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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对于运用 Excel解决物流管理中物资调配和最

佳库存问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至于实际运用中取得较好效

果的更是少见。本文主要运用 Excel软件就我国物流管理的

最佳库存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办法。

一、现代企业的仓储和库存问题

1. 企业没有足够重视原材料、半成品及产成品在物流管

理中的调配作用，没有看到这些对控制成本的重要性，也没有

设置专门的部门和机构来负责这些业务。我们可以把最优库

存理解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减震器，当产品过剩时它可以吸纳，

当市场需求旺盛时它可以释放。如果企业能通过充分利用所

具有的仓储资源来提供高效的仓储服务，其最小限度的库存

投资与高效的工厂作业，对节约产品成本效果是显著的，比如

应对库存投资的投入会减少，也能优化应收、应付账款，加快

资金周转。企业库存管理成本的大幅减少，能有效地应付千变

万化的市场、降低竞争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2. 仓储和物流机制问题。零库存的前提是按需定制的

“工厂—订户”模式，有多少订货就有多少产量。戴尔在中国为

什么不采用他横扫全球的销售方法与中国的物流链有关。中

国物流的效率难以支持戴尔在美国提出的将产品三天内从工

厂送到用户手中的做法，而且一般的中国用户恐怕也不想为

了享受一次上门服务而多花费好几百元的费用。中国的消费

者购买商品喜欢去卖场货比三家，因为卖场里可以多一些选

择机会，购买前还能看到真品。对于电脑这类的大件商品，非

要试用几下，才能买得踏实。因而在当前我国仓储和物流机制

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要做到零库存难度很大。

二、我国物流与仓储业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物流行业规模在 2000 耀 2010年 10年间年均增长

22.1%；产业链的延长使我国物流业的附加值也快速上升，

2000 耀 2010年年均增长了 14.1%。2010年物流业产值占服务

业比重为 16%，占 GDP的比重为 6.9%。与国外相比，我国物

流业在全球物流业中还处于相对不发达的状态，竞争能力也

不强，尤其是在物流管理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1. 物流成本高昂。2011年河南天价过路费案暴露出我国

物流成本高昂，如此高的物流成本也成为我国通货膨胀的助

推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

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 18%左右，比发达国

家高出一倍，过高的物流成本已成为当前物价走高的重要推

手。企业产品约 90%以上的时间都用在仓储、运输、包装、配送

等环节上，导致物流效率低下且价格高。

2. 仓储费用过高。对于很多企业而言，仓储管理系统是

增加效益立竿见影的模块。所以大多数企业都把重点放在了

企业资源计划（ERP）、客户关系管理（CRM）和人力资源管理

（HRM）系统的构建上，企业的仓储模式和仓储管理仍停留在

人工操作管理阶段，效率低，费用高。对仓储管理的过低投入

与偏见是我国企业在建设现代化仓储物流管理体系方面的短

板，从而制约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 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发达国家目前已普遍实行供应链

管理，而我国物流业仍处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世界物流业的

水平。尽管近年来我国物流业发展较快，物流公司已经超过

70万家，但大多数服务意识不强，技术水平落后，专业人才匮

乏，只能提供简单的物流和仓储服务。

三、运用 Excel建立求解模型

1. Excel的“规划求解”工具应用操作。在 Office自定义安

装状态下，进入 Excel安装选项-加载宏，在下拉列表中点击

盘符图标可以更改“规划求解”的安装状态。

完成规划求解安装后，需要进一步执行加载操作，然后才

可以在 Excel中调用。加载过程是：选择 Excel中的“工具”菜

单，点击“加载宏”，弹出加载宏对话框，“规划求解”工具在默

认状态下处于未选中即未加载状态，点击选择框使之处于选

中状态并确定完成加载。

在已安装并加载状态下，规划求解显示在 Excel的“工

具”菜单中，此时即可正常使用规划求解工具。如在工具菜单

中未发现规划求解，可以检查加载宏列表，查看是否有名为

Solver的加载项列于其中并执行相应的加载操作。

2. 用 Excel“规划求解”建立模型。

（1）假设案例。假设某公司每天需用原材料 q吨（q=500），

每次最大运货量为 j吨（j=3 200），仓储管理固定成本为每天

b 万元（b=200），每吨货物仓储变动成本为每天 a 万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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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物流每次固定成本 d万元（d=500），每吨货物物流变动

