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运输与配送管理 

 

考点 1 运输管理 

 

■ 运输与运输系统            1.运输的效用 

■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        2.运输系统的构成要素 

■ 运输方式的选择 

■ 合理运输 

 

空间效用 

也称“场所效用”，是指物品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其使用价值实现的程度是不同的，即效用价值是不同的。 

时间效用 

是指物品在不同的时刻，其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是不同的，即效用价值是不一样的。储存保管可以将物品 

从效用价值低的时刻延迟到价值高的时刻再进入消费环节，使物品的使用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 

 

 

■ 运输与运输系统            1.运输的效用 

■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        2.运输系统的构成要素 

■ 运输方式的选择 

■ 合理运输 

 

运输线路 

运输线路是供运输工具定向移动的通道。在现代运输系统中，主要的运输线路有公路、铁路、水路、航空 

和管道。 

运输工具 

是指在运输线路上用于载重货物并使其发生位移的各种设备和装置。分为三类： 

①仅提供动力，不具有装载货物容器的运输工具，如铁路机车、牵引车、拖船等。 

②没有动力，但具有装载货物容器的从动运输工具，如车皮、挂车、驳船、集装箱等 

③既提供动力，又具有装载货物容器的独立运输工具，如轮船、汽车、飞机等。 

 

 

■ 运输与运输系统            1.运输的效用 

■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        2.运输系统的构成要素 

■ 运输方式的选择 

■ 合理运输 

 

运输参与者 

①货主 ②承运人 ③货运代理人 ④运输经纪人 

运输节点 

运输节点是指运输系统网络中，连接不同运输方式，处于运输线路上的承担货物集散、运输业务办理、 

运输工具保养和维修的基地与场所。 

 

 

 

 

 

 

 



 

■ 运输与运输系统            1.自营运输 

■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        2.运输外包 

■ 运输方式的选择            3.自营运输与运输外包的选择 

■ 合理运输 

 

概念 

是指货主自己承担货物的运输，即自备车辆，向行承担运输责任、自行从事货物 

运输的活动，自营运输中最普遍的形式是自有货车运输。 

优点 

①提升服务 ②降低成本 

缺点 

①空车间程率高  ②对专业货运管理技术要求高 ③资金占用较多 ④承担风险较高 

 

 

■ 运输与运输系统            1.自营运输 

■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        2.运输外包 

■ 运输方式的选择            3.自营运输与运输外包的选择 

■ 合理运输 

 

概念 

是指企业以合同的形式将其运输业务转移给第三方物流运输公司，并支付相应费用的经营方式。 

优点 

①减少投资 ②减少管理负担，降低风险 

缺点 

①运输控制力减弱  ②连带经营风险 

 

 

■ 运输与运输系统            1.自营运输 

■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        2.运输外包 

■ 运输方式的选择            3.自营运输与运输外包的选择 

■ 合理运输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是一个典型的“制造”与“购买”的决策，即企业必须决定制造（从事自营运输） 

还是购买（运输外包）。 

当自营运输成本低于运输外包成本时，显然自营运输更有利。自营运输满载率达到 80%时会比运输外包 

便宜。 

当运量很大时，自营运输会比运输外包更经济；当资金短缺、缺乏合适的运输管理者时，适合选择运输 

外包。 

 

 

 

 

 

 

 

 

 



 

■ 运输与运输系统            1.铁路运输 

■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        2.公路运输 

■ 运输方式的选择            3.水路运输           铁路运输是一种已知的、最有效 

■ 合理运输                  4.航空运输           的陆上交通方式。 

5.管道运输 

 

 

分类 

整车适于运输大宗货物，零担适于运输小批量的零星货物，集装箱适于运输精密、贵重、易损的货物。 

优点 

运行速度快，运输能力大；运输过程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小，连续性强，能保证全年运行；通用性能好， 

可以运输各类货物；运输到发时间准确性较高；运行比较平稳安全可靠；运行成本较低，能耗少。 

 

 

■ 运输与运输系统            1.铁路运输 

■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        2.公路运输 

■ 运输方式的选择            3.水路运输           铁路运输是一种已知的、最有效 

■ 合理运输                  4.航空运输           的陆上交通方式。 

5.管道运输 

 

 

缺点 

铁路专用线的建设周期长、耗资大；无法实现“门到门”运输等。 

适用情形 

铁路适合运送运量大、时间性强、可靠性要求高的一般货物和特种货物。 

从距离方面看，铁路适合中、长距离运输。 

 

 

■ 运输与运输系统            1.铁路运输 

■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        2.公路运输 

■ 运输方式的选择            3.水路运输           主要承担短途运输，一般即指 

■ 合理运输                  4.航空运输           汽车运输。 

5.管道运输 

 

 

