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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讲 物流增值服务及风险控制与管理

本章研讨重点

• 流通加工的特点及组织设计工作，流通加工
作业的排序与任务分配

• 包装技术、包装标准化、包装器械与包装的
组织工作

• 物流金融服务的业务种类、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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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3.1 流通加工及其组织设计

13.2 流通加工作业排序与任务分配*

13.3 包装及其组织技术

13.4 物流金融增值服务及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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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例：衔接

• 其一：钢厂生产的钢卷——开平作业——生产制造过程

• 钢精（卷）——拉伸剪切——生产制造过程（建筑预制件
生产过程）

• 其二：德国海公司

• 冰岛鲜鱼——海运到港口——铁路运输水产品加工中心

• ——按订单分类加工（配送）

• ——暂时未有订单冷藏仓储

• 整个过程涉及三种运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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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流通加工及其组织设计

13.1.1 流通加工概述

⒈流通加工的概念和特点

 流通加工是指某些原料或产成品从供应领域向生产领域或从
生产领域 向消费领域流动过程中，为了有效利用资源、方便用

户、提高物流效率和促进销售，在流通领域对产品进行的初级
或简单再加工。

 流通加工的目的主要是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降低
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服务质量和效率。流通加工的对象，主要
是进入流通领域中的商品，包括各种原材料和成品；一般不是
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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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流通加工的依据与系统形成

• 流通加工的出现，是物流服务与现代生产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在物
流领域中的应用十分普遍。主要用于解决两极矛盾和增值服务问题：

生产的集中化形成产需之间的隔离，需要流通加工衔接产需环
节；

生产追求的标准化与消费追求的个性化之间的矛盾，可以采用
流通加工方法得以解决；

部分生产加工由生产领域转移到流通领域，以物流过程的流通
加工方式继续进行，使得商品价值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提高服务质量、降低物流总成本也是流通加工形式得以存在与
发展的重要原因。

13.1.1 流通加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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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加工主要是在物流过程中为了方便销售、方便用户、组织
合理运输、提高物流效率而对物料、产品进行的加工作业。流通加
工系统的主要目标是：方便销售、方便运输与节约运输能力、方便
消费；提高物流服务质量；提高物流效率和经济效益。

• 流通加工系统可依据加工物品、销售对象和运输作业的要求，
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选择加工场所与加工过程的安全性、经济性；加工机械的配置
与空间组织；流通加工的技术、方法；流通加工的作业规范和流程
；加工质量保障体系；加工对象如产品的销售渠道与销售市场情况
；满足用户需要的指标及考核；降低流通加工的费用；流通加工组
织与管理。

13.1.1 流通加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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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通加工的主要作用和形式

• 流通加工的主要作用体现在：

有利于生产者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可以方便用户需求，提高物流效率与服务质量；

可以使商品满足用户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完善和提高物流功能；

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各种运输手段的运用效率；

流通加工可以完善商品功能，提高经济效益。

• 流通加工按其加工的目的划分，大致有如下五种基本流通加工形式：
实现流通的加工、衔接产需的加工、除去杂质的加工、生产延伸的加工
、提高效益的加工等，例如，煤炭配煤加工、水泥熟料运输、水产品加
工等。

13.1.1 流通加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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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流通加工及其组织设计

13.1.2 流通加工的组织设计

⒈流通加工基本职能与管理

 设置流通加工需要进行可行性分析。由于流通加工仅是一种
补充性加工，因此流通加工系统建设规模、投资数额都必然远
远小于一般的生产性企业，投资与回报特点是：投资额较低、
投资时间短、建设周期短、投资回收速度快、投资收益较大。
投资可行性分析可采用静态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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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加工过程的工艺过程比生产加工制造过程简单得多，
但也体现了加工生产的许多特点。

（1）流通加工的计划职能和内容涉及加工作业、技术经济等。

（2）流通加工的组织职能是将劳动力，设备和材料进行最恰当

的组织，使流通加工过程能与仓储作业、库存控制、配送作业之
间能很好地协调而不发生紊乱。主要包括；流通加工的空间组织
、时间组织和劳动组织。

（3）流通加工中的控制职能突出表现在质量控制、进度控制和
成本控制。

13.1.2 流通加工的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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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加工中的全面质量管理，基本上可以按工业企业质量
管理的模式进行。常用分析质量、控制质量的方法有：因
果分析图、排列图、控制图、关联图、网络图、质量参数
分布图、统计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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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流通加工环节设置分析

• 流通加工有很多优越性，但同时也在产需之间形成了一项中间环节，
因而，也可能存在许多降低经济效益的因素。因此，必须进行技术经济
可行性分析加以论证，综合比较分析后，方能最终决定是否设置流通加
工环节。一般需要从生产领域、消费领域、物流过程、从经济角度分析
，流通加工仅是一种补充性、延伸性、辅助性加工，其技术设备要适用
、规模要合理，这样投资方面的要求相对较低。对于可以与仓储作业、
场地、人员、设施、设备共用的流通加工环节，因其主要投资在仓库建
设中已考虑过，属沉没成本。故此时的流通加工环节，应考虑如何更多
、更好地提供流通加工服务。主要考察流通加工工艺、组织与管理水平
，以能否适应或满足用户要求为准则即可。例如，时装的分类、质检、
包装等作业与仓库时装导轨、场地完全可以或基本可以共用，则可免去
可行性研究工作。

13.1.2 流通加工的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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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典型的流通加工方法

