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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系统动力学（SD）角度出发，使用SD的方法构建了经销商企业物流成本结构模型。为验证

模型的合理性，以武汉市美容美甲经销商企业——D公司为例，进行模拟仿真并且提出优化方案。结果

表明：将SD法应用于经销商企业物流成本控制可以较好地反映所研究系统内因素间的复杂关系，可以

很好地揭示出经销商企业成本的波动趋势，从而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建议。该方法可以为物流成本控制

和优化提供良好的指导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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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企业物流成本控制与优化
——以 D 公司为例

一、引言

物流是指通过采购、存储、分拣、包装、配送、运

输等方式，实现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流动的活动

与过程。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呈现较

快的增长趋势。物流作为企业的“第三利润源泉”，已

成为我国企业需要开辟的重要领域，物流这个产业

将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并且物流成

本具有乘数效应，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降低物流成本

对于企业提升竞争力来说显得极为关键，对于国家

的发展也尤为重要。

当今学者对于物流成本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宏观

层面，微观层面涉及较少，针对经销商企业层面的研

究更少，经销商企业在物流领域的高成本问题一直

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企业在降低物流成本方面一直

停滞不前。因此，找到合适的技术和方法对经销商企

业物流成本进行控制与优化是当今研究者急需解决

的难题。虽然我国在 2006年出台了《企业物流成本

构成和计算》，但是因为该标准相对而言比较宽泛，

企业按照这一标准实施难度过大。本文将结合该文

件对经销商企业物流成本控制和优化展开研究，通

过对经销商企业物流成本细化研究，使文件提出的

核算方法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物流成本控制方法研究综述

目前，从研究文献来看，主要通过会计核算法和

模型仿真与分析法对物流成本进行控制。会计核算

法是根据企业确定的成本计算对象，采用相应的会

计成本计算方法，按照规定的成本计算规则对一系

列物流费用进行汇集与分配，最后计算出各个物流

环节成本对象的实际总成本和单位成本。物流成本

会计核算方法主要有：营运成本法、任务成本法、作业

成本法、任务作业成本法、估时作业成本法等。

邵瑞庆（2006）根据“品种法下的订单法”这一思

路，确定了物流成本核算对象，即将物流成本对象详

细地划分为运输、仓储、装卸、增值作业和营运间接

等五项费用，并针对这五项费用设置相关的会计科

目，进而构建出物流企业物流成本核算的程序。但

是，其并没有将这一方法运用到具体的案例中去验

证，缺乏实际操作性。周敏等（2005）将任务成本法运

用到企业物流服务中去。首先根据顾客的特点将企

业物流服务分为不同的种类，然后建立相应的成本

核算程序，最终计算出各个服务的成本。这种方法的

优点在于只要计算出作业集合，就能计算出相应的

成本，显得更加方便、简洁。该方法的缺点在于，核算

过程太过于复杂，在具体的分配过程中往往存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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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素，从而缺乏可操作性，最终的结果也不是很准

