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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体主导的基核区位分布与

两业联动发展关系研究

董千里 ，董 展

长安大学 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 ，陕西 西安

摘 要 针对由集成体所主导的融合型 、连接型 和公共型基核间区位分布关系 ，
分析不同基核关系类别在两业联动到两链融

合过程中的作用 ，进一步提出基核间直接衔接和间接衔接作用机理 ，指出带有公共型特征的基核 物流中心 、 物流园区和国际陆

港 在两业联动中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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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链融合所体现的质量 、效率和成本 重点是市场需求快速响

引言 应和产品服务快速到位机理的作用 这些指标的测量也可以

用物流链切人制造供应链过程的两链衔接或融合的基核空 间

基核是集成场中的重要范畴 ，它起着承载多种复合场源 、
相对区位关系来表示 ，

它们是两业联动发展紧密衔接 、精准对

产生集成引力 的综合作用 。 土地是基核区位的物质载体 ，
由 接实现程虔的基础 体现了两业联动发展模式的效率 、成本和

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中的基本特征是具有不可移动性 ， 因此 质量特征 ，
其中 ，

基核间区位是两业联动走 向两链衔接或融

在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过程中
，
集成体主导物流链切人供应 合的一个重要的基核衔接区位点 ，

也是以土地等资源为基础

链的物料 产品 流动过程都离不开土地作为对接作业的空间 构建联接键 、形成排他性的 区位要素 。

载体。 在两业联动发展过程中 制造集成体所主导的供应链产

品生产 组装 基地
，
因其产品性能及服务 品牌 、

生产规模和市 基核与集成体间关系
场价值等场源的复合作用

，
形成了对各类物流服务商不同集

聚引力的基核 。 董千里 提出 了物流集成体主导物流链 基核间关系

形成 、布局 、普级和稳定发展的机理 ，包括 ：物流链形成的需求 基核具有极性的对称性 、业务的均衡性 、场线的集散性和

场源机理 、物流链融人供应链机理 、物流链节点位置优势差异 功能的统一性等性质 。 显然 基核间关系特征与紧密衔接 、精

机理和场源 、基核向网链高端移位机理 这些机理 】体现了物 准对接等与两链融合的基核区位条件相关 。 从两业联动发展

流业高级化发展中集成体构建的网链结构需求 。 制造集成体 过程来看 ，
以制造集成体主导 的基核 ，

可 以成为最终产品形成
主导的供应链竞争优势在于基核 ，

两业联动发展的关键在于 基地 该基地可以包容物流集成体的业务基地 。 两链融合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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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核间所发生的场线联系是 由 物流基核指向制造基核过程。 伙伴关系模型如图 所示 。

从作用 区位及服务对象看 可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 ：融合型 、 战略

连接型和公共型 通常表现为分离型状态 基核间关系 ， 如图 制 當 价值 物

所示 。 文化 上

於麵核 激纖核

綱 鹏

图例 场线 一 物流通道
！

！

图 基核间关系类型 供 功能

图 中的三种基核关系 的基本特征可以用表 来表示 。

根据物流与供应链企业现场的考察调研 构成融合 、连接和公
！

过

共型关系的基核关系的数量往往是金字塔结构 ，
即融合型很

少 公細数量歡 连接型介于其中 但数量偏小 。

，
同类型集成 主导的基核间的关系

巧
型 “

关系类别 典型 合作范例 典塑 的街接业务形式
接

厳 程
式特征 地

陕重卡 通汇物流等 ！

业化 组姓产
生产 工位 业务规棋达 到对所

图 制造集成体与物流集成体间的关系

胜合
们秘们轴

合作的集成体有 结合问卷调研 、现场调研和表 阐述的涵义 ，分析图 中
析

专髮专业綱 聰 咖 力

所涉及制造供应链的交集 ，
可见 不同基核间关系是供应链衔

核 专 务 成品车 运 成 库 区 接中的关键因素 ，与物流集成体主导对接的业务规模 、能力有
装栽区

引 力 密切关系
，
不同规模的物流集成体与制造集成体在主观认识

型
―访

网络节 新科安达 众 多品牌 全球、 全 或区域
； — 曰 口口 ±

点 的 客户 凡搞 众多 仓 运输 ， 配送等 节 网络的 成引 和客观资源把握方面是有明确差异的 ，
人表 。

对多 担客 户
— 融合型 。 集成体之间相互持股 ，制造集成体与物流集

公共 二
困

企

区

业 成 丰
：

区 作业 场 議
成体是控股关系 ，需要在战略 、价值和文化等方職成一致 ，

生产基 地 商品等运输 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当业务规模足够大时 物流集成体对