• 较为典型的流通加工方法主要有：钢材流通加工、木材流通加工、平
板玻璃流通加工、食品流通加工、煤炭流通加工、水泥流通加工、组装
产品的流通加工、生产延续的流通加工等。一些产品因其本身特性要求
，需要较宽阔的仓储场地或设施，而在生产场地建设这些设施不经济，
则可将部分生产领域的作业延伸到仓储环节完成，既提高了仓储面积、
容积利用率，又节约了生产场地。

13.1.2 流通加工的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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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1：时装RSD服务（一）

• RSD服务是时装的接收、分类和配送服务。RSD是TNT澳大利亚公司
下属的一家分公司开展的物流服务业务。它可以为顾客提供从任何地
方来、到任何地方去的时装流通加工、运输、分送的服务。

• RSD运输服务是建立在时装仓库的基础上的。时装仓库最大的特点是
，具有悬挂时装的多层仓库导轨系统。一般有2～3层导轨悬挂的时装
，可以直接传输到运送时装的集装箱中，形成时装取货、分类、库存
、分送的仓储、流通加工、配送等的集成系统。在这个基础上，无论
是平装还是悬挂的时装，都可以以最优越的时装运输条件，进行门到
门的运输服务。在先进的时装运输服务基础上，公司开展RSD服务项
目，其实质是一种流通加工业务。RSD服务满足了时装制造厂家、进
口商、代理商或零售商的需要，依据顾客及市场的情况对时装的取货
、分类、分送（供销）全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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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1：时装RSD服务（二）

• 时装RSD服务可以完成制衣过程的质量检验等工作，并在时装仓库
中完成进入市场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例如：①取货：直接到制衣厂
上门取时装。②分类：根据时装颜色、式样进行分类。③检查：时
装颜色、脱线等质量问题。④装袋：贴标签后装袋、装箱。⑤配送
：按销售计划，直接送达经销商或用户。⑥信息服务与管理：提供
相应的时装信息服务和信息化管理。

• 许多属于生产过程的工作程序和作业，可以在仓储过程中完成，这
是运输业务的前向延伸，是社会化分工与协作的又一具体体现。这
样，服装生产厂家，可以利用最小的空间（生产场地）、最少的时
间、最低的成本来实现自己的销售计划，物流企业也有了相对稳定
的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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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流通加工作业排序与任务分配 *

13.2.1 加工作业排序概述

⒈加工作业排序的概念

• 流通加工作业问题是指在一定期间内分配给各个加工单位（
包括：工段、班组、工作地或机床）的生产任务，根据加工工
艺和负荷的可能性，确定各加工单位流通加工作业开始时间、
作业结束时间，并进行作业顺序编号，称为生产作业排序。同
样的加工任务，采用不同的生产作业排序方法，所得到的生产
效率、经济效益是不同的，甚至有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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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加工作业排序的分类

• 加工作业的排序问题可以表述为：n项加工任务，在m个加工单
位进行作业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

• ⑴流水型m×n排序问题：n项加工任务经过m个单位进行加工，
所有加工任务的工艺顺序相同。其特点是，如果在第一个加工单
位决定了加工顺序，则以后的加工单位都应保持同一加工顺序。
设有n项加工任务就有n！个排序方案。

• ⑵非流水型m×n排序问题：n项加工任务经过m个单位加工作业

，所有加工任务的工艺顺序不相同或不完全相同。因此，非流水
型排序问题的排序方案共有 （n!）m个。

13.2.1 加工作业排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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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基本指标的参数与计算

• 流通加工作业的评价尺度主要有：最大流程时间、平均流程时间、最
大延期量、平均延期量等指标。这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加工作业组织在
效率和效益上的要求。

• 流程时间和延期量的计算公式。在计算公式中设：n－任务数；m－工
作地（设备）数；－第i项加工任务； －第i项任务的第j项工序；－第i项
任务在第j工作地（设备）上的加工时间；－任务 可以开始加工的时刻
； －任务 要求完成的时刻（交货时刻）； － 在进行加工前的等待时
间； －第i项任务的完成时刻。

①任务 的总加工时间

②任务 的总排队时间

13.2.2 作业排序的评价尺度和要求

t ti ij
j

m





1

J i ijO ijt

ir

id

J i

J i ijW Oij

Ci

J i

J i
W Wi ij

j

m





1



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 Institute of Logistics & Supply Chain [ILSC]董千里：高级物流学（第三版）Advanced Logistics

③第i项任务的完成时刻

等于该项任务要开始时刻与完成该任务总的加工时间、总排队等候
时间之和，即

④第i项任务在本工作地的流程时间

• ⑤第i项任务的延期量

• 延期量 指如果任务 的完成时刻 已超过交货时刻 ，则形成交货延期
，用 表示为:

• 若未超过 ，则延期量为0。

13.2.2 作业排序的评价尺度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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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指标的参数与计算

• 评价加工顺序安排的主要要求是加工周期短；不发生交货误期。具体
衡量指标如下：

⑴在本工作地完成加工的各项任务中，最大流程要求最短，即

⑵在本工作地完成加工的各项任务的平均流程要求最短，即

⑶本工作地完成的各项任务中，最大延期量要求最小，即

⑷在本工作地完成的各项任务的平均延期量要求最小，即

13.2.2 作业排序的评价尺度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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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一工作地排序问题（1×n）

