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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每个章节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引入案例、实用案例和实训操作。
学习目标可以使学生明确学习的重点与难点；引入案例可以启发学生的思考，章节内容中的小案例可
以使学生了解相关技术在实际中的应用并加深记忆，课后的案例分析则可以加强学生的分析能力；章
节后的实训操作可以让学生进行课后的实际操作，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综合分析能力，以达到
高职高专实践操作目标的要求。
同时。
本书理论深度也适合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实际情况，满足了高职高专理论学习目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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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5.共享性原则共享性原则是指在对运输信息进行管理的过程中，要提高运输信息的共
享程度。
运输过程涉及的环节众多，每一个环节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信息的支持。
为了确保运输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及时得到所需要的信息，并且还要保证信息的统一性，必须
提高信息的共享程度。
运输信息的共享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的重复录入时间，降低信息出错的概率，而且还可以确
保信息的统一性，避免信息不统一会给运输活动带来的误导现象。
（三）运输信息管理的内容运输信息管理的内容包括运输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加工、传递和使
用，并且通过这些活动的合理化和效率化，实现运输信息的价值最大化。
运输信息的收集是对原始信息的获取过程。
一般而言，运输信息的收集是一种有目的的收集过程，主要是针对具体运输业务所需要的信息进行收
集，如运输地点、运输时间等信息的收集是针对某一项具体的运输业务而开展的。
但也有一些信息的收集并不一定是针对某项具体业务的，如市场信息、政策法规信息的收集。
运输信息的整理是对获得的运输信息进行分类、归并操作。
为了便于对不同类别的信息进行效率化的管理和使用，需要对杂乱无章的信息进行筛选，剔除无用的
信息，保留有价值的信息，并按照一定的分类方法来区分类型，并分别归并到各自的类别中去，如对
托运人和收货人的信息进行分类，并将所有的托运人和收货人的信息分别归入相应的信息类别以便管
理。
信息的整理既是信息规范化的过程，也是信息合理化储存的前提。
运输信息的储存是对运输信息进行保存的操作。
有些运输信息并不一定会马上使用，而有些运输信息需要长期使用，因而信息储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
环节。
随着计算机存储技术的发展，利用数据库储存运输信息已经成为信息长期保存的首选方式。
通过计算机将运输信息转换成相应的代码存人数据库，不仅能够实现信息的集中化管理，而且还可以
实现信息的共享，减少信息的重复录入工作，避免信息不一致所带来的问题。
运输信息的加工是对运输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
运输活动需要用到的信息很大一部分是经过处理的信息，如送货单、提单中的信息。
这些信息的生成需要通过多种信息的组合、排列甚至计算才能得到，因此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便成为运
输信息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
通过对运输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从而产生的深层次的、更有价值的信息，可作为指导下一步运输活动
开展的依据，这样不仅提高了信息的可用性，而且更便于各项运输活动的开展，如运输业务统计报表
是通过对各项运输业务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后得到的，进而对于开展业务状况分析提供了最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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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流信息技术与管理》是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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