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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物流管理具有环节多、系统性强、科技含量高、理论与实践联系紧密

等特点，因此，加强实践性教学，切实提高物流专业学生的理论应用技能和业

务操作技能是物流职业教育的必由之路。集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于一

体的物流配送中心，实现了制造、配送和营销的物流产业链的构建，能够为企

业提供全方位的物流服务。加强配送作业实务教学，培养物流配送实用型人才，

十分必要。

本书以配送作业实务为着眼点，内容包含走进配送、入库与储存作业、订

单处理作业、拣货与补货作业、配货与送货作业、退货作业六个项目。为了突

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全书提供可以用于教学的任务安排，为学生学习提供实

训锻炼指导。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是本教材的主要教学宗旨。

本教材在每个项目前列出该项目的学习目标，在项目后配备技能训练，便

于学生更好地自我检测，掌握每个项目的实际操作要点。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借鉴了相关教材，在此向相关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由张素兰担任主编，同时负责走进配送（项目一）的编写；吴宝洲负

责入库与储存作业（项目二）的编写；张清清负责订单处理作业（项目三）的编写；

戚文婷负责拣货与补货作业（项目四）的编写；冯瑾负责配货与送货作业（项目五）

的编写；潘艳芬负责退货作业（项目六）的编写；陆柏、梁华、李万军负责本

书编写内容的指导；潘云燕、龙晓萍负责本书内容的校对审核；巫谢香、黄燕、

林巧平、潘艳芬、韦志诚、周传识、吴艳、张清清、冯瑾、魏庄品、吴宝洲等

负责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知识面、经验及能力有限，

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殷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7年 4 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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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走进配送

项目一　走进配送

任务一　认知配送

 任务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配送的概念、特点和种类，明确配送与运输的关系，熟悉配送合

理化及其运作模式。

【能力目标】能够识别不同的配送类型，认识配送工作的基本环节，选择合理的配

送模式。

 任务引入 

小白是一位物流专业在校生，本学期要按照课程安排对配送相关知识进行深入了解，

但是物流与配送有什么关系，配送是如何进行的，小白还不清楚。老师为了让他更加直

观地认识配送，带着他去观察了一些特殊商品的配送作业，由此开始配送相关知识的学习。

 任务分析 

请从日常配送物品入手，分小组帮助小白总结如下几种常见类型货物的配送流程。

（1）中小件杂货型产品的配送。

（2）生鲜食品、副食品的配送。

（3）大件家电、家具及家庭用具的配送。

（4）长条及板块形产品的配送。

（5）石油与化工产品的配送。

 任务资讯 

一、配送的概念、特点和种类

（一）配送的概念

《物流术语》（GB/T 18354—2006）对配送的定义是：在经济合理区域范围内，根

据客户要求，对物品进行必要的拣选、加工、包装、分割、组配等作业，并按时送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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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指定地点的物流活动。

本书的配送是指按照客户的订货要求，在配送中心或其他物流结点进行货物配备，

并以最合理的方式送交客户。

（二）配送的特点

（1）配送是在经济合理区域范围内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的特殊送货。

（2）配送是多种活动的有机结合体。

（3）配送必须有现代化技术和设备的支撑。

（4）配送是一项有计划且积极的发货活动。

（三）配送的种类

根据不同产品、不同企业和不同流通环境，可以采用不同形式的配送。根据不同的

划分标准，配送有不同的类型，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配送的种类

配送的种类

代存代供配送

加工配送

即时配送

销售与供应相结合的配送

分散配送

定时定量配送

供应配送

共同配送

定量配送

多品种小批量配送

销售配送

集中配送

定时配送

少品种大批量配送
按配送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分类

按配送时间和数量分类

按配送的组织形式分类

按配送的职能形式分类

1. 按配送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分类
（1）少品种大批量配送。少品种大批量配送适用于需求数量较大的商品，一种或少

