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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中国物流学术年会的交流材料，本书精选其中的38篇获奖论文，征得作者同意，结集成册。
全书分为物流经济篇、物流管理篇、供应链管理篇和物流技术与工程篇四个篇章。
参照历年惯例，在本书附录中，收录第十次中国物流学术年会获奖论文名单及上海海事大学物流情报
研究所提供的“2011年物流文献检索”，以备读者查询。
本书也可为物流相关院校、企业、园区、协会，以及所有热心物流研究的人士提供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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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物流经济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物流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区域物流网络规划研究现状及若干关键问题
　物流产业集群共生发展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模糊物元的中部六省物流能力评价
　我国省域物流作业的C02排放量测评及其低碳化对策研究
　新兴港口城市物流金融基地建设研究
　我国铁路货物运输的空间经济分析
　区域物流网络的形成机理与实证研究
　第五代物联网港口设想与我国港口物流信息化展望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急需标准化
　现代区域物流网络节点选择研究及实证分析
物流管理
　物流企业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及其演化分析
　SDN企业实施MC的逆向物流成本控制模型研究
　基于安全可靠度的食品物流系统优化
　现代物流服务业自主创新的驱动力及模式选择
　关于快递网络效应问题的探讨
　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区域差异性与模式选择
　物流企业客户终身价值系统模型与仿真
　有关物流人才培养的调查研究
　危险货物运输突发事件与应急管理机理研究
　⋯⋯
供应链管理
物流技术与工程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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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若仅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则可认为是快递供给网络上特定线路快递业务量增加
带来的经济性；若仅从范围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则可以是快递服务的种类增加，如当日达、次晨达等
服务种类的增加（也可从货物种类的角度来理解）。
本文认为，网络经济降低供给网络的运营成本，提升了网络价值。
于是，快递供给网络间接网络效应的一部分表现为快递供给网络的网络经济。
需要指出，这实际上属于供方规模经济性，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网络效应，本文将其纳入到网络效应
的讨论中。
要注意到，在探讨生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时，存在着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供给网络扩大导致了快
递业务量的增加，而事实上这一假设并不总是成立，甚至快递业务量的增加也不能保证网络经济的实
现。
（2）网络运营效率的提高。
对网络经济的探讨是从成本角度来分析快递活动。
不难发现，网络经济的实现依赖于快递活动的组织，例如，需根据快递节点的分布制定合理的行车路
线，方能实现密度经济。
从另一角度来看，供方不但依靠快递活动的组织实现成本节约，同时还提高了快递供给网络的运营效
率。
例如，快递企业选择与另一家快递企业合作，那么可能因为利用了对方更加高效的干线运输能力而提
升己方的总体运输速度；又如，一个快递网点每天进行固定次数的取货，但由于附近增加了数个网点
，那么在向更高级转运中心集货过程中，就可以由其他网点取货车辆到该网点进行补充取货，从而提
高该节点快递物品在各网点之间的递送速度。
由于这真实地提高了快递节点间的货物交互水平，那么，它构成了快递间接网络效应的又一部分。
（3）互补产品方面价值的提高。
快递供给网络虽然提供了“系统化”的产品，但其仍不完备，尚未构成完整的快递服务，可能还需要
包括其他方面。
比如，快递活动需要的设施设备及耗材、提供运力或者仓库等资源的合作伙伴、投资方等，它们可以
看成是快递供给网络的互补产品的层面。
正是它们，与供给网络一起提供了完整的快递服务。
从网络效应观点出发，作者认为互补产品生产规模经济性也是间接网络效应产生的充分条件。
而且认为，只要有更多或更好的互补产品被提供，那么对于用户而言就获得了更大的价值。
这种“更多或更好”是指互补产品的种类、质量等的改善，不仅限于成本范畴。
这在快递业中确实存在：随着消费者的增加，会出现如快递物品包装材料采购成本下降、潜在供应商
增多、更低合作代价付出及更好合作伙伴增多等现象。
这既包括成本下降的含义，也包括了快递服务品质改善的含义。
长期来看，这也促进了快递活动相关的技术水平的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这将在一个长期的过
程中对快递供给网络产生积极影响。
3.供给网络直接网络效应与间接网络效应间的关系快递供给网络的直接网络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供
给网络间接网络效应的形成。
快递供给网络直接网络效应的实现，连接了更多的消费者，增加了供给网络处理的业务量，同时有利
于快递货物的组织，使得在特定运输线路追求密度经济和幅员经济更加的容易。
与之对应，间接网络效应的实现影响了直接网络效应的实现。
例如，直接网络效应实现可以是得益于企业成本的降低，因为企业成本的有效降低会使网点或线路的
增设更具现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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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物流学术前沿报告2011-2012》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系列报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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