模型三、EOQ库存控制模型本章小结关键词思考题第八章国际物流装备第
一节物流装备的现代化一、运输系统的现代化二、仓库的现代化三、配送系统的现代化四、装卸搬运
系统的机械化五、包装的标准化六、信息处理的现代化第二节国际物流装备的现状一、干散货装卸机
械的现状二、集装箱装卸运输机械的现状三、地面无人搬运系统的现状四、仓储机械系统的现状第三
节国际物流装备的发展趋势一、国际物流的新技术装备二、国际物流的保税仓库三、国际物流设施的
展望本章小结关键词思考题第九章国际物流成本管理第一节国际物流成本概述一、国际物流成本与国
际物流成本管理的概念二、国际物流成本管理的理论第二节国际物流成本的分类与构成一、国际物流
成本的分类二、国际物流成本的构成第三节国际物流成本管理的特点、内容及原则一、国际物流成本
管理的特点二、国际物流成本管理的内容三、国际物流成本管理的原则第四节国际物流成本的控制一
、国际物流成本控制的程序二、国际物流成本控制的案例第五节国际物流成本的计算与核算一、物流
中经常用到的决策工具二、国际物流成本计算中的分析第六节作业成本法在国际物流成本管理中的应
用一、作业成本法的概念和意义二、实施作业成本法的步骤三、作业成本法的应用实例分析本章小结
关键词思考题第十章国际物流业务的绩效评价第一节国际物流绩效评价概述一、国际物流绩效评价目
标二、现代国际物流绩效评价的作用三、国际物流绩效评价的内容第二节物流整体绩效评价一、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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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水平评价二、信息服务水平评价第三节物流部门内部绩效评价一、物流成本评价二、运输管理绩
效评价三、存货管理的绩效评价四、物流部门员工绩效评价本章小结关键词思考题第十一章国际物流
标准化第一节国际物流标准化的概念和意义一、物流标准化二、物流标准种类三、物流标准化的意义
及作用第二节物流标准化基本原则一、物流标准化基点的确定二、标准化体系的配合性三、传统、习
惯及经济效果的统一性四、物流与环境及社会的适应性五、安全与保险性第三节物流标准化与国际物
流标准一、物流标准化的主要内容二、物流标准化的实施方法三、物流标准化建设的对策四、国际物
流标准本章小结关键词思考题第十二章国际物流信息系统第一节信息系统一、信息系统的概念二、信
息系统的类型三、信息系统的发展第二节物流信息系统一、物流信息二、物流信息系统三、典型的物
流功能信息系统第三节现代物流信息管理系统一、现代物流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二、现代物流信息管
理系统的设计原则三、现代物流信息系统的系统设计四、系统总体规划五、系统开发方法六、现代物
流信息系统案例分析——ＳＯＡ架构本章小结关键词思考题第十三章国际物流壁垒第一节技术壁垒一
、技术壁垒的定义二、技术壁垒的分类三、技术壁垒的表现第二节其他物流壁垒一、市场和竞争壁垒
二、金融壁垒三、配送渠道壁垒本章小结关键词思考题第十四章国际逆向物流第一节逆向物流的产生
一、逆向物流的概念二、逆向物流的成因第二节逆向物流的分类与特征一、逆向物流的分类二、逆向
物流的特征第三节逆向物流的分析与策略一、逆向物流分析二、逆向物流策略第四节逆向物流发展趋
势一、为分解而设计二、回收更多的物资三、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四、物理物流结构五、信息技术本章
小结关键词思考题第十五章全球化物流第一节全球化物流的产生一、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化物流二、全
球化物流的发展阶段三、全球化物流快速发展的原动力第二节全球化贸易区域物流一、区域物流发展
的理论分析二、区域物流的系统规划与管理第三节全球化物流采购与生产一、全球化采购二、全球化
生产第四节全球化配送一、全球化配送的地位与组织模式二、国际配送中心及其规模效应三、全球化
配送对国际物流系统的要求四、全球化配送存在的问题本章小结关键词思考题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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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解除管制　在一些主要行业中解除管制是国际物流发展的第五个动力，其中金融业和运输
业是解除管制的两个主要行业。
　　（1）解除对金融业的管制。
政府通过法令规章和程序手续方面的变化促进了全球金融和外汇贸易的发展。
它以诸如美国进出口银行之类的机构形式，或以多国政府发起的信用机构，如国际货币市场等，扩大
和保证长期的进出口信贷，其作用大大超过了单一银行的能力。
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基金的可得性，而且还减少了单一银行的风险，增加了贸易潜力。
另一因素是废除了金本位制，以支持单一货币。
过去，由于固定汇率人为地将工业化国家的主要货币设定在高水平上面限制了贸易的发展。
高汇率使得国际贸易费用昂贵，因为它人为地提高了货物的成本。
而浮动汇率则有助于货币的自由流动，它与全球兴衰息息相关。
　　（2）解除对运输业的管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涉及多式联运所有权和经营权、私有化，以及沿海航行权
和双边协定等三大变化。