• 单一工作地排序是指由一个加工单位（工作地、机床）完
成n项加工任务，不论作何种安排，n项任务中最大流程时间
总是一个定值。所以，作业计划的目标优化，通常使平均流
程时间趋向于最小，或使最大延期量为零或最小。

13.2.3 流通加工作业排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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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2：单一工作地排序问题的应用（一）

• 设某班组利用某一大型设备进行6项流通加工任务，所需
时间及预定交货期（配送时刻）如表13-1所示。

表13- 1  各项任务的加工时间及预定交期 单位：（d）

任务编号 J1
J2 J3 J4 J5 J6

所需加工时间ti 5 8 2 7 9 3

预定交货期 di 26 22 23 8 34 24

J1J2J3J4J5J6ti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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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案例，可以用三种方法求解：

• ⑴最短加工时间规则。按加工任务所需加工时间长短，从
短到长按顺序排列，数值最小者排在最前面加工，最大者
排在最后面加工。按上述方法安排任务的排序结果列在表
13-2。

表13- 2 按最短加工时间规则排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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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排序的方案是：
3J

 － J6 － J1 － J4  － J2  － J5  

最大加工流程时间 Fmax =93（d）；平均加工流程时间 F  155. （d）；最大交货延期量 Dmax =9（d）；平均交货延期量D  2（d）。 

采用这一方法可以使平均流程时间最短，滞留在本工作地的平均在制品占用量最少，有利

于节约流动资金占用，减少厂房、仓库及加工作业面积和节约保管费用。由于没有考虑交货

期，所以可能存在着交货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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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最早预定交货期规则。

• 按加工任务规定完成时刻，即按预定交货期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预
定交货期最早的排在最前，最晚的排在最后。本例按最早预定交货期

规则排序结果，列在表13-3中。
表13- 3  按最早预定交货期规则的排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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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排序的方案是： 4J － 2J － 3J － 6J － 1J － 5J   

最大加工流程时间 Fmax =118（d）；平均加工流程时间 F  19 7. （d）；最大交

货延期量Dmax和平均交货延期量 0D  （d）。消除了延期量，但加工流程时间增

加了 25（d），平均加工流程时间增加了 4.2（d）。 

采用这一方法可以保证按期交货或交货延期量最小，减少违约罚款和企业信

誉损失，但是平均流程时间增加，不利于减少在制品占用量，节约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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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规则

将两规则综合使用的方法，主要步骤是： 

①先根据最早预定交货期规则，安排一个最大延期量为最小的方案。表 13-3所

得方案：加工排序的方案是： 4J － 2J － 3J － 6J － 1J － 5J 可满足这一要求。 

②计算所有任务总流程时间。本案例是 34（d）。 

③查出初始方案中预定交货期大于总流程时间的加工任务，按最短加工时间规

则，加工时间最长的排在最后。也就是在不会发生交货延期的条件下，按最短加工

时间排序。本例中d i ≥ maxF 的任务仅是 J5，故排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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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暂舍去已排定的 J5，剩下 J4 － J2 － J3－ J6－ J1回到第②步。剩下的 5项任务的总流程时间为 25（d），

再按第③步，排定 J1。然后剩下 J4 、J2 、J3、J6四项任务，再重复上述步骤，其中 J2 、J3、J6均满足 id ≥ maxF ，

按最短加工时间规则，将 2J 调整到 3J 、 6J 的后面。最后排定的排序结果参见表 13-4中。 

 
表13- 4 按综合规则的排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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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排序的方案是： J4 － J3－ J6－ J2 － J1－ J5 

最大加工流程时间 Fmax =107（d）；平均加工流程时间 F 17.8（d）；

最大交货延期量Dmax和平均交货延期量D=0（d）。消除了延期量后，

加工流程时间比按最早预定交货期规则还减少了 11（d），平均加工

流程时间减少了 2.1（d）。 

本案例采用这一方法可以得到交货延期量为 0，平均流程时间较短的

加工排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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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 3：约翰逊－贝尔曼规则的应用

设有 iJ （i＝1，2，…，5）5 项任务，均需先在 A 工作地，而后在 B 工

作地上加工，各项加工任务在 A、B工作地上加工的工时列在表 13-5中。 

表 13- 1  各项任务在 A、B工作地上的加工时间（h） 

任务编号 J1 J2  J3 J4  J5  

A工作地工时（tiA） 5 8 12 4 6 

B工作地工时（tiB） 10 8 7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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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约翰逊－贝尔曼规则排序的步骤： 

⑴检查 iAt 、 iBt 的各数值，找出其中的最小值（若有几个最小值，可

以在其中任选一个）；本例中为 iBt  ＝3（h）； 

⑵找出的最小值若属于 iAt 行的一项任务，则该任务应排为先加工，

否则，排为后加工；本例 4J 在 iBt 行中应放在最后加工。 

⑶将已排定的任务暂时取掉，再重复⑴⑵步骤，直至全部任务排定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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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任务最终排序结果为： J1 - J2  - J3 - J5 - J4  

可用甘特图（参见图 13-1）作出加工任务排序计划并计算出加工总

流程。 

 

5 7 13 17 25 31 35 38

J1 J2 J3 J4J5

J1 J2 J3 J5 J4

A

B

 

 

图13- 1  A、B工作地加工任务顺序安排的计划图表（示意图
）

Fmax＝5＋8＋12＋6＋4＋3＝3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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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三个工作地流水型排序问题（3×n） 