确。陈小龙等（2002）介绍了如何将作业成本分析法

运用到物流成本计算中去，并且结合我国物流成本

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实施方案。但是，这种方

案在实施的过程中对于企业资源动因的划分过于繁

琐，企业操作起来难度太大，所以很多企业都没有考

虑这种方法。

帅斌等（2006）在分析和比较任务成本法与作业

成本法的优点和缺点之后，提出了两者具有相应的

兼容性，可以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用来构建企业物流

成本核算框架。这个框架给出了企业物流成本核算

的范围，而且阐述了相应的数据收集来源，最后还系

统地构建出了相关物流成本的分配架构。但是，针对

这一方法，作者并没有引用相应的案例进行具体的

分析，缺乏实际操作性，同时没有考虑到运用这一方

法时所隐含的时间成本和一般管理费用的分配。杨

头平等（2008）在Kaplan R. S.教授（2007）提出估时

作业成本法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即针

对作业成本法用于物流成本核算时没有考虑时间成

本的缺点，在物流作业成本法的基础上引入基于物

流时间的物流成本核算方法。通过将时间与作业相

结合的物流成本核算方法，可以进一步挖掘企业的

物流隐性成本，从而可以为企业降低相应的成本，

是一种提高利润的新途径。

模型仿真是用数学模拟或者系统法模型分析和

度量所研究问题的方法。物流成本控制模型主要有

线性分析模型、博弈论模型、Agent模型、多目标规

划模型、离散仿真模型、DEA模型等。

Hu等（2002）提出的制定一个离散时间线性分

析模型，最大限度地减少逆向物流经营成本，从而最

大限度地达到控制物流成本的目的。Wong H.等
（2007）提出建立博弈论模型，并将其运用到成本分

配的问题中去，通过纳什均衡显示最终的结果。结果

表明，库存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企业成本分配策略

的影响。通过制定良好的成本分配策略能够达到控

制库存成本的作用。Schuster E. W.提出建立Agent
模型，这一模型的思路是运用蒙特卡罗仿真方法进

行相应的仿真分析，从而发现企业在控制成本过程

中存在的相应的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从而最终达

到控制成本目的。B. Ertazzi等（1997）通过对船舶运

输的研究，阐述了在运输频率已知的情况下，可以运

用系统控制的方式使得运输成本与库存成本达到最

小。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建立一个运输成本与库存成

本最小化的多目标规划模型，从而最终达到控制运

输成本的目的。该模型通过一对多的假设形式，将产

品从一个供应点供应到多个目的地，但是，该方法仅

仅只是提供了相应的算法，没有做出具体的实证研

究。Mason S. J.等（2003）开发了一个离散事件仿真

模型的多产品供应链，将库存和运输进行整合。结果

表明这种集成范式具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提高客户

服务，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物流成本，并减少交货时

间的可变性。

孙朝苑等（2006）首次提出将DEA模型运用到

物流作业成本中进行分析。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对企业物流中的高效率与低效率作业进行筛选，构

建出相应的物流成本控制的DEA模型。通过引入线

性回归方法来预测和控制物流作业量，保留高效率

作业，对低效率作业的处理方式是提供改进目标和

方向，最终可以达到提高物流系统服务质量、降低物

流总费用的目的。但是，DEA模型仅仅是从理论层面

做了相关的探讨，并没有进行模拟仿真分析，对于后

续的可操作性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总体来看，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物流成本

控制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对于经销商企

业物流成本控制的研究较少。并且，企业物流成本控

制与优化的研究还停留在表面，只给出了一般性的

核算方法或者模型，而没有引用具体的实例进行可

操作性的分析。因此，着手建立一套有效的、具有实

际可操作性的物流成本控制体系，精确地把握和控

制发生在企业内外的各类物流费用，是现代企业经

营管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经销商企业物流成本控制SD模型搭建

系统动力学（SD）是由 Jay W. Forrester 教授

（1970）首次提出的系统仿真方法。系统动力学是结

构的方法、功能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的统一。它的基

础虽然是系统论，但是吸收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理

论精髓，总体而言是一门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横向学科。系统动力学立足于系统论，并且结合控

制论、信息论的优点，将发现和解决问题完美地结合

在一起。其被应用的领域也在不断增多，遍布宏观经

济和企业管理领域。系统动力学随着其应用的发展

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体系。目前，系统动力学已经开

始运用于成本方面的研究。

杨头平（2008）从系统的视角对企业物流成本的

形成机理、控制与优化策略进行了创新性和基础性

的研究，并构建了SD模型对企业物流成本进行仿真

与控制。但是，其也仅仅只做了理论方面的分析。虽

然构建了企业物流成本流图，但之后并没有进行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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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与优化分析。柴天姿（2006）提出使用SD的理论和

建模方法，以系统的观点分析第三方物流的成本问

题。首先，构建了第三方物流成本的SD模型，输入相

关的模型参数数据，并且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检

验。然后，对模型进行模拟仿真，得出了企业在未来

三年的物流成本变化趋势图。最后，针对仿真结果的

趋势变化图，提出了四种相应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分

析，并且给出了第三方物流企业运营的政策性建议。

这种系统的分析方法先从微观结构和因果关系

出发，建立相应的仿真结构模型，并且通过计算机软

件进行模拟运行，可以很好地发现问题，从而找到解

决问题的途径。在企业中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

达到控制企业物流成本的目的。

经销商企业物流成本主要包括采购过程中产生

的物流成本、库存成本、销售过程中产生的物流成

本。由于这几个成本在经销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中均为相互关联的成本，所以本文从系统动力学的

