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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国际化的市场竞争及变化多端的外部环境，从中小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出发， 

总结了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和本质特征。通过对当前我国中小物流企业竞争力现状的 

分析，指出其竞争力较弱主要表现在服务功能单一、物流人才匮乏、运行成本偏大、信息化程度 

偏低、品牌意识淡薄、研发投入不足等方面；在探索培育中小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具体途径 

中，提出其应参与物流供应链建设、重视物流人才培养、错位发展建立比较优势、充分运用网络 

信息技术、增强企业品牌意识、实施企业创新战略等建议，旨在提升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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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物流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 

力量，为我国物流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 

我国中小物流企业整体强势的现象并不能掩盖其 

个体的弱质性：中小物流企业普遍规模偏小，实力 

不足，抗风险能力差，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低，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小物流企业为数极少，平均寿 

命不足 3年。因此，中小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是 

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和特征 

1．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 

企业核心竞争力，又称企业核心能力。美国 

学者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英国学者哈 

默(Gary·Hame1)认为：所谓核心竞争力是指企 

业内部经过整合了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协调各 

方面资源的知识和技能，也就是企业在经营过程 

中形成的不易被竞争对手效仿的能带来超额利润 

的能力。 

物流企业独立于生产领域之外，又与生产企 

业有着不同的特征，其功能是为客户提供专业性 

的物流服务。这种服务要按照顾客的需求，将合 

格的商品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用户要求的方式送到 

目的地。因此，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突出地 

表现为物流企业在现在和未来的物流市场上，充 

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比竞争对手更快、更好 

地满足顾客要求，以低廉的成本提供优质、高效的 

物流服务，争取到更多的市场份额，为企业带来更 

多的收益，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特征 

一 般而论，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具有 

以下方面的特征： 

(1)价值优越性。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要通 

过市场检验，符合市场需求，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的，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特性。 

(2)不可模仿性。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培育和积累而成的，它是 

由企业经营理念、组织结构、知识技能和企业文化 

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项独特的能力，它深深融合 

于企业内质之中，为企业员工所共同拥有，其他企 

业难以模仿或替代，它也无法像其它生产要素一 

样，通过市场交易进行买卖。 

(3)可延伸性。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 

能够服务于企业现有的市场和战略，而且还能帮 

助企业拓展新的领域，开发新的市场，提供新的服 

务，擅长变更和培育新的核心专长的企业才具有 

旺盛、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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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整合性。核心竞争力并不是企业现 

有资源、知识和技能简单机械地相加，而是把这些 

资源融人整个企业系统中，进行流程再造和优化 

组合，获得比所有单个资源所产生的效益总和更 

大的效益，即“1+1>2”的效应。 

(5)动态性。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需要 

不断发展的，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被其它 

竞争对手模仿和超越，企业要保持在竞争市场中 

的领先地位，必须针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持续 

不断地对核心竞争能力进行培育和创新 。 

二、我国中小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现 

状分析 

自2001年我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对 

外贸易的加强和电子商务的普及，我国物流业进 

人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各种资源向物流产业集 

聚，中小物流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物流服务的水平 

不断提高，市场环境和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物流企 

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是与欧美等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中小物流企业的总体服务水平 

和竞争力依旧偏低。 

1．企业规模偏小。服务功能单一 

我国物流企业大多数是从传统的储运企业转 

型而来，除少数企业初步具备了专业化物流机能 

和柔性化的综合物流能力外，大部分中小物流企 

业普遍存在规模偏小、运输网点不多、综合化程度 

低、技术服务力量有限的问题。 

据中国仓储协会“第五次中国物流市场供需 

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物流行业仍以中小物 

流企业为主 ，企业规模总体偏小，规模在500人以 

上的企业仅占11％ 左右 J。全国从事公路货物 

运输的专业户有 274万户，平均每户拥有的运营 

车辆仅为 1．43辆 J。企业规模小，服务功能不 

全，其生存和发展受到多方面制约，有 1／4以上企 

业只能被动地按照用户的指令和要求，从事功能 

单一的运输和仓储服务，而在物流方案设计、流通 

加工、物流信息管理、物流成本控制等增值服务方 

面难以展开，大多数物流企业难以为客户提供小 

批量、多批次、跨地区的物流服务。《中国现代物 

流发展报告(2003年)》显示，我国有35％以上中 

小物流企业只能在本省及周边区域活动，很难实 

现向其它地区的辐射。 

2．物流人才匮乏。经营理念落后 

除企业规模的限制外，专业型物流人才的缺 

乏也是我国中小物流企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同一项调查表明，我国近一半的物流企业拥有大 