多项任务在三个工作地上加工，其工艺顺序相同，对此类加工任务的

排序，可以用约翰逊－贝尔曼扩展规则求解。加工的三个工作地，加工

对象满足下列两条件之一者，可以将三个工作地变换为两个假想的工作

地。 

⑴min iAt  ≥max
kBt   

⑵min iCt  ≥max kBt   

（i＝1，2，…，n；k＝1，2，…，n） 

然后，用假想工作地 G、H 代替 A、B、C 工作地，以 iGt 、 iHt 表示各项

任务在假想工作地上的加工工时计算，则假想工作地上的任务加工工时

由下列公式计算： 

iGt ＝ iAt ＋ iBt ； iHt ＝ iBt ＋ iCt  

于是上述问题可以转换为在假想的两个工作地 G、H 上确定加工任务

的最优排序问题，用约翰逊－贝尔曼规则可求得最优排序，最后在将其

转换回 A、B、C 三个工作地具体安排加工顺序。若实际问题均不符合上

述⑴、⑵条件，用此法也可得到近似的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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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 4：约翰逊－贝尔曼规则在3个工作地安排任务的应用

有 5项任务需在 3个工作地上加工，其工艺顺序相同，加

工时间如表 13-6所示。 
表 13- 1 各项任务在工作地上的加工工时        单位：h 

任务编号 J1 J2  J3 J4  J5  

A tiA  15 8 7 12 6 

B tiB  3 2 4 6 4 

C tiC  3 10 5 6 4 

因为 min
5 At （6）≥max

5Bt （6），t符合条件⑴，可转化为

两个假想工作地加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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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任务在 G、H 两个假想工作地的加工时间如表 13-7 所

示。 
表 13- 1  各项任务在假想工作地上的加工时间    单位：h 

任务编号 1J  2J  3J  4J  5J  
GtiG 18 10 11 18 10 

HtiH 6 12 9 12 8 

由约翰逊－贝尔曼规则可得各项任务加工最优排序方案：

J2 － J4 － J3－ 5J － 1J 。据此，也可绘出 5项任务在 3个工作地

加工的甘特图（图略）。 

此外，m×n流水型排序是更一般的加工排序，对此问题可

以用分支定界法得到最优排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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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 5：加工任务分配方法——匈牙利方法

在流通加工任务计划中还存在将加工任务分给谁和用什么设备完成最合适的

问题。此类加工任务分配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使目标值（如成本、工时等）

达到最小的分配方案；一类是使目标值（如利润等）达到最大的分配方案。此类

问题可以用匈牙利方法或分支定界法求解。本案例介绍匈牙利方法。 

有 4 项加工任务分给 4 个小组去完成，各小组完成不同任务需用不同的加工

工时，见表 13-8。这是 4×4 分配问题矩阵。 
 表13- 8  各小组完成不同加工任务的工时表

     任务 

小组 
任务⑴ 任务⑵ 任务⑶ 任务⑷ 

A 3 10 6 7 

B 14 4 13 8 

C 13 14 12 10 

D 4 15 1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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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匈牙利方法的步骤如下： 

①列出矩阵。 

3    10    6     7

14    4    13    8

13   14   12   10

4    15    13    9  
②逐行缩减矩阵。在每一行中选择一个最小元素，然后，将每一行中

的各元素均减去这个最小元素，在本例中各行分别减去 3，4，10，4，得

到一个新矩阵。 

0     7     3    4

10    0    9    4

 3     4    2    0

 0    11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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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再逐列缩减矩阵。现在的矩阵每一行都有“0”，但每一列

不全有“0”，第 3列中各元素均减去 2得到如下新矩阵。 

0    7    1    4

10    0    7    4

3    4    0    0

0    11    7    5  
④检查是否可以分配。采用 0 元素最少覆盖线的检验法，当

覆盖线的维数等于矩阵的阶数时，则最优方案已经可以找到。      
  0     7    1    4

10     0    7    4

 3     4    0    0

  0    11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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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为增加“0”元素进行变换。找出没有覆盖线的行与列中的最小元素。本

例是（第 1行，第 3列的）“1”，将不在覆盖线上的各元素都减去“1”，而

在有两条覆盖线的交点上的每一个元素都加上“1”，其余元素均不变。 

 0     7    0    3

10    0    6    3

 4     5    0    0

  0    11    6    4
 

⑥重新检查覆盖线。重复⑷的做法，经检查已可以分配。 

⑦确定最优方案。按 0 元素所占位置进行分配，可得最优方案，即完成任

务用的总工时最少。 

 0     7    0    3

10    0    6    3

 4     5    0    0

  0    11    6    4  
最优分配方案是： A⑶，B⑵，C⑷，D⑴。 

此方案所需总工时为：6＋4＋10＋4＝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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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包装及其组织技术

13.3.1 包装及包装标准化工作
⒈包装的涵义及分类

• 在国际标准ISO和中国国家标准GB4122-1983“包装通用术语”对包
装的定义是：包装（Package ,Packing ,Packaging）是指为在流通过程
中保护产品，方便储运，促进销售，按一定技术方法而采用的容器、材
料及辅助材料等的总体名称。包装也指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采用容器、
材料和辅助材料施加一定技术方法等的操作活动。

• 包装的分类方法很多，欧共体规定将包装分为三类：运输包装、辅助
包装和销售包装。中国常用包装分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①单件
包装、内包装和外包装；②销售包装和运输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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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装系统的形成