角度出发，选取从商品采购到最终销售完成这一完

整的过程为研究对象，分析经销商企业在经营活动

过程中产生的物流成本。

针对经销商企业的经营活动性质，同时，根据经

销商企业物流成本水平和垂直运营结构，本文将企

业产生的流成本划分成三类，分别是采购物流成本，

库存成本和销售物流成本。这三类研究对象进一步

可以系统地划分为三个子系统，分别是采购物流成

本子系统、库存成本子系统和销售物流成本子系

统，它们之间互相作用和影响，共同组成一个有机

整体。进一步分析各个子系统，其中：采购物流成本

子系统由供货方配送物流成本、采购运输成本和采

购订单处理成本构成；库存成本子系统由储存成本、

入库成本、内部调拨成本、出库成本、分拣成本、包装

成本和存货相关成本构成；销售物流成本子系统由

调价损失成本、退货物流成本、配送成本和销售订单

处理成本构成。模型基础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各个

组成部分下面还有众多的影响因素，这里不一一阐

述。完整的结构物流成本流如图2所示。在成本流图

中，每个箭头连接的两个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均是

经人为设定，用来进行后期的模拟仿真。

四、实证研究

本文以武汉市一家大型的美容美甲经销商企业

（简称“D公司”）为例，根据调研D公司某一个月的

财务数据进行物流成本核算和控制研究，利用仿真

模型对企业进行物流成本的优化控制。

1. SD主要参数与方程。

（1）根据经销商企业物流成本流，解释流图模型

中各参数的含义如表1所示。

（2）主要仿真方程确定如表2所示。

（3）相关数据的录入。本文所录入的数据都是对

D公司调研所得到的该企业某一个月的财务数据。

为了确保最终模拟结果的准确性，本文还使用估时

作业成本（TDABC）核算方法，计算出 SD模型中的

10个单位成本变量，即单位商品订单处理成本、单

位商品自取处理成本、单位商品入库处理成本、单位

商品出库处理成本、单位商品储存处理成本、单位商

品分拣处理成本、单位商品包装处理成本、单位商品

内部调拨处理成本、单位商品配送处理成本、单位商

品退货处理成本等，再将10个参数融入系统动力学

模型中。由于TDABC法可以精确地核算结果，最后

的仿真结果将更加准确，最终做出的策略也更加适

用于企业的管理。仿真数据如表3所示。

（4）有些特殊的数据资料企业无法提供或者无

法提供完整的资料，针对这种情况可以结合企业具

体的大致经营状况，参考资料后作出估计。首先，需

要确保模拟可行性与模拟结果置信度；然后，在这一

基础之上对所需数据资料进行合理假设，力求获取

精确的结果；最后，通过分析，本文把运输费率受运

图 1 物流成本基础模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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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距离影响因子、运输延迟影响因子、运输量影响

因子、实载率影响因子的关系用图3 ~ 6的表函数表

示。

2. SD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本文通过方程式极

端条件检验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假设D企业的订

单量为0，从而对销售量为0的极端情况的物流成本

进行检验。如图7 ~ 8所示，当订单量为0 时，经销商

企业的物流成本趋向于0。
本文将模拟的期限设定为1 ~ 60个月，一共5年

的时间来仿真D公司的物流成本变动情况。模拟的

期限不是一成不变，可以根据企业管理者的需要而

定。仿真的结果如图9 ~ 12所示。

根据SD模型仿真结果可知：

（1）从企业全局角度来看，D企业物流总成本中

库存成本占了主要部分，其次是销售物流成本，最小

的是采购物流成本。其中采购物流成本和销售物流

成本的波动幅度较小，可见，D公司对于采购物流成

本和销售物流成本的控制还是比较擅长的。

（2）在采购物流成本中，采购物流的主要成本来

自于运输成本，而影响运输成本的因素主要是运输

费率。

（3）在销售物流成本中，虽然配送成本波动较

图 2 物流成本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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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变量名

单位销售订单处理成本

单位采购订单处理成本

单位配送成本

单位退货成本

单位包装成本

单位入库成本

单位存储成本

单位分拣成本

单位供货方配送物流成本

单位内部调拨成本

单位出库成本

运输成本

运输费率

运输距离影响因子

运输距离

运输延迟影响因子

运输时间

运输量影响因子

运输量

实载率

实载率影响因子

自取商品物流成本

自取商品订货量

自取商品比重

采购订单处理成本

性质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表函数

辅助量

表函数

辅助量

表函数

辅助量

辅助量

表函数

辅助量

辅助量

常量

辅助量

变量名

采购订单处理成本

销售订单处理成本

订单量

调价损失成本

市场价格变动

惩罚率

配送量

配送周期

配送成本

退货物流成本

期望库存

提前订货周期

订货量

入库量

入库成本

出库量

出库成本

存货相关成本

包装成本

储存成本

存货保险成本

存货风险成本

资金占用成本

缺货成本

分拣成本

性质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常量

辅助量

常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常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变量名