这些变化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国家曾对国际运输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过限制，即承运人在传统上被限制在单一
运输方式的范围内经营，几乎很少有共同定价和作业协定；尤其是班轮航线不能拥有和管理诸如汽车
和铁路之类的路上运输作业。
由于在这方面没有共同的物权、作业协定和定价协定，使涉及到若干当事人的国际航运变得相当复杂
，因为国际装运交付通常需要多个承运人来履行和管理整个货运流程。
此外，承运人在作业上普遍受到限制。
例如，运输企业归外国人所有的承运人不能在内陆起运地和目的地之间的许多国家作业。
此外，当承运人在外国进行收货或交付时仍然会受到种种限制。
具体地说，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力量来确定外国承运人所能承担的服务范围。
如今，对这些领域的所有权利和经营权限制依然存在，但各国间的营销安排和联盟安排已大大地提高
了运输的灵活性。
刺激运输国际化的另一个因素是承运人私有化程度的提高。
从历史上来讲，有许多国家承运人是由“本国”政府拥有和经营的，其目的是为了促进贸易并在战时
能提供战略储备。
政府作为承运人往往会对其本国企业进行营运补贴，同时又向“外国”企业征收附加费。
于是．人为抬高的运价和拙劣的服务水准使政府承运人提供的装运服务往往变得既昂贵又不可靠，加
之强硬联合和工作规章等限制又产生了低效率的运输作业。
因此，高成本和低效率经营相结合导致许多政府承运人不得不亏本营运。
　　为了尽可能地改善运输服务，许多政府已对大型承运人进行了私有化，其他一些政府也在考虑中
。
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运营，迫使已经私有化的承运人必须改善服务、言行一致和竞争定价；而国际
贸易则是促进这一结果的前提。
在规章制度方面，沿海航行权和双边服务贸易协定中的变化是影响国际物流的又一个因素。
沿海航运权在法律上要求两个国内港口之间的客货运输只能由国内承运人运输。
显然，该项制度保护了国内运输业，但是在整体上降低了其运输设备的使用率。
因此，目前各国都在放宽沿海航行权的限制以提高贸易效率。
　　双边服务贸易协定要求平衡各国登记批准在其国内起点港与终点港进行营运的承运人的数目。
这些协定所起的作用是在特定的关键通关中限制提供服务的国际承运人的总数。
此外，双边协定也会导致承运人提供重复服务，使低流量通道中的运输能力过剩。
目前大多数人建议，传统的双边协定应该向多边协定方向发展，并分别考虑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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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这种政府间的安排和合作将会促进并改善运输服务，同时降低运输费率。
其最终效果将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的发展。
　二、国际物流的发展与趋势　国际物流是一种新的物流形态，是现代物流系统中重要的物流领域。
国际物流的概念虽然是最近才提出并得到人们的重视，但国际物流活动却是早已存在的。
它是随着国际贸易和跨国经营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它们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一）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前。
这一阶段基本上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这时候国际上已经有了不少的经济交往，但是，无论从数量来讲还是从质量来讲，都没有将伴随国际
交往的运输放到主要地位。
国际物流的供需都比较少，发展甚为缓慢。
　　（2）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
这一阶段物流设施和物流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建立了配送中心，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
出现了立体无人仓库，一些国家建立了本国的物流标准化体系，等等。
物流系统的改善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物流活动已经超出了一国范围，但物流国际化的趋势还没有
得到人们的重视。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活跃，交易水平和质量要求也逐渐提高，在这种情况下
，原有为满足运送必要货物的运输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新的要求，系统物流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到国际
领域的。
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了国际间的大规模物流，在物流技术上出现了大型物流工具，如20万吨的油轮
，10万吨的矿石船等。
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国际物流不仅在数量上进一步发展，船舶大型化趋势进一步加
