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路货物运输组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道路货物运输组织>>

13位ISBN编号：9787509617427

10位ISBN编号：7509617421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经济管理出版社

作者：魏娟

页数：1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路货物运输组织>>

内容概要

　　《现代物流学术前沿丛书（第1辑）：道路货物运输组织》架构了道路货物运输中间性组织理论
，用以分析道路货物运输中间性组织模式，划分中间性组织发展阶段，并对中间性组织模式下交易方
式和生产方式发生的相应变化及其效益进行了研究。

　　市场、企业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性组织是资源配置的三种模式；我国道路货物运输经历了计划
经济时期国有大型企业纵向一体化组织和单车分散经营的市场组织，这两种模式下资源都不能得到充
分利用。
《现代物流学术前沿丛书（第1辑）：道路货物运输组织》主要研究现代物流企业如何将分散的道路
货物运输资源整合起来，实现道路货物运输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为道路货物运输组织化、规模化发展
提供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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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于北京交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内蒙古财经学院商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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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三等奖等奖项。
参与制定内蒙古交通物流信息化标准、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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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构建了道路货物运输中间性组织理论构架，包括道路货物运输中间性组织成因、中间性组织
构成、中间性组织结构及中间性组织的网络效应。
道路货物运输中间性组织是在考虑同时利用外部市场利益优势和内部组织控制成本优势时的一种效率
最高的治理模式。
道路货物运输中间性组织是由网络节点企业、网络连接纽带、网络运行机制构成的，网络节点企业具
有信息处理和决策能力，提供给中间性组织的是资源和技术，对信息加工处理能力和对中间性组织网
络贡献大小决定了其在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间性组织并不是不同节点企业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信息沟通和相互作用的路径将节点企业联系起
来的网络构架。
完善的网络运行机制能够对节点企业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协调、约束与激励，使网络组织处于良好的运
行状态。
　　中间性组织是由企业间分工而结成的网络，因而中间性组织的组织结构就是网络组织结构模式。
根据网络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将中间性组织分为无核心网络、单核心网络和多核心网络，无核心网络
中成员企业地位上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支配网络内的全部资源。
有核心网络根据.核心企业数量分为单核心网络和多核心网络，网络中核心企业利用其所掌握的资源和
信息，对网络中其他成员企业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非核心企业对资源、信息的不对称性越高，核心
企业在网络中的地位越重要。
由于道路货物运输具有供需分散的特点，中间性组织中的核心企业具有作为运输供需双方的中间层职
能，进行运输价格的制定，进行集中交易，通过创造更加有效率的市场交换来成功地降低交易成本。
道路货物运输网络结构模式是以运输中间层为核心形成的中心--外围的组织形式，是以任务为导向的
一种合作运转方式，一次运输任务完成后参与完成此任务的企业重新回到网络中，这些企业在网络的
关系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长期合作的动态联盟关系。
　　网络经济具有网络效应，在网络效应作用下，道路货物运输中间性组织结构从多核心网络向单核
心网络收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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