只有少数集成体的基核属 于融合型关系 ，
通常是在本部 构建十分稳定的竞合关系非常关注 ，

对于新进入集成场的竞

基地构建 ， 其形成往往需要
一

定的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 否则 争者具有强力排它作用 。

只是物流集成体在制造集成体的基核上进行相关物流作业。 （ 连接型 。 可有点对点或网络连接型基核间关系 。 制造

再者是连接型基核关系 ，
这一类型又可进

一步分为点对点型 集成体与物流集成体之间通过建立长期合同关系 ， 当业务规

连接和网络型连接两个子类 ，
点对点连接是物流集成体基核 模足够大时 可构建不同集成体问点对点稳定的 战略关系 ；

网

与制造集成体的基核直接连接 便于进行专业化作业 而网络 络连接是集成体根据主要客户分布构建支持客户群的 网络节

型连接是指集成体的基核呈网络体系 如分布在全球 、
全国或 点体系 长期关系达到相互认可 。 点对点或网络连接型基核关

一定区域 ， 能够在集成体之间最大程度地提高 以 网络节点为 系对于新进入集成场的竞争者具有一定的排它作用 。

基础的衔接对接效率和质量的基核 。 集成场中为数最多的是 （ 公共型 。 处于物流园区 、物流中心中 的物流集成体多

公共型基核关系 其中公共型基核间距离可以有远距 、 中距和 为 中小集成体 ，
或是大型集成体在园区的业务单位 。 业务规模

近距三种关系 。 不同类型基核间关系与处于不同竞合关系的 较大的物流集成体与制造集成体之间一般有半年 、
一年的合

集成体 、产业布局环境密切相关 。 依据融合型 、连接型和公共 同关系 而业务规模小的有短期合同或一次性业务合同 。 因为

型基核间关系 ，
可以反映产业布局和不 同集成体间基于土地 公共型 即基核间处于分离状态关系 长距离的物流通道涉及

等作业场所的竞合关系 从融合型 、连接型到公共型基核关系 比集成体之间更严酷的关系要素要解决 。 诸如 高速公路通行

其被取代 、被更替的可能性逐层加大 。 费和地方交通管制收费罚款等物流通道相关问题 。

集成体之间的关系

不同集成体所依托的基核间关系 ，
从某种程度反映 了不 基核对两业联动发展模式的影响

同产业在空间的联系程度和产业在空间的集聚程度 。 这
一规

律可以通过国 内外很多实例得以验证 。 对于集成体间关系和 制造集成体的基核与物流通道关系
不 同类型基核间关系所涉及的进行

“

解 麻雀
”

的研究可 以看 制造基地作为基核可以直接与物流集成体在此对接重型

出 ：制造集成体与物流集成体的主体单元一般需要在战略 、 价 装备 、机器设备等的集装箱运输 、大件运输过程 完成高效率

值和文化等方面达成共识 ， 才可能在可掌握可控制的资源力 的产品交付 具有重要的供应链价值。 特别是在按照订单制造
图达成兼容运作的关系体系 ；

即从主观到客观均需建立长期 的供应链模式下 ， 制造集成体的基核与运输通道对接往往有

关系 。 在不同集成体之间建立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 ，其供应链 道路运输 、铁路运输 、公路航空联运等存在的运行阻力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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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类型基核与集成体间合作模式的关系 率 、容积利用率 其运距通常可达到

关系
丨

基 核 类
細総 鍾針 夂吐

°°° 以上
’
从而使得单位物流成

翔 型
聰■ ■

本得 以降低。

直接在制造 国际陆港是具有更多唯一性场源

， 制 造 基 制纖成体 ： 主导制
地撤服 的基核 ， 除能够面向社会提供许多公

口 厂賊需求 出厂
離应猶

驻厂減
共滅服务以外

’
还能够提供通关 、保

観需求 精麵
税等综合麵海关等平台服务 ’