优点 

机动灵活，货物损耗少，运行速度快，可实现“门到门”运输；适应性强，可作为其他运输方式的衔接手段，

易于衔接铁路、水路运输以及航空运输，有利于疏散商品，是物资集散的有效工具。 

缺点 

运输能力小，运输成本较高；运输能耗高；不适宜大批量运输；由于汽车体积小，无法运送大件物资， 

所以不适宜运输大宗货物和远距离运输。 

适用情形 

公路运输比较适宜在内陆地区进行短途运输，可以深入山区及偏僻的农村进行货物运输，在远离铁路的区 

域从事干线运输。 

 

 

 



 

■ 运输与运输系统            1.铁路运输 

■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        2.公路运输 

■ 运输方式的选择            3.水路运输           水路运输是以船舶为主要运输工具，以港口或 

■ 合理运输                  4.航空运输           港站为运输基地，以水域为运输活动范围的 

5.管道运输           一种运输方式。 

 

 

优点 

运输能力大，在五种运输方式中，水路运输能力最大，条件良好的航道，通过能力几乎不受限制；通用 

性能较好，尤其适用大件货物的运输；运输成本低，只需利用江河湖海等自然水利资源；平均运距长。 

缺点 

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内河航道和某些港口受季节影响较大，冬季结冰、枯水期水位变低等；运送速 

度慢，在途物资多，资金占用较多。 

适用情形 

水路运输综合优势较为突出，适宜运距长、运量大、时间性不太强的各种大宗物资运输，特别适用于国际 

远洋运输等。 

 

 

■ 运输与运输系统            1.铁路运输 

■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        2.公路运输 

■ 运输方式的选择            3.水路运输           是指使用飞机及其他航空器运送人员、货物、 

■ 合理运输                  4.航空运输           邮件的一种运输方式。 

5.管道运输            

 

 

优点 

运行速度快，可以大大缩短两地之间的运输时间；机动性能好，几乎可以飞越各种天然障碍，到达其他 

运输方式难以到达的地方。 

缺点 

能耗大，运输能力小，成本很高。 

适用情形 

只适宜运输体积小、价值高的物资，常用于国际贸易中贵重物品、鲜活货物和精密仪器运输。 

 

 

 

 

 

 

 

 

 

 

 

 

 

 

 



 

■ 运输与运输系统            1.铁路运输 

■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        2.公路运输 

■ 运输方式的选择            3.水路运输           是将管道作为运输工具的一种长距离输送液体 

■ 合理运输                  4.航空运输           和气体物资的运输方式。 

5.管道运输            

 

 

优点 

运输量大；费用低；安全可靠，连续性强；可以实现封闭运输，损耗小；减少污染；不受气候影响。 

缺点 

专用性强，运输对象受到限制，承运的货物比较单一。 

适用情形 

只适合运输诸如石油、天然气、化学品、碎煤浆等气体和液体货物。 

 

 

运输方式 铁路 公路 水路 航空 管道 

运载工具 火车 汽车 船舶 飞机 管道 

运速 较快 较快 最慢 最快 - 

运量 较大 较小 大 最小 大 

运价 较低 较低 最低 最高 - 

最佳选择 
长途大宗货物

的运输 

各种量小

的短途货运 

运输时间不受限

制的大宗货物或较

重的货物 

轻型、贵

重或急需的

货物 

运输液体和气

体、粉末状和颗粒

状的货物 

 

 

■ 运输与运输系统 

■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 

■ 运输方式的选择            1.不合理运输的形式（9 种） 

■ 合理运输                  2.合理运输的实施（5 步） 

 

 

（1）空驶运输 

不合理运输的最严重形式是空驶运输。 

 （2）对流运输 

亦称"相向运输" "交错运输“指同一种货物，或彼此间可以互相代用而又不影响管理、技术及效益的货物，

在同一线路上或平行线路上作相对方向的运送，而与对方运程的全部或一部分发生重在交错的运输。 

 （3）迂回运输 

属于舍近取远的一种运输。 

（4）重复运输 

本来可以直接将货物运到目的地，但是在未达目的地之处，或目的地之外的其他场所将货物卸下，再重 

复装运送达目的地，这是重复运输的一种形式。 

（5）倒流运输 

货物从销地或中转地向产地或起运地回流的一种运输现象。 

（6）过远运输 



调运物资舍近求远，拉长了货物的运距。 

（7）运力选择不当 

未依据运输工具的优势选择运输方式造成的运输不合理现象。 

 （8）托运方式选择不当 

本应选择整车未选择，反而采取零担托运等类似情况。 

 （9）无效运输 

凡装运的货物中无使用价值的杂质含量过多或者超标的运输都属于无效运输。 

 

 

■ 运输与运输系统 

■ 运输经营方式的选择 

■ 运输方式的选择            1.不合理运输的形式（9 种） 

■ 合理运输                  2.合理运输的实施（5 步） 

 

 

合理选择运输模式 

正确选择运输工具 

确定合理的运输路线 

提高运输设备装载效率 

构建并完善运输网络系统 

 

考点 2 配送管理 

 