学本科学历的员工还不到 20％，这一水平大大低 

于其它行业 J。物流企业现有的管理人员大多 

是从管理、工程、交通运输等专业转行而来，没有 

接受过正规的物流管理培训，对物流知识，尤其是 

现代综合物流知识缺乏系统的理解和把握。 

我国大多数中小物流企业由家族经营发展而 

来，内部的高层领导很多是企业创业时的功臣，他 

们不想让外部人员来涉及企业的高层管理，更不 

愿意“外人”来夺取他们原有的权利和利益。在 

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大多数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员 

工激励机制，没有依据员工的特长来合理地安排 

工作任务和报酬。 

3．管理效率偏低。运行成本偏大 

我国中小物流业存在着运行速度缓慢、效率 

低下、商品库存庞大的问题。目前我国工业企业 

存量库存加上增量库存，沉淀的资金已达4万亿 

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0％左右，这一超乎寻常 

的比例，反映出我国物流业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效 

率和质量问题 。据 2010年中国现代物流行业 

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的物流成本 占国内生产毛额 

的比重为 18．5％，是发达国家的2倍多。与此同 

时，物流企业普遍存在管理经验缺乏、资本周转缓 

慢、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造成企业资源闲 

置、利用率低、浪费严重、运行成本偏高的现象。 

我国有 17．2％的物流企业货运车辆的空驶率达 

50％，有 36．1％的物流企业仓库利用率为 85％， 

物流企业流动资本年平均周转 2．8次，而已建立 

现代物流体系的日本，其流动资本年平均周转 15 

— 18次，一些跨国连锁企业，流动资本的年周转 

次数更是达到 20～3O次 。 

4．信息化程度低 。网络技术应用少 

中小物流企业面临着与多个不同的客户合 

作，需处理来自不同种类和数量的商品传递。由 

于传统的、大量的生产方式正在向多品种、小批量 

的生产方式转变，这对物流处理的要求不仅意味 

着十分繁杂，而且往往是不经济的，但信息技术的 

应用可以为快捷地处理各种物流业务提供良好的 

技术支持。由于新技术和新设施投资巨大，且要 

求与客户之间建立接 口，所以有的中小物流企业 

对此望而却步，有的物流企业甚至对信息化建设 

在认识上尚存在分歧 ，导致物流企业普遍存在对 

信息的获取、处理、运用能力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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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大约有 60％的物流运输 

企业尚未建立物流信息系统，除了POS和条形码 

技术外，EDI、射频识别 技术、全球 定位 系统 

(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信息技术等未能 

广泛应用。因此所提供的物流服务在及时性、准 

确性、可靠性、多样性等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 J。 

5．品牌意识淡薄，研发投入不足 

品牌代表着企业的形象、信誉和服务质量，是 

企业的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而我国中小物流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普遍存在着忽视创立品牌的问 

题，往往注重短期效益，或以次充好，以劣充优，或 

坑蒙拐骗，做一锤子买卖。这种短期行为，既有害 

于客户和合作者，最后也必然导致极大地损害企 

业 自身的信誉和利益。 

企业要树立良好品牌，需要不断地技术创新， 

而技术创新的动力在于企业的研发能力。国际企 

业界普遍认为，研发经费占销售额 5％以上的企 

业才有竞争力；占2％仅够企业维持；不足 1％的 

企业则难以生存。我国中小物流企业目前研发经 

费占销售收入平均水平不到 0．4％，这大大低于 

发达国家的投入水平 J。 

由以上分析可见，我国中小物流企业竞争力 

较弱主要表现在服务功能单一、物流人才匮乏、运 

行成本偏大、信息化程度低、品牌意识淡薄、研发 

投入不足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企 

业进行技术改进和创新，从而削弱了企业的核心 

竞争能力的形成，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三、培育中小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具体途径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我国中小物 

流企业要发展和壮大，就必须不断地培育和提升 

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参与供应链建设。结成战略联盟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企业想单打独斗 