• 在整个物流过程中包装环节可以看作一个子系统。包装环
节包括包装设计过程，包装材料选用、包装物制造、包装设
备选择、包装工艺流程设计；商品包装过程；工业包装过程
；以及在物流活动中为保护商品所进行的拆包、再包装、包
装加固等业务活动。

• 包装子系统的主要目标是：①保护物品；②实现包装标准
化；③方便（运输、配送、仓储等）作业；④减少物流消耗
和节约包装费用。

13.3.1 包装及包装标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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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装标准化工作

• 包装标准包括以下几类内容：包装基础标准、包装材料标准、包装
容器标准、包装技术标准、产品包装标准及相关标准。

• 提高物流系统运行的效率，需要对成千上万的商品包装、运输包装
实施标准化，使千万种物品的包装规格尺寸得到简化、统一，使包装
尺寸成为有限的规格和品种。

• 目前，运输包装件以箱、袋、桶等包装形式为主，其中以箱装形式
最多。GB/T4892-85《硬质直方体运输包装尺寸系列》、GB13201《
圆柱体运输包装尺寸系列》、GB/T13757《袋类运输包装尺寸系列》
标准中，将各种形式的运输包装件尺寸系列化、标准化，实现了单元
化集装运输。

13.3.1 包装及包装标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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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单元是指在运输、装卸、仓储等流通过程中，把多个包装组件组
合成可用机械作业的单元体和符合有关条件的单元包装件。托盘是使
用最广泛的单元化装载工具，在货物流通中的相关尺寸调节中，托盘
尺寸起着主导作用。对于集装箱、汽车车厢、船舱、火车车厢等都可
以以托盘尺寸为组合模数。包装单元的尺寸规定参见表13-9。

表13- 9  包装单元尺寸 单位：mm

13.3.1 包装及包装标准化工作

代号 包装单元尺寸 尺寸 极限偏差

A 1200×1000
1200 0～-48

1000 0～-40

B 1200×800 800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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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包装及包装标准化工作

序号 包装尺寸 序号 包装尺寸 序号 包装尺寸 序号 包装尺寸
1 1200×1000 19 600×500 37 400×265 55 265×200
2 1200×800 20 600×400 38 400×250 56 265×170
3 1200×500 21 600×330 39 400×240 57 265×150
4 1200×400 22 600×265 40 400×200 58 250×240
5 1200×330 23 600×250 41 400×170 59 250×200
6 1200×250 24 600×200 42 400×160 60 250×170
7 1200×200 25 600×160 43 400×150 61 250×150
8 1000×600 26 600×100 44 400×120 62 240×200
9 1000×400 27 500×400 45 330×300 63 240×160
10 1000×300 28 500×300 46 330×240 64 200×200
11 1000×240 29 500×240 47 330×200 65 200×160
12 1000×200 30 500×200 48 330×170 66 200×133
13 1000×150 31 500×170 49 330×133 67 200×100
14 800×600 32 500×150 50 300×265 68 170×133
15 800×400 33 500×133 51 300×250 69 150×133
16 800×300 34 400×400 52 300×200 70 150×100
17 800×200 35 400×330 53 300×160 71 133×133
18 800×170 36 400×300 54 265×240

表13- 10  包装尺寸系列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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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作为以适当的材料、容器等施加于产品所形成的总体
形态，在包装标准尺寸选定后，其包装材料运用是否得当，
对包装效果、作用以及对环境保护影响都很大。

⒈包装材料的种类

• 包装材料品种很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新型的包
装材料也在不断产生和投入使用。不同类型的包装材料，其
性质、用途和适用范围也不同。按包装材料的用途划分为三
类：包装容器、内包装材料和包装用辅助材料。

13.3.2 包装材料选用与包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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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绿色包装要求

• 绿色包装也称环保包装，通常是指包装时节省资源，使用
后可回收利用，焚烧时无毒害气体产生，填埋时少占耕地并
能生物降解和分解的包装。

• 国外有人形象地把绿色包装归纳为4R1D，即4R ：
Reduce，减少包装材料消耗量，Refill，大型容器可再次填
充使用，Recycle，可循环使用，Recovery，可回收使用；
1D ：Degradationable 可降解。

13.3.2 包装材料选用与包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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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包装的主要容器

• 包装容器依其制造的材质、形状、用途等来划分，其种类也很
多，其中多数是应用于运输包装的。

• 常用的包装容器主要有：包装箱、包装盒、包装袋、瓶、罐等
。

⒋内包装材料及包装用辅助材料

• 包装货物除了常用包装容器外，还需一些内包装材料和包装用
辅助材料。内包装材料主要起减震、防潮、防锈、防虫等作用，
常见的有充气塑料、塑料泡沫、防潮纸等。

• 常见的包装用辅助材料有粘合剂、粘合带、捆扎材料等。

13.3.2 包装材料选用与包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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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包装技术与方法

• 按包装的主要功能可以将包装技术分为：销售包装技术和运输包装技
术。

• 销售包装技术也称为商品包装技术，其主要内容包括：热封技术、塑
料封技术、外壳包装技术、收缩包装技术、真空减压及填充包装技术、
灭菌包装技术、防霉包装技术以及印刷技术等。运输包装技术，是物流
管理包装环节最重要的技术之一。

• 运输包装技术主要包括外包装技术和内包装技术。在运输包装技术中
，往往要将外包装技术与内包装技术看作一个系统运用。外包装技术主
要包括容器设计技术、印刷标记技术等内容。内包装技术主要包括防震
包装技术、防潮包装技术、防锈包装技术、防虫包装技术、防鼠包装技
术等内容。