数品种就可以达到较大运输量，可实行整车运输。此类商品往往不需要再与其他商品进

行搭配。这种方式的配送可由专业性很强的公司实行。

（2）多品种小批量配送。多品种小批量配送是按客户要求，将其所需的各种商品（每

种商品需求量不大）配备齐全，凑成整车后由配送中心送达客户手中。日用商品的配送

多采用这种方式。多品种小批量配送适应了现代社会消费多样化、需求多样化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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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配送时间和数量分类
（1）定时配送。定时配送是指按规定时间间隔进行配送，如数天或数小时配送一次

等，每次配送的品种及数量可按计划执行，也可在配送之前以商定的联络方式（如电话、

计算机终端输入等）确定配送的品种及数量。

（2）定量配送。定量配送是指按规定的批量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进行配送。这种配

送方式数量固定，备货工作较为简单，可以根据托盘、集装箱及车辆的装载能力规定配

送的定量，既可以有效利用托盘、集装箱等集装方式，又可以做到整车配送，配送效率

较高。

（3）定时定量配送。定时定量配送是指按照规定的配送时间和配送数量进行配送。

这种方式兼有定时、定量两种方式的优点，但特殊性强，计划难度大，适合采用的对象不多，

并非普遍适用。

（4）即时配送。即时配送是完全按客户突然提出的配送时间和数量随即进行配送的

方式，是灵活性很强的一种应急方式。采用这种配送方式的品种可以实现保险储备的零

库存，用即时配送代替保险储备。

3. 按配送的组织形式分类
（1）集中配送。集中配送就是由专门从事配送业务的配送中心对多个客户开展配送

业务。

（2）共同配送。共同配送是由几个物流据点共同制订计划，共同组织车辆设备，对

某一地区的客户进行配送。

（3）分散配送。分散配送是由商业零售网点对小量、零星商品或临时需要的商品进

行的配送业务，适合于近距离、多品种、小批量商品的配送。

（4）加工配送。加工配送需要在配送中心进行必要的加工，这种配送方式将加工和

配送一体化，使加工更有计划性，配送服务更趋完善。

4. 按配送的职能形式分类
（1）销售配送。批发企业建立的配送中心多开展销售配送业务。批发企业在通过配

送中心把商品批发给各零售商店的同时，也可以与生产企业联合，生产企业可委托配送

中心储存商品，按厂家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配送。

（2）供应配送。供应配送是大型企业或连锁店中心为自己的零售店所开展的配送业

务。它们通过自己的配送中心或与消费品配送中心联合进行配送，使配送变为同一公司

各部门之间的业务，从而减少了许多手续，缓和了许多业务矛盾，各零售店在订货、退货、

增加经营品种上也得到更多的便利。

（3）销售与供应相结合的配送。销售与供应相结合的配送是配送中心与生产厂家及

企业集团签订合同，既负责一些生产厂家的销售配送，又负责一些企业集团的供应配送。

（4）代存代供配送。代存代供配送是客户将属于自己的商品委托配送中心代存、代

供，有时还委托代订，然后组织配送。这种配送在实施前商品所有权不发生转移，配送

中心只是客户的代理人，商品在配送前后都属于客户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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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送的流程和作用

（一）配送的基本环节

从总体上讲，配送是由备货、理货和送货三个基本环节组成的，每个环节又包含若

干项具体的活动。

1. 备货
备货是指准备货物的一系列活动，它是配送的基础环节。严格来说，备货包括两项

具体活动，即筹集货物和储存货物。

2. 理货
理货是配送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配送区别于一般送货的重要标志。理货包括货物

分拣、配货和包装等活动。分拣是指采用适当的方式和手段，从储存的货物中选出客户

所需货物的活动。货物分拣一般采取两种操作方式，即摘取式和播种式。

3. 送货
送货是配送活动的核心，也是备货和理货工序的延伸。在物流活动中，送货实际上

就是货物的运输。在送货过程中，常常进行三个方面的选择，即运输方式、运输路线和

运输工具。

（二）配送作业的流程

由于货物特性的不同，配送服务的形式多种多样，配送作业的流程也不尽相同。配

送作业的基本流程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配送作业的基本流程

进货 储存 分拣 配货 分放 配装 送货 送达 客户

订单

搬运加工

订单处理

（三）配送的作用

（1）完善了输送及整个物流系统。

（2）消除交叉输送。   

（3）提高了末端物流的经济效益。   

（4）可使企业实现低库存或零库存。

（5）简化手续，方便客户。   

（6）提高了供应保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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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输与配送的关系 