分拣周期

内部调拨商品数量

内部调拨率

内部调拨成本

在途库存持有成本

在途库存商品价格

在途库存持有成本系数

风险成本系数

保险成本系数

资金成本系数

缺货成本系数

缺货量

存货成本

破损量

破损率

退货量

退货率

销售量

采购物流成本

销售物流成本

库存成本

订货量

库存量

经销商企业物流总成本

性质

常量

辅助量

常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常量

常量

常量

常量

常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常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辅助量

状态变量

辅助量

表 1 流图模型参数与含义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函 数 方 程

经销商企业物流总成本=库存成本 +采购物流成本 +销售物流成本

采购物流成本=供货方配送物流成本 +运输成本+采购订单处理成本

销售物流成本=调价损失成本+退货物流成本+配送成本 +销售订单处理成本

运输成本=运输量×运输费率

运输费率=实载率影响因子×运输延迟影响因子×运输距离影响因子×运输量影响因子

供货方配送物流成本=单位供货方配送物流成本×供货方配送订货量

采购订单处理成本=单位采购订单处理成本×订单量

调价损失成本=市场价格变动×库存量

销售订单处理成本=单位销售订单处理成本×订单量

惩罚成本=配送量×惩罚率

退货物流成本=单位退货成本×退货量

入库成本=入库量×单位入库成本

存货相关成本=在途库存持有成本 +存货保险系数+存货风险成本 +缺货成本+资金占用成本

包装成本=包装数量×单位包装成本

分拣成本=分拣量×单位分拣成本

出库成本=出库量×单位出库成本

储存成本=单位储存成本×库存量

表 2 流图主要仿真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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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是从波动幅度来

看，配送成本比较稳定，

说明D公司的配送效果

较好。而调价损失成本的

波动幅度则较大，影响调

价损失成本的主要因素

是市场价格的变动。

（4）在库存成本中，

其他几种成本的波动幅

度均较小，并且只占少

数。对存货成本影响最大

的当属存货相关成本。存

货相关成本受到在途库

存持有成本、存货保险成

本、存货风险成本、资金

占用成本和缺货成本的

影响。从D公司的实际情

况来分析，缺货成本对于

库存成本的影响最大。

3. 物流成本优化控

制。根据 SD模型仿真结

果可知，D公司物流成本

主要受库存成本波动的

影响。其中，在采购物流

成本中运输成本波动较

大，销售物流成本中调价

损失成本波动较大，库存

成本中缺货成本波动较

大。针对这样的仿真结

果，可以提出以下三种策

略，对D公司的物流成本

进行控制优化。

（1）通过控制采购物

流成本中的运输成本来

降低采购物流成本和总

的物流成本。模拟控制策

略：提高实载率和降低运

输延迟率。运输成本的高

低主要是由运输费率决

定的，运输费用又受到运

输量、运输距离、运输延

迟和实载率等变量的影

响。由于采购活动中，运

输量和运输距离是很难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变量名

单位销售订单处理成本

单位采购订单处理成本

单位配送成本

单位退货成本

单位包装成本

单位入库成本

单位存储成本

单位分拣成本

数值

3.27元/件
3.27元/件
23.95元/件
13.66元/件
2.77元/件
8.31元/件
7.66元/件
1.47元/件

变量名

单位供货方配送物流成本

单位内部调拨成本

单位出库成本

退货率

保险成本系数

缺货成本系数

资金成本系数

风险成本系数

数值

13.18元/件
4.35元/件
10.56元/件

0.050
0.075
0.002
0.010
0.003

表 3 仿真主要数据

图 4 运输延迟影响因子表函数

图 3 运输距离影响因子表函数

图 5 实载率影响因子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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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这里可以假设D
公司通过相关方法提高了