13.3.2 包装材料选用与包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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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五防”包装技术是指防震、防潮、防水、防锈、防虫鼠害包装
技术，对物流储运作业有重要的影响。

①防震包装又称缓冲包装，是为了防止物品货物在运输、装卸、搬运
作业中的震动、冲击等而造成物品货物损伤所采用的包装技术。一般
情况下采用的是在内装材料中插入各种防震材料，吸收外部冲击力的
方法。冲击力的大小通常采用30G标度、50G标度等G标度值表示。所
谓G标度值是指外力作用于物体时，所产生的加速度是重力加速度的
倍数。

式中： ——允许最大冲击加速度（m/s2）；

——力加速度（m/s2）。

13.3.2 包装材料选用与包装技术

a
G=

g
a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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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物品耐冲击度，通常是通过破坏试验来确定的。根据各种物品的
耐冲击度即容许加速度（G标度），通常可划分为三个等级，参见表
13-11：

表13- 11 耐冲击度等级

• 大型电子计算机在10以下，小型电子计算机、大型磁带录音机、彩色
电视机、一般计量仪器在40～60的范围；磁带录音机、电视机、照相
机、电灯泡、光学仪器移动无线电设备等在60～90的范围；冷藏车、
收音机、小型时钟、啤酒瓶为90～120；一般机械材料、陶瓷器皿在
120以上。

13.3.2 包装材料选用与包装技术

级别 G标度值

A级 ≤40

B级 41～90

C级 ＞90



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 Institute of Logistics & Supply Chain [ILSC]董千里：高级物流学（第三版）Advanced Logistics

• 防震包装设计的主要问题是要确定防震材料种类和所需要的厚度。防震
材料所需厚度是由物品的落下能量和防震材料吸收能量的关系得到。

式中：t——防震材料的厚度(cm)；

h——在装卸过程中产生设想的落下高度（cm）；

G——物品的容许冲击值(g)；

C——缓冲系数。

• 其中缓冲系数C与缓冲材料所承受的应力σ有一定的函数关系，应力σ可
通过下式计算：

式中： A——缓冲材料的承压面积（cm2）；

W——被包装物的重量（kg）。

• 缓冲材料系数C与应力σ之间的关系，可查《物流手册》中的C-σ曲线图
表得到。

13.3.2 包装材料选用与包装技术

h
t C

G
 

W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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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防潮及防水包装技术。防潮包装技术是指在物品流通过程中，为防
止因空气中的潮气（水蒸气）而发生变质、潮湿、凝结，以及进一步
发生霉变等的包装技术。

一般可采用透湿度低的材料包装，或者为进一步控制包装容器内的湿
气，要预先排除湿气或在包装中封入干燥剂。干燥剂按作用可分为化
学干燥（利用化学反应）和物理干燥（利用吸附特性）两大类。用于
包装作业的主要是物理干燥剂。最经常用的是硅胶，此外还有硅铝胶
、活性铝、合成沸石等。

防水包装技术是防止包装物品受海水或雨水的侵蚀到包装物内部而采
用的包装技术。防水包装技术又分为耐淡水、海水侵入的耐浸水包装
及耐雨水、飞沫的耐散水包装。防潮防水包装材料主要有：焦油纸、
皱纹防水纸、石蜡纸、铝箔、包装用聚乙烯薄膜、食品包装用可塑性
薄膜等。

13.3.2 包装材料选用与包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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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防锈蚀包装技术。金属发生锈蚀是由于空气中的污染物质或溶解
在水蒸气中的物质附着于金属表面，发生了化学反应或电解电极作
用。防锈蚀的最常用方法就是使用防锈剂。防锈剂是指在金属物品
运输、保管过程中防止生锈的一类物质。一般可分为防锈矿油和气
化性防锈剂两大类。防锈油是在防锈矿油中加入防锈添加剂的产品
；气化性防锈剂是一种在常温下很易发挥的物质，该物质附着于金
属表面就可起到防锈蚀的作用。

• 通常采用的防锈包装技术是：先清洗处理金属制品表面，涂防锈材
料、再用透湿率小且易封口的防潮包装材料进行包装。所选择的包
装容器在其接缝处的透湿率不应大于包装材料本身的透湿率。

13.3.2 包装材料选用与包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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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防虫、鼠害等包装技术。常用的防虫包装技术是在包装物品

时，放入一定量的驱虫剂以达到防虫害目的。包装物品的容器
应当做防虫处理，或其本身应具备防虫功能。例如，竹片或条
筐必须经过消毒或蒸煮，所用的浆糊应加放防腐剂，防止害虫
孽生。要注意防止把处理包装材料的药剂直接接触到所包装的
物品上。

• 除以上“五防”包装技术之外，还有几种包装技术：危险品包
装技术就是根据危险品的性质、特点，按照有关法令、标准和
规定专门设计的包装技术与方法。

• 气体置换包装技术

• 收缩包装技术

13.3.2 包装材料选用与包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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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包装机械及附属设备

• 包装机械是完成全部或部分包装作业过程的装置、设备
。包装过程包括填充、裹包、封口等主要包装工序，以及
与其相关的前后工序，如洗洁、包装、堆码等，还需要有
包括盖印、计量等在内的附属设备。

⒉包装机械的种类

• 包装机械的种类很多，完成裹包、灌装、填充等工序的
包装机械称为包装主机，此外，完成洗涤、烘干、检测、
输送和堆垛作业的装置设备称为辅助包装机械。

13.3.3 包装机械与包装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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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包装机械与包装组织工作