（一）运输与配送的共性

运输与配送都是线路活动。运输活动必须通过运输工具在运输路线上移动才能实现

物品的位置移动，它是一种线路活动。配送以送为主，属于运输范畴，也是线路活动。

（二）运输与配送的区别

运输与配送的区别如表 1-1-1 所示。

表 1-1-1　运输与配送的区别

内容 运输 配送

运输性质 长距离、干线 短距离、支线、区域内、末端

货物性质 少品种、大批量 多品种、小批量

运输工具 大型货车或火车、轮船、飞机 小型货车、工具车

管理重点 效率优先 服务优先

附属功能 装卸、捆包 装卸、保管、包装、分拣、流通加工、订单处理等

（三）运输与配送的互补关系

运输与配送虽同属于线路活动，但由于功能上的差异它们并不能互相替代，而是形

成了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关系。一般来说，在运输和配送同时存在的物流系统中，运

输处在配送的前面，先通过运输实现物品长距离的位置转移，然后交由配送来完成短距

离的输送。

四、配送合理化及其运作模式

配送的合理化是指用最经济的手段和方法实现配送的功能。

（一）不合理配送的表现形式

（1）资源筹措不合理。  

（2）库存决策不合理。  

（3）价格不合理。  

（4）配送与直达的决策不合理。 

（5）送货中不合理运输。  

（6）经营观念不合理。  

（二）配送合理化的判断标志

配送合理化的判断标志如表 1-1-2 所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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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配送合理化的判断标志

标志 合理化判断依据

库存标志
库存问题

库存周转

资金标志

资金问题

资金周转

资金投向的改变

成本和效益标志

总效益和宏观效益

微观效益

资源筹措成本

供应保证标志

缺货次数

配送企业集中库存量

即时配送的能力及速度

社会动力节约标志

社会车辆总数减少，承运量增加

社会车辆空驶减少

一家一户自提自运减少

客户人力、物力节约标志
客户库存量、仓库面积、仓库管理人员减少

用于订货、接货、供应的人员减少

物流合理化标志

物流费用降低

物流损失减少

物流速度加快

发挥了各种物流方式的最优效果

有效衔接了干线运输和末端运输

物流中转次数减少

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

（三）配送合理化的措施

国内外推行配送合理化，有一些可供借鉴的办法。

1. 推行一定综合程度的专业化配送
通过采用专业设备、设施及操作程序，可以取得较好的配送效果并降低配送过于综

合化的复杂程度及难度，从而实现配送合理化。

2. 推行加工配送
加工和配送相结合可以充分利用本来就有的中转站点，不必增加新的中转站点，从

而实现配送合理化。

3. 推行共同配送
通过共同配送，可以以最短的路程、最低的配送成本完成配送，从而实现配送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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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行送取结合
在配送时，先将客户所需的物资送到，再将该客户生产的产品用同一辆车运回，这

种产品也成了配送中心的配送产品之一，或者作为代存代供产品，免去了生产企业的库

存包袱。

5. 推行准时配送系统
准时配送是配送合理化的重要内容。只有配送做到了准时，客户才有资源把握，才

可以放心地实施低库存或零库存，从而有效地安排接货的人力、物力，实现最高效率的

工作。

6. 推行即时配送
即时配送是最终化解客户企业担心断供之忧，大幅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的重要手段。

（四）配送的模式

配送的模式是指企业对配送所采取的基本战略和方法。依据不同的划分方式，配送

的模式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如图 1-1-3 所示。

图 1-1-3　配送的模式

配
送
模
式

按配送组织者分类

按配送的产品分类

新兴配送模式

自营配送

互用配送

共同配送

第三方配送

生产资料配送

生活资料配送

超市配送

跨国配送

邮政配送

电子商务配送

冷链配送

根据国内外发展经验和我国配送的理论与实践，配送模式主要有自营配送模式、共

同配送模式、互用配送模式和第三方配送模式。

互用配送模式的基本形式如图 1-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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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互用配送模式的基本形式