成本为 c万元（c=10）。具体如表 1所示：

求解在一个月中（按 30天计算）每次运货量 qi和运货次

数 i分别为多少时，所产生的总费用最少？

（2）分析案例。总成本包括仓储成本和物资调配成本。而

库存成本又包括仓库管理固定成本和仓库管理流动成本，存

储库存需要有存储室、主管人员、操作人员、必要的记录等等。

倘若没有库存，也一样会产生这些费用，这部分是仓库的固定

成本。随着仓库储存量的增加而增加的费用为流动成本，为仓

库的变动成本，与仓储量成正比。

物资调配成本包括物资调配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每运

送一次货物所发生的必要成本，包括运输费、过桥费及部分的

燃油费等。不论每次满载而归还是空车返回，这些费用是必然

发生的，它不根据货物的多少来衡量。只能是减少运货的次数

才能控制它的量。这部分成本为物资调配固定成本。而装卸、

在途保险等费用，基本上与每次运送货物的多少成正比，当运

送的货物较多时，装卸费用、保险费用等自然会提升，这部分

成本为物资调配变动成本。

根据案例资料计算该企业的总成本，可以将总成本分为

仓储成本和物流成本两部分。

仓储成本：仓储成本可以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其中

固定成本为 d伊30。下面主要求解变动成本：可以这样理解变

动成本，即每次进货量乘以这批货到月底的天数减去每天的

领用量，然后乘以仓储的变动成本系数 a。即第一批进货保存

了 30天，第二批保存了 30-X1天，其中 X1为 q1/q 的商，余

数为 Y1，第三批为 30-（X1+X2），其中 X2=（q2+Y1）/q 的商，

余数 Y1。以此类推，得到表 2的数据：

所以总的变动成本=｛30伊q1+（30-X1）伊q2+［30-（X1+

X2）］伊q3+…+［30-（X1+X2+…+X29）］伊q30-（1+2+3+…+30）

伊q｝伊a。上述问题以进货 30次为例，如果进货次数小于 30

次，即为 i次，则到 qi即终止。

物流成本：物流成本也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固定成

本为 d伊i；变动成本为（q1+q2+q3+…+qi）伊c。

综上所述，总成本为仓储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物流变动

成本和固定成本的综合。要求总成本最小，变量为每次的进货

量 qi。在进货次数无法确定的情况下，需要先假设进货次数，

然后比较不同的进货次数下的最小总成本。

（3）建立模型。新建一个 Excel工作簿，命名为“仓储和物

流规划求解”。将 Sheet3重命名为“进货 1次”。将 Sheet1重命

名为“条件和结果”。将 Sheet2重命名为“计算”。

在表 1“中”按照下图所示建立输入数据。

在“进货 1次”表格中建立如图 2所示表格。

表 1 案例中的数字列表

每天用量q

每单位每天货物仓管变动成本a

仓管每天固定成本b

每单位货物物流变动成本c

每次进货物流固定成本d

每次最大运货量j

500吨

20万元

200万元

10万元

500万元

3 200吨

表 2 每次进货保存的天数列表

进货量

第一次进货量q1

第二次进货量q2

第三次进货量q3

噎

第三十次进货量q30

保存天数

30

30-X1

30-（X1+X2）

…

30-（X1+X2+…+X29）

关于X1和Y1

q2/q=X1…Y1

（q2+Y1）/q=X2…Y2

…

（q29+Y29）/q=X29…Y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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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条件和结果

D

每次运货量请查看院

最小成本

运货次数

A

每天用量q

500

每单位每天货物仓管变动成本a

20

仓管每天固定成本b

200

每单位货物物流变动成本c

10

每次进货物流固定成本d

500

每次最大运货量j

3 200

图 1 条件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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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进货1次

A

第一次
进货

D

qi窑保存

天数

0

E

Xi

0

F

yi

0

G H

每天用量q

500

每单位每天货物仓管变动成本a

20

仓管每天固定成本b

200

每单位货物物流变动成本c

10

每次进货物流固定成本d

500

每次最大运货量j

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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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2=INT（B2/$H$5）；F2=MOD（B2，$H$5）；INT为

商函数；MOD 为余数函数；Xi、Yi 均为辅助计算的代数式；

H5=条件和结果！A2；H8=条件和结果！A5；H11=条件和结

果！A8；H14=条件和结果！A11；H17=条件和结果！A14；

H20=条件和结果！A17。在表格（图 2表格的扩展）的 32至 34

行填入下图内容：

其中：B32=SUM（B2：B31）；D32=SUM（D2：D31）；H34=

SUM（B2）；B34=H34伊$H$14；C34=A34伊$H$17；D34=$H$8伊

（I34-465伊$H$5）；E34=30伊$H$11；F34==SUM（B34：E34）。

设置 F34为目标单元格进行规划求解，求解 F34的最小值。

B2为可变单元格，限制条件为 0臆B2臆H20，B32逸H5伊30，

A34 为进货次数，根据表格不同而变化。例如在表“进货 16

次”中进货次数为 16。

复制并保留副本表格“进货 1次”，并将新建立的表格命

名为“进货 2次”，在此表格中填写下图内容：

其中：C3=30-I3；I3=30-I3。将复制的 E2和 F2分别粘贴

到 E3和 F3。

将“进货 2次”表格复制建立“进货 3次”，“进货 3次”表

格按照上述方法再插入一行“第三次进货”，并按照上述方法

设定内容。依次按上述方法设定内容直到表格“进货 30次”。

在“计算”表格中设置如下图：

其中：C2=进货 1 次！$F$34；C3=进货 2 次 !$F$34……

C31=进货 30次！$F$34；B6=MIN（C2：C31）。

利用 VLOOKUP函数查找出最小值所对应的进货次数

和所在的表格。即 B9=VLOOKUP（B6，C2：E31，2，0），B12=

VLOOKUP（B6，C2：E31，3，0）。

这时操作重新回到表格“条件和结果”，并且可以计算出

结果。为了使计算结果能在表格“条件和结果”中显示出来，需

要在表格“条件和结果”中作如下设置：

E3='计算（2）'！B6，E10='计算（2）'！B9，E16='计算（2）'！

B12。

设置结束，现在只要在表格“条件和结果”中输入所列的

条件数据，就可以得出最小成本下进货次数和每次进货量的

结果，并且这个结果是建立在科学依据下的最优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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