表13- 12 主要包装机械及用途

包装机械种类 适用范围 典型示例

裹包包装机械 包装块状物品
扭结式包装机、端折式包装机、枕式包装机
、信封式包装机、拉伸包装机等

灌装包装机械 包装流体或半流体物 常压灌装机、加压灌装机、真空灌装机等

充填包装机械 包装粉状、颗粒状的固态物品 直接充填包装机和制袋充填包装机两类

真空包装机械
气体置换（又称充气包装）、包
容器抽成真空

真空包装机

收缩包装机械 完成收缩与拉伸 收缩包装机

热成型包装机械 热成型包装 泡罩包装机、贴体包装机

封口机械 各种包装容器的封口作业
玻璃罐加盖机械（压盖、旋盖等）、布袋口
缝纫机械、封箱机械、以及塑料袋、纸袋的
各种封口机械

捆扎机械 捆扎物品 带状捆扎机、线状（或绳状）结扎机等。

其他包装机械
单机使用或形成包装作业线、流
水线等。

洗瓶、烘干机、包装材料和规格的检测机、
盖印机、计量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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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包装机械的作用

• ⑴确保包装质量、提高包装作业效率。用机械包装代替手工包装，可以
直接减少人体与物体的直接接触，对食品、药品的清洁卫生及金属制品的
防锈蚀等提供可靠的质量保证，同时大大提高了包装作业效率。

• ⑵促进包装规格化，提高物流连续作业水平。采用机械包装计量准确、
包装紧密，包装规格化、标准化水平高，特别是能够适应连续性物流作业
的要求。

• ⑶降低包装劳动强度，改善包装工作条件。用机械包装代替手工包装，
可以大大降低劳动强度，同时改善了包装工作条件。

• ⑷减少物流过程费用。运用机械包装既有利于减少包装作业的材料费用
，减少包装物品包装后的体积，同时也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相关费用。

13.3.3 包装机械与包装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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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物流金融增值服务及风险控制

13.4.1 物流金融及其作用
• 物流金融指在物流供应链业务活动中，运用金融工具使物流产生价值增值的

融资活动。在物流金融中一般涉及三个主体：物流企业，客户（供货方或购
买方）和银行，在这一系统中，物流企业与银行相互协作为资金需求的中小
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 与“物流金融”表面相似的一个词汇是“金融物流”，所谓“金融物流”是现金、银

行存款、证券、金银珠宝、高级艺术品等特定物品的运输及相关服务过程，
是与物流金融不同的另一个概念。

• 物流金融提高了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服务能力、经营利润，并且可以协助企业
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满足了中小企业融资
的需求；通过供应链各方的协作，物流金融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拓宽
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企业原材料、半成品和产品的资本占用率，提高企业
资本利用率，实现资本优化配置。在实际操作中，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的主
要物流金融服务有代客结算业务和质押监管等。



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 Institute of Logistics & Supply Chain [ILSC]董千里：高级物流学（第三版）Advanced Logistics

⒈代客结算业务

• 代客结算业务又可以分为垫付货款和代收货款两个模式：

• ⑴垫付货款模式。货物供方除了与货物需方签订《购销合同》之外，第
三方物流企业还应与货物供方签订《物流服务合同》。

13.4.2 物流金融业务运作模式

供方企业 需方企业

①合同

     ⑥释放货物

⑤支付货款⑦支付剩余货款

       
     ④交付货物

 ③出示合同复印件并
支付一定比例的货款

物流企业
     ②取货合同复印件

图13- 2垫付货款模式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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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代收货款模式。垫付货款模式常用于B to B 业务中，而代收货款模式
常用于B to C业务。

•代收货款有几个特点：业务的附加值高；运营成本低；有区域性集中的
特点，利于规模作业；直接投资小，见效快，需要追加的投资很少，业务
前景广阔。

13.4.2 物流金融业务运作模式

图13- 3 代收货款模式业务流程

供方企业 物流企业

①货物信息

     ②下采购定单

    ④支付货款  

③发放货物 ⑤交付货物

    ⑥支付货款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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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押监管业务

• 质押监管是物流企业在仓储业务基础上展开的一种延伸服务。质押监管
是一项多方受益业务。对于物流企业的仓储保管业务而言，质押监管融资
是一项以保管为基础，同时服务于出质人（中小企业）和质权人（银行）
的增值服务。

• ⑴质押监管基本模式。

13.4.2 物流金融业务运作模式

出质人

（中小企业）

质权人（银行）

保管人

（物流企业）

③交付仓单

⑤贷款

①质物交付

②仓单或货物签收单

⑥监管

④质物信息

⑧解除监管⑦还贷款

图13- 4 质押监管基本模式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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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监管的风险控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①建立严格的质押监管业务，
严格执行合同条款；②注意客户资信调查；③谨慎选择质押物；④加强
内部控制。

• 在质押监管业务中，保管人（物流企业）根据出质人与质权人签订的质
押贷款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仓储协议进行质押监管业务。

• 多数供方企业可作为抵押的固定资产少，融资能力小。该模式使企业通
过流动资产实现融资。同时，借助专业的物流企业仓储中心可以节省仓
库建设与管理费用。

• 物流企业的收益来自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存放与管理货物向供方企业
收取费用；第二部分，为供方企业和银行提供价值评估与质押监管中介
服务收取一定比例的资费。

13.4.2 物流金融业务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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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质押监管扩展模式。