企业Ⅰ 配送系统Ⅰ 消费者群体Ⅰ

企业Ⅱ 配送系统Ⅱ 消费者群体Ⅱ

企业Ⅲ 配送系统Ⅲ 消费者群体Ⅲ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由于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可直接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流与订货，

此时，互用配送模式的形式就转换成以网络控制为主的配送形式，如图 1-1-5 所示。

图 1-1-5　电子商务互用配送模式的基本形式

企业Ⅰ

企业Ⅱ

企业Ⅲ 配送系统Ⅲ 消费者群体Ⅲ

配送系统Ⅱ 消费者群体Ⅱ

配送系统Ⅰ 消费者群体Ⅰ

第三方配送模式又称外包型配送模式，是指交易双方或供需双方把自己需要完成的

部分或全部配送业务委托给第三方专业的配送企业来完成的一种配送模式。

 

 任务实施 

为了更形象地理解特殊商品的配送流程，小白根据不同类型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

的商品，通过总结该类商品的特点进而总结该类商品的配送流程。

1. 中小件杂货型产品的配送
中小件杂货型产品是指各种包装形态及非包装形态的，能够混存混装的，种类、品种、

规格复杂多样的中小件产品，如日用百货、小件机电产品、五金工具、书籍等。

这一类产品的共同特点是可以通过外包装改变组合数量；可以以内包装直接放入配

送箱或托盘等工具中；因其有确定包装，所以可以混载到车辆或托盘上；产品个体尺寸

较小，可以大量存放于单元货格等现代仓库之中。

中小件杂货型产品的种类、品种、规格复杂多样，一般属于多品种、小批量、多批

次的配送类型，配送频率高，需求的计划性不强，往往需要根据临时的订货协议组织配送，

配送客户、配送量、配送路线不稳定，甚至每日都要对配装、路线做出新的规划。因此，

这类产品通常采用定时配送服务方式，客户依靠强有力的定时配送体制可以实现零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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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件杂货型产品的配送业务基本符合标准流程，没有或少有加工环节，其配送业

务流程的特点是分拣、配货、配装的难度较大。该类产品的配送业务流程如图 1-1-6 所示。

图 1-1-6　中小件杂货型产品的配送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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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鲜食品、副食品的配送
食品配送特别强调快速配送并要求在销售时间配送到位，所以，生鲜食品、副食品

的配送广泛采用定时快速配送方式，有时为满足客户要求，也采用即时配送方式。该类

产品的配送企业与客户之间一般建立了长期协作关系，有利于优化配送业务流程和优选

配送路线。

根据食品保质、保鲜要求不同，可以将该类产品的配送流程划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配送流程主要适用于有一定保质期的食品，具体为大量进货后进行集中储备，

然后采取一般的分拣、配货、配送工艺，送达客户。由于食品品种繁多，所以分拣、配

货任务较重。

第二种配送流程主要适用于保质、保鲜要求较高且需要快速送达客户的食品，具体

为进货之后基本不经过储存或只经过暂存便很快进行分拣、配货，送达客户。这一配送

流程基本没有停顿环节，在不停地运转中很快完成从进货到送达的全部工作。

第三种配送流程是加工配送。

配送加工是生鲜食品、副食品配送业务流程中很有特点的一道工序。生鲜食品、副

食品配送加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分装加工。分装加工指将散装或大包装的食品用小包装分装，如酒、饮料分装，

粮食分装，鱼、肉类分装等。

（2）分级分等加工。分级分等加工即将混级混等的食品按质量、尺寸、等级分选，

如水果分级、鱼类分级、肉类分级等。

（3）去杂加工。去杂加工即去除食品的无用部分或低质部分，如蔬菜去根、须、老

叶，鱼类去头、尾、内脏、鳞等，这种加工提高了产品的档次，同时方便了客户。

（4）半成品加工。半成品加工是将各种原料配制成半成品，如鱼丸、肉馅、饺子、

春卷、配菜等。

生鲜食品、副食品的共同特点是对流通环境的条件尤其是卫生条件要求较高，且容

易发生变质、降质等。保质是其配送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且特别强调快速配送

及在销售时间内配送到位。该类产品的配送业务流程如图 1-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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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生鲜食品、副食品的配送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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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件家电、家具及家庭用具的配送
大件家电、家具及家庭用具是指体积、质量相对较大的家庭用品。由于这些家庭用