因此
，

—

企 业 专 作业场所 、

—

仓储设施 ； 装卸设 专 化精 物流企仆丰 作为基核的陆港平台集成体作用也就

用节点 设施设备、 施
、 设备 ； 物流作 物流集成体 ： 主导物 准服务 凸现出来 ，

国际陆港的物流集成力 ，

企 业 网 相关麵 ； 錄地
：概货源、 流供应酣程 网络化节

在两业联动集成场中起着集聚 、 辐射
型

络节点 酬路 辖 、 独 点服务
物流场线作用 ，

全程観场线运作效

八
、 率与每

一

个物流节点作业 、 服务效率

作业场所 、 中心 平台集成体 ：

■
集聚 、 辐射 密切相关 。

物
为输 货■信纖

能、 资源型物
企业 、 业 基于基核进行两业联动

信 息 及 货 物流集舰 主导功 以
—

源获得 翅物涮 务 上 基于基核间直接衔接的两

多式瓶 、 公铁腿等方式 ；

业联动机制

—■
业务和能力条件平衡是构建基核

公
物 流 园

资源 货源集聚地 车源
支持区域物流功能 、 大中物流 范围大 ， 集 间融合型关系的前提 ’ 即制造集成体

区
（
面向

、

也 ； 佳取灿
物流资■合服务 ：

企业专线 聚 能够提供一定规模集成物流业务能

社会） 物難成体 主导功 运输 糖 力
，
当集成体间能够形成基核直接衔

型 及 货
物觀务墟

以上
接区位条件 ， 业务和能力条件的平衡

纖得 麵务商
就械合■核间关系的建立醒条

陆港平台集成体： 支 国 物流祖
件 。 集成観商能髓过整合相关资

通关纖、

报规关 保税物
持国 流、 保税物 围 ： 国 源

， 满足制造集成体供应链物流业务
国 际 陆 保税職 ；

流 公铁藤 堆
流和装卸 、 中麵 大中物流 流需求及其

要求 。 例如
，
连接型基核间关系

，集成
港 （公共 ：

场、集装箱货运站
服务过程 企业大陆 物流通道指

物流商能够整合相关资源 ， 以其物流
服务 ） 资源集聚 ；

‘

物流集成体 ： 主导国 桥运输 向就是国 际 服务功能与制造集成体供应链物流需
增劃路 际物流 、 域物流和 物流场线辐 求进行直接对接 。 从供应链价值导 向

化髓过程 射范围 。 看 直接衔接的两业联动机制是以功

环境和运行成本 的作用 ， 对物流服务方式 、运营绩效有重大影 能提升的供应链价值导向集成物流服

响 。 务过程 。

物流集成体涉及的基核与制造集成体的关系 基于基核间 间接衔接的两业联动机制

大中型物流集成体往往采用构建物流 网络节点形成连接 缺乏足够稳定规模的业务 ，
物流集成体需要整合多个制

客户的基核
，
其网络节点体系成为业务营销的关键因素 可以 造集成体不同货种 、 批量可采用同一物流通道的物流业务 ， 当

支持其众多客户供应链的物流发展需要 。 显然 当两种类型基 基核缺乏直接连接的必要条件 ，
可通过各类面向社会提供通

核无缝对接 零距离基核间的物流作业使得合作效率更高 、发 用物流服务的基核 ， 通过多个物流集成体完成不同方向规模

展关系更密切 。 的供应链物流业务 。 其共同物流服务方式可以分为专业化或

各类基核往往有公路 、公路 航空 、铁路 、公 铁 海联 通用化的物流服务过程 。 从供应链价值导 向分析 间接衔接的

运等多种物流通道衔接方式 。 物流中心 、物流园区为企业进驻 两业联动机制是以成本导向为主的供应链物流服务过程 。

物流作业区提供了基础条件 。 而中小物流集成体往往采用物

流中心 、 物流园区等公共型服务平台作为连接生产企业的基 主要结论
核 完成中转 、换装 、装卸 、仓储 、配送等服务功能 。 这种模式可

以减少集成体 自建物流服务网络的投资 和风险 。 以物流园 区 基核是两业联动协同运作的基地 ，
是以土地作为载体的

为基核 物流集成体可以以共 同运输方式形成场线 例如 ，
零 基核区位

，
成为两业联动发展走向两链融合 ，

进
一

步构建信

担货运等服务方式与制造企业对接 ，
可以实现物流集成体

一

息 、功能 、技术 、资源 、流程乃至综合型联接键的基础 。

对多的服务方式 ， 将零担货物通过配载转变为整车运输服务 融合型 、连接型基核间关系建立是产业以土地 区位 ） 为

形式 。 这样完成干线运输过程形成 的 吨位利用 基础的资源集聚的一种形式 不 同集成体选 下转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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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个评价参数的权系数 ，
取其绝对值计算 （见表 以 丨