强，而且，出现了提高国际物流服务水平的要求，大规模、高服务型物流从石油、矿石等物流领域向
物流难度最大的中、小件杂货领域深入，其标志是国际集装箱及国际集装箱船的大发展，国际间各主
要航线的定期班轮都投入了集装箱船，一下子把杂货、散货的物流水平提了上去，使物流服务水平获
得了很大的提高。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际物流的质量要求和速度要求进一步提高，这个时期在国际物流领域出现了
航空物流大幅度增加的新形势，同时出现了更高水平的国际联运。
　　（3）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
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往来的日益扩大，物流国际化趋势开始成为世界性的共同问题。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鲍尔索克斯认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已经失去了兴旺发展的势头
，陷入了长期倒退的危机之中。
因此，必须强调、改善国际性物流管理，降低产品成本，并且要改善服务，扩大销售，在激烈的国际
竞争中获得胜利。
与此同时，日本正处于成熟的经济发展期，以贸易立国，要实现与其对外贸易相适应的物流国际化，
并采取了建立物流信息网络，加强物流全面质量管理等一系列措施，提高物流国际化的效率。
这一阶段物流国际化的趋势局限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
　　这一阶段的国际物流出现了两大发展趋势：一是在物流量基本不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出现了“精细
物流”，物流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提高，同时，伴随着新时代人们需求观念的变化，国际物流着力
于解决“小批量、高频度、多品种”的物流，出现了不少新技术和新方法，这就使现代物流不仅覆盖
了大量货物、集装杂货，而且也覆盖了多品种的货物，基本覆盖了所有物流对象，解决了所有物流对
象的现代物流问题；二是伴随国际物流，尤其是伴随国际联运式物流出现的物流信息和首先在国防物
流领域出现的电子数据交换（．EDI）系统。
信息的作用，使物流向更低成本、更高服务、更大量化、更精细化方向发展，许多重要的物流技术都
是依靠信息才得以实现的，这个问题在国际物流中比国内物流表现得更为突出，物流的每一活动几乎
都需要信息支撑，物流质量取决于信息，物流服务依靠信息。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国际物流已进入了物流信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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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这一阶段国际物流的概念和重要性已为各国政府和外贸部门所普遍接受。
网络、条形码技术以及卫星定位系统在物流领域得到普遍应用，而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这些高科技在国际物流中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物流的信息化水平和物流服务水平，所以有人称“物
流就是综合运输加高科技”。
这一时期，贸易伙伴遍布全球，必然要求物流国际化，即物流设施国际化、物流技术国际化、物流服
务国际化、货物运输国际化、包装国际化和流通加工国际化等等。
世界各国广泛开展了国际物流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大胆探索。
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只有广泛开展国际物流合作，才能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物流无国界。
　　（二）发展趋势　　（1）物流技术高速发展，物流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国外物流企业的技术装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目前已经形成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信息技术、运输技术、配送技术、装卸搬运技术、自动化仓储技
术、库存控制技术、包装技术等专业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化物流装备技术格局。
其发展趋势表现为：①信息化一一广泛采用无线互联网技术、卫星定位技术（GPS）、地理信息系统
（GⅡS）和射频标识技术（RF）、条形码技术等；②自动化一一自动引导小车（．AGV）技术、搬
运机器人（robot system）技术等；③智能化一一电子识别和电子跟踪技术，智能交通与运输系统（IT3
）；④集成化一一信息化、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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