品属于耐用消费品，因此一般而言客户购买一次之后长时间内不会再对这类产品有新的

需求。此外，客户对这类产品的需求没有一个确切的需求时间与数量，不是确定的连续

性需求，而是随机性需求。

该类产品的个性化趋势较强，常采用在商场展示，客户逐个挑选后，按其要求装货

并送达客户的方法。配送据点一般是各类商场的仓库或工厂。工厂送货、商店进货和柜

台展示是这类产品配送业务流程中的突出环节，许多情况下采取即时配送方式，其配送

业务流程如图 1-1-8 所示。

图 1-1-8　大件家电、家具及家庭用具的配送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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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条及板块形产品的配送
长条及板块形产品以捆装或裸装为主，且基本是块状、板状及条状的产品，如金属

材料、玻璃、木材及其制品。

这类产品的共同特点是过宽或过长，质量大或体积大，少有或根本没有包装；除玻

璃产品外，其他产品对保管、装运条件虽有要求，但并不严格，操作较随意；可以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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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较容易进行混装。这些产品在存放场地及所使用的机械装备上有共同之处。

这类产品的配送除对部分有品种要求及批量较小的客户订单进行一定的简单分拣、

配货工作外，一般情况下，由于客户是生产企业，消耗量比较大，因此，通常一个客户

的需求量就可以实现车辆的满载。有些产品须经过理货检尺环节，配送车辆才可直接开

到存放场地装货，如图 1-1-9 中的流程①。如果要进行多客户的配装，则不需要事先分拣、

配货，配送车辆可直接开到存放场地装货，如图 1-1-9 中的流程②。但在对生产企业内

部供料进行配送时，则要先经过中间的流通加工环节，再分拣、配货，送至各工序、工段，

如图 1-1-9 中的流程③。其流通加工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集中下料、定尺切裁或集

中进行整形处理，取消客户下料或整形工序，将坯料配送给客户，以提高材料利用率；

另一种是集中进行除锈、打刺和其他简单的技术处理。

该类产品体积、质量均较大，大多数产品属少品种、大批量配送类型。同时，该类

产品一般对与配送配套和衔接的机械装备要求较高。为了准备接货机械和接货力量，配

送企业可以采取定时配送、定量配送、共同配送的服务方式。长条及板块形产品的配送

业务流程如图 1-1-9 所示。

图 1-1-9　长条及板块形产品的配送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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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石油与化工产品的配送
石油产品主要指石油制成品，如汽油、柴油、机油等液体燃料和易燃、易爆的液化

石油气等气态产品。

化工产品种类多、形态复杂，其配送业务流程也各有不同。有一些化工产品无毒、

无害、无危险，又有较好的包装，可以作为中小件杂货和其他产品一起进行综合性配送。

但此处的化工产品主要是指有一定毒性、腐蚀性的危险的块状、粉状的固体化工产品与

液体酸碱等化工产品，如硫酸、盐酸、液碱等。

该类产品的共同特点是有一定的危险性，且产品形态特殊，因此，该类产品不能与

其他产品混存混运或进行综合配送，特别要求配送技术及手段的专业化。石油与化工产

品主要采用工厂直送及配送中心配送方式，具体配送业务流程如图 1-1-10 所示。

由于各种石油与化工产品的化学性质不同，对配送的要求也相差很大，因此根据石

油与化工产品的种类可将其配送流程分为如下几类。

（1）燃料油配送业务流程。

燃料油的配送业务流程比较简单，但是专业性很强，客户大多为生产用油的小企业

或服务运输用油的加油站。这种配送作业的特点是送货油车直接开抵生产厂储存场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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