13.4.2 物流金融业务运作模式

质权人

（银行）

保管人

（物流企业）

出质人

(供方企业)

①质押货物

⑥发放贷款

⑧还贷款

银行认可的
仓库

⑦监管

③提供仓单

④交付仓单

⑤质物信息

②清点货物开仓单

⑨解除监管

质押监管基本模式中货物进入
的仓库是属于物流企业的，而质
押监管扩展模式中货物进入的仓
库属于物流企业外部单位,物流
企业可以采取仓库就近原则，以
降低供方企业的成本，方便客户，
同时也为客户节约费用，监管程
序较质押监管基本模式复杂，物
流企业要防止出质人强行将质押
物取出等行为。

图13- 5  质押监管扩展模式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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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授信融资模式，金融机构根据物流企业的规模、经营业绩、运
营现状、资产负债比例以及信用程度，授予物流企业一定的信贷额度
，物流企业可以直接利用这些信贷额度向相关企业提供灵活的质押贷
款业务。物流企业直接监控质押贷款业务的全过程，银行基本上不参
与该质押贷款项目的具体运作。

13.4.2 物流金融业务运作模式

图13- 6 授信融资模式业务流程

质权人

（银行）

保管人（物

流企业）

②质押货物

出质人

(供方企业)
①统一授信 ③发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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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反向担保模式。针对借款企业直接以寄存货品向金融机构申请质
押贷款有难度的情况，由物流企业将货品作为反担保抵押物，通过物流
企业的信用担保实现贷款或组织企业联保，由若干借款企业联合向物流
企业担保，再由物流企业向金融机构担保，实现融资。

13.4.2 物流金融业务运作模式

图13- 7 反向担保模式业务流程

出质人

(供方企业)

质权人

（银行）

保管人

（物流企业）
①质押货物

②仓单凭证

④物流公司担保

③贷款申请

⑤发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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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兑仓业务

• 保兑仓业务模式下买方企业、供方企业、物流企业、银行要先签订《保兑
仓协议书》，物流企业提供承兑担保，需要采购材料的买方企业向银行申请
开出承兑汇票并交纳一定比率的保证金，银行开出银行承兑汇票。

13.4.2 物流金融业务运作模式

图13- 8 保兑仓模式业务流程

供方企业 买方企业物流企业

质权人

（银行）

①申请银行承兑汇票

②开承兑汇票

⑧还款

③采购货物

⑩释放货物

⑨放货通知

④评估入库

⑦支付货款

⑥出示汇票

⑤货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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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兑仓模式中，买方企业在采购某货物的时候不一定有
足够的流动资金，或者不希望把企业有限的流动资金用于
大笔采购，通过向银行申请承兑汇票，实际上是间接获得
了融资，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的紧张。供方企业在承兑汇票
到期兑现即可获得银行支付的货款，不必等买方向银行付
款。银行为买方企业开出承兑汇票需收取一定金额的服务
费。

• 物流企业的收益来自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存放与管理货
物向买方企业收取费用；第二部分是为银行提供价值评估
与质押监管中介服务收取一定比例的资费。

13.4.2 物流金融业务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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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实施物流金融面临的风险
开展物流金融时存在一定的风险，具体的风险有：

• 由于提供多元化的服务，相对地扩大了运营范围产生的运营风险；

• 物流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时，因缺乏完善的价值评估系统等技术而引起
的技术风险；

• 针对库存质押物的保值能力，包括质押物市场价格的波动，金融汇率
造成的变现能力改变等产生的市场风险；

• 质押物在库期间产生的安全风险；

• 还有法律风险和由于货物的合法性，客户的诚信度引发的信用风险，
现在的货款“逃单”现象，已经令整个物流金融陷入一种信任危机中。

13.4.3实施物流金融面临的风险及风险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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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物流金融风险的规避

物流金融业务的风险规避可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 ⑴加强对客户的信用管理。

• ⑵建立灵活快速的市场商品信息收集和反馈体系。

• ⑶严格执行合同条款。

• ⑷物流企业与客户、金融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13.4.3实施物流金融面临的风险及风险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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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6 中储股份物流金融业务实例

中储股份是一个国有传统仓储型企业，企业于1962年成立，从1992年
开始探索物流金融业务，1999年就开始和12家银行进行合作开展质押监
管业务。到了2003年，中储全公司有20家单位开展了此项业务，比2002

年增加了9家；质押监管的额度突破了18.7亿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质
押产品期末库存数量占整个公司期末库存的22％，相对2002年底增长了
61％，产品涉及黑色有色金属、建材、食品、家电、汽车、纸张、煤炭
、化工等九大类，质押监管的客户有200多家，2004年质押监管业务收
入增加255万元，利润增加了174万元。2005年质押监管业务发展迅速，
质押融资规模达到60亿元，目前，业务量已经达到100亿元。中储的物
流金融业务模式主要有三种：纯粹的质押监管业务模式；代替银行向客
户融资，开展质押业务，获取一些利差；买方信贷，也就是垫付货款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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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 流通加工及其组织设计

• 包装及其组织技术

• 物流金融增值服务及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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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 1.简述流通加工的主要作用及形式。

• 2.如何确定流通加工作业的次序，有哪些方法，怎样应用
？

• 3.包装有哪些类别、作用，要注意哪些问题？

• 4.金融物流业务的种类有哪些，各自有哪些主要模式？

• 5.简述物流金融实施面临的风险及如何进行风险规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