 

■ 配送的含义             配送是根据客户要求，对物品进行分类、拣选、集货、 

■ 配送的类型             包装、组配等作业，并按时送达指定地点的物流活动。 

■ 配送中心的运作 

                   

①配送是从物流据点至收货人的一种送货形式，物流据点可以是仓库、配送 

中心，也可以是商店或其他物资集散地，在将货物送交收货人后即告完成。 

②配送是流通加工、整理、拣选、分类、配货、末端运输等多种物流活动的 

组合体。 

③以用户要求为根本出发点。 

④配送要体现经济合理性，并以现代化的物流技术与装备为支撑。 

 

 

■ 配送的含义            1.按配送的组织形式分类 

■ 配送的类型            2.按配送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分类 

■ 配送中心的运作        3.按配送的时间和数量分类 

 

                   

（1）集中配送：由专门从事配送业务的企业对多家用户开展的配送。 

（2）共同配送：又称协同配送，是在同一个地区，许多企业在物流运输中相互配合、联合合作，共同进行 

理货、配货、发送等活动的一种配送组织形式。 

（3）分散配送：对小批量、零星货物或者临时需要的货物，一般由商业销售网点进行的配送。 

 

 

 



 

■ 配送的含义            1.按配送的组织形式分类 

■ 配送的类型            2.按配送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分类 

■ 配送中心的运作        3.按配送的时间和数量分类 

 

                   

（1）单（少）品种大批量配送：当生产企业所需的物资品种少或者只需要单一品种的物资，而需求量大且 

需求较稳定时，可实行这种配送方式。 

（2）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配送：按用户的要求，将所需的各种物资配备齐全后，由配送点送达用户。 

（3）成套配套配送：按企业生产需要，尤其是装配型企业的生产需要，将生产每一件产品所需的全部零部 

件配齐，按生产节奏定时送达，随即可将此成套零部件送入生产线装配产品，这种配送方式中，配送企业 

承担了生产企业大部分供应工作，有利于生产企业实现“零库存”，专注生产。 

 

 

■ 配送的含义            1.按配送的组织形式分类 

■ 配送的类型            2.按配送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分类 

■ 配送中心的运作        3.按配送的时间和数量分类 

 

                   

（1）定时配送：按规定的时间间隔进行的配送。 

（2）定量配送：按规定的批量在一个指定的时间范围内进行的配送。 

（3）定时定量配送：按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货物品种和数量进行配送。 

（4）定时定路线配送：在规定的运行线路上 ，制定配送车辆到达的时间表，按运行时间表进行配送。 

（5）即时配送：立即响应用户提出的即刻服务要求并且短时间内送达的一种配送方式。 

 

 

■ 配送的含义            1.配送中心的概念 

■ 配送的类型            2.配送中心的分类 

■ 配送中心的运作        3.配送中心的作业流程 

4.配送中心的分拣策略 

 

 

是指专门从事配送业务的物流场所或组织，是指具有完善的配送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可便捷地连接对 

外交通运输网络，并向终端客户提供短距离、小批量、多批次配送服务的专业化配送场所。 

配送中心的作用： 

大大简化了流通活动，使供货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提供了经济高效的储运服务； 

提高了优质的保管、包装、加工、配送、信息服务； 

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发展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方式的作用突出。 

 

 

 

 

 

 

 

 

 



 

■ 配送的含义            1.配送中心的概念 

■ 配送的类型            2.配送中心的分类 

■ 配送中心的运作        3.配送中心的作业流程 

4.配送中心的分拣策略 

 

 

（1）按物流设施的归属分类 

①自有型配送中心：利于协调企业内部的关系，配送商品与时间等可以从自身需要的角度协调控制。 

②公共型配送中心：专业提供配送服务，只要支付服务费，任何用户都可以使用的配送中心。 

③合作型配送中心：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共同投资、共享服务的配送中心。这种合作可以有效节省建设 

投资，降低物流成本，提高配送经营效益。 

（2）按配送中心的服务对象分类 

①面向最终消费者的配送中心：业务特点是将商品由配送中心直接送达消费者手中，一般来说，家具、大 

型家用电器等商品是这种方式。 

②面向制造业的配送中心：根据制造企业的生产需求，将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零配，按照生产计划的安排 ，

送达企业的仓库或直接运送到生产现场。 

③面向零售商的配送中心：按照零售店铺的订货要求，将各种商品备齐后送达零售店铺，如为连锁店服务 

的配送中心和为百货店服务的配送中心。 

（3）按运营主体分类 

包括以制造商为运营主体的配送中心，以批发商为运营主体的配送中心，以零售商为运营主体的配送中 

心，以及以仓储运输企业为运营主体的配送中心。 

 

 

■ 配送的含义            1.配送中心的概念 

■ 配送的类型            2.配送中心的分类 

■ 配送中心的运作        3.配送中心的作业流程 

4.配送中心的分拣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