， 价值系数的计算
的 献率 见表 公式计算 ，

可得各指标参
有了功能系数和成本系数 根据公式 可以计算出

数的权系数 见表 。

例 如 物流成本功能系统内各作业活动的价值系数 ，结果见表 。

， 同理可计算 ， 卩 分别为 表 物流成本功
，
系统各作

，
活动的价 系数

。
作业活动 功能 系数 成本系数 价值系数

运输
再由 式

」

可计算母 评价少数的头际权重 （

輔鉢

功能系数 结果见表 。 包装鉢

表 物流成本功能系统各指标的权系数和权重 装卸与搬运成本 （

胃 流通加工成本 （

観信息成本 （妨厂

物流管理成本 （

权重 从表 可以看出 ， 包装成本 、流通加工成本 、物流信息成
‘

本和物流管理成本的价值系数大于 ，
可不做改进 ； 而运输成

上 本 、库存成本 、装卸与搬运成本价值系数都小于 ，说明该作业
、

活动的成本耗费偏高或者功能价值偏小 需要进行改进 。

物流信息成本 、物流管理成本的功能系数分别为

在该系统中对 结论
其影响最大的是运输成本和库存成本 其次是物流管理成本 、

装卸与搬运成本 、物流信息成本 流通加工成本和包装成本对 本文按照国家标准 《企业物流成本构成

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 与计算 》 的要求 ，
把制造企业物流成本分成物流成本功能项

成本系数的计算 目 、物流成本运作范围和物 成本支付形态 。 利用价值工程原

成本的计算按照作业成本法对物流成本功能系统各作业 理对制造企业物流成本进行了定量研究 ， 对物流企业控制和

士 山典 田地 坊酋 宙论八 主
一 改善成本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利用价值工程理论可以

活动的头际支出费用进仃核算 ’
再按 式

对企业的物流服务水平进行评价 还可 以计算出每个作业活

第 个作业活动的成本系数 表示第 个作业活动的实际成 动的功能与成本匹配情况 若计算的价值系数大于 说明功

士 令 主
一

女 汝 丨 丨 样说姑 口 士士 勒 、 少注 山 士士 安
能系数大于成本系数 ，该作业活动不需要做改进 ， 否则需要改

进 这样可眺出当前价值较低的翻环节进行改进 ，从藤

数 某物流企业的实际成本和成本系数计算结果见表 。 高物流企业整体服务水平 。

表 物流成本功能系统各作业活动的实际成本与成本系数 参考文献

作业活动 实际成 单位 ： 万元 成本系数 陈燕 制造企业物流成本核算与控制研究 长沙 ： 中南林业科技大

运输成本 （
学

库存财 侯璞 基于价值工程法的物流成本管理研究 物流技术 ， 咏

包装成本 （

装卸与搬运成本 （

顾 基于价值创造 的物流成本投人分析 中国流 经济 ，

流通加工成本

観信膽 ⑷吴江 价值工程在监理投资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重庆 ：重庆大学 ，

物流管理成本
张平 汽车制造企业物流成本控制策略研究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

上接第 页 择基核 功能 、区位及其资源关系 在本部区位 仅是寻求成本降低的价值导向 。

需要多种条件 ， 不仅涉及企业战略 、 价值和文化的一致性认 参考文《

同 而且要求在长期合作 、关系稳定等的条件支持下才能够实 董千里 物流集成场： 国际陆港理论与实践岡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

现资源兼容运作 。 由于基核间长距离的外界环境影响 增加了 ±
，

两业联动绩效 、效率 、成本和质量等的不确定性 降低物流集

成体间长距离运营成本是公共型基核间关系 的关键任务 。
⑶彳 ‘

基核嶋直接衔接关系在 定程度上反映了制造业与物
纟

基于集成场的省域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水平研究 物

董千里 ’董展 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集成场的職形成及推论研究
的联动方式及两业联动的深度发展和融合 。 基核间融合型关

物流工程与管现

系 的构成与供应链价值导向十分密切 ，
融合型 、连接型基核关 董千里 ，董展 提升 国际陆港物流集成力 的 战略思考 综合运输 ，

系更容易从提升功能的角度来实现供应链价值增值 ，
而不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