赢得竞争优势已绝无可能。中小物流企业要改变 

规模较小，专业能力、核心竞争能力不足的状况， 

参与物流供应链建设，结成广泛的战略联盟是一 

条有效的途径。参与供应链管理可以使物流总成 

本下降 10％、企业按时交货率提高 15％、订货／生 

产周期缩短25％ ～30％，资产增长率达到 15％ ～ 
20％ 7 J

。 因此，突破传统的管理模式，参与供应链 

建设，对提升中小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关系重大。 
一 般中小物流企业在供应链中处于从属的地 

位，可考虑建立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纵向联盟，利用 

上下游企业之间互补技术、专有能力、资金、设备 

和已经建立的客户基础，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 

度和更高质量，形成核心竞争力，获取持续的竞争 

优势。 

2．重视人才培养。实施人才战略 

人才短缺已经成为我国物流企业发展的一个 

瓶颈，据预测，目前市场上物流人才的需求量超过 

600余万，被列为我国l2类紧缺人才之一L5 J。因 

此，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培养和使用机制是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中小物流企业只有聚集 
一 些精通技术、熟悉市场、善于管理的人才，建设 

相对稳定、知识结构合理、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队 

伍，才能形成企业自身的知识积累体系，从而形成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中小物流企业要把培养人才、吸引人才、重视 

和使用人才放在重要位置，把人才的引进与开发 

相结合、深造与锻炼相结合、激励与约束相结合， 

加快 自身人才队伍的建设。在具体做法上：可加 

强与当地高校和管理咨询公司的合作，组织员工 

参加物流管理和技能培训，提高专业人员的理论 

和实际应用水平，使他们能既熟悉物流的运作规 

律、又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同时企业要努力使 自身 

发展所需的人才，特别是核心人才，能引得进、留 

得下、靠得住、用得好。要加大对管理者和核心员 

工的经济激励力度，通过年薪制、股票期权、管理 

才能和技术人股等方式，把企业经营、员工收入与 

企业资本长期保值、增值的结果直接挂起钩来，充 

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团队发挥 

最大的效用。 

3．坚持错位发展。建立比较优势 

中小物流企业坚持错位发展，一是要从竞争 

对手那儿寻找机会，通过对竞争对手的分析，发现 

他们的弱点，发展 自己的比较优势。二是要通过 

对客户需求变化的分析，找到自己能够为客户提 

供特殊利益的方式与方法，从而建立自己的比较 

优势，并构建支撑这种优势的潜在核心能力。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终检验者是客户，为客 

户提供特色、优质、增值的服务是企业接近消费者 

的最直接途径。在供应链环境下，面对客户个性 

化、快捷性的要求，中小物流企业要不断创新服务 

理念，完善服务系统，创建服务优势，以量身定做、 
一 体化运作、个性化服务，让客户真正体验到自己 

是“上帝”，如此才能留住客户，使 自己的比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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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得到巩固。 

4．运用信息技术 。完善物流网络 

信息化是衡量现代物流企业的重要标志之 
一

，许多跨国公司都拥有“一流三网”，即订单信 

息流，全球供应链资源网、全球用户资源网、计算 

机信息网。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物流业之所以发展 

得较快，其原因之一是在物流运作过程中大量使 

用现代物流技术和商品信息识别技术，如自动识 

别系统、条码技术、自动分拣装置、全球卫星定位 

系统(GPS)、电子技术交换系统(EDI)、管理信息 

系统(MIS)、射频识别装置(RF)、资金快速支付 

技术(Err)等。 

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中小物流企 

业应不断加大对现代技术设备硬件的投入和软件 

应用的力度。有条件的可以自建网络体系，没有 

条件的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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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Core Competitive Power in 

Chinese Medium and Small——sized logistics Enterprises 

ZU0 Yuan—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cheng Jiangsu 224051，China) 

Abstract：Facing the global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changeful external environment，this paper shows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core competitive power of medium and small—sized logistics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need of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petitive power in Chinese medium and small—sized logistics enterprises，it points 

out that the single function，lack of logistics talents，high operation cost，low lev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poor brand aware- 

ness and under investment in R&D a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lead to their relative weak competitive power．Suggestions for euhi· 

vating their core competitive power are also given．In order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hinese medium and small— 

sized logistics enterprises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build logistics supply chain，cultivate logistics talents，establish compara- 

tive advantages through cross development，make full use of Internet inform ation technology ，enhance brand awareness and imple- 

menting innov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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