在采购中的实载率和降低

了采购中的运输延迟率，

以此来降低运输费率。当

这两项变量得到控制时，

运输费用率降低，最终导

致采购物流成本显著地降

低，物流总成本也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优化。比较结

果如图13、图14所示。图 6 运输量影响因子表函数

图 7 销售量为0时的销售物流成本

图 9 采购物流成本 图 10 销售物流成本

图 8 销售量为0时经销商企业物流总成本

图 11 库存成本 图 12 企业物流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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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采购物流成本对比 图 14 经销商企业物流总成本对比

图 15 销售物流成本对比

图 16 经销商企业物流总成本对比

时间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企业调价
损失成本

1783.421
6836.372
7368.02
9484.841
3996.042
3291.025
6559.268

11505.48
3724.172
6726.221

10924.91
9524.371
9828.857
6712.223
6103.826
9829.062
7503.431

10013.46
4106.088

10007.35
11356.14
6227.303
4649.826
6445.708

12082.65
5372.18
5504.02

14202.09
12475.78
9003.595

调价损失
成本降低
后的成本

1391.71
4637.435
5718.682
6365.618
2792.594
3070.7
4929.357
7673.946
3656.089
5571.117
7546.729
6919.798
7296.021
5601.998
5239.02
7069.583
5946.423
6853.407
4034.426
6854.59
7581.085
5004.167
4317.784
5597.277
8095.471
4425.349
4866.983
9584.27
8642.613
7024.651

时间
（月）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企业调价
损失成本

13120.7
7691.083

15891.12
11869.75
13589.62
21305.14
17997.64
18656.74
12272.07
12257.57
28370.43
23401.01
21110.37
16530.23
23202.51
29241.61
17590.4
17821.31
22057.22
37598.21
27502.96
26483.88
22970.96
31165.65
21817.19
30157.4
45773.06
41482.81
37196.97
29944.47

调价损失
成本降低
后的成本

9232.892
6495.016

10930.09
8777.294

10283.31
14227.75
13166.46
14042.59
10963.29
11168.44
19045.32
15812.31
14894.11
12517.46
16113.59
19831.91
14128.08
14551.99
16921.96
25170.81
20405.26
19547.44
18540.52
22513.02
17611.69
22492.09
30537.69
28685.71
27415.21
24220.2

表 4 调价损失成本降低模型 金额单位：元（2）通过控制销售物流成本中的调价损失成本

来控制销售物流成本和总的物流成本。模拟控制策

略：降低调价损失成本。虽然在销售物流成本中，配

送成本占了主要部分，但是，由于调价损失成本的波

动幅度较大，最终会影响销售物流成本的大小。这里

假设D公司通过对市场价格的良好掌控降低了调

价损失成本。可以看到当调价损失成本降低时，销售

物流成本随之降低，总成本随之降低。对比结果如图

15、图16和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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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控制库存成本中的存货相关成本来降

低库存成本和总的物流成本。模拟控制策略：降低缺

货成本。存货相关成本在库存成本中占有很大的比

重，其中，准确分析可知缺货成本是影响存货成本的

关键因素。缺货成本一般是很难准确预测的，但可以

运用相关经验进行详细分析。假设D公司通过采取

措施增加了库存满足时间，当库存满足时间为 5个
月时，库存成本最低，物流总成本最低。库存成本和

经销商企业物流总成本对比结果如图17、图18和表

5所示。

五、经销商物流成本控制与优化建议

通过前文的 SD仿真分析，针对D公司经销商

企业物流成本控制政策，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 通过加强车辆运输管理来提高实载率。由于

车辆在运输的过程中，吨位利用率和行程利用率是

影响实载率的两个重要因素，所以，要通过加强车辆

的运输管理，让运输人员在运输的过程中尽量地提

高吨位利用率和行程利用率，从而最终达到提高实

载率的目的。

2. 通过寻求信誉良好的运输公司来降低延迟

时间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企业物流
总成本

278202.3
226725.8
209861.1
243811.5
251467

220317.8
208896.6
215723.4
214038.2
195876.1
198162
186386

178866.2
202141.2
194763.2
189845.9
203574.4
217893.7
199516.8
207858.9
201157.1
196819.4
191281.6
179792.4
209847.2
197456.3
190886.5
173245.6
187281.8
169211.4

库存满足
时间为5
个月的物
流总成本

244825.8
205081.8
194605.4
221627.6
224032.6
128737.3
130960.9
142733.4
137373.6
145940.2
142422.8
136676.9
141108

144821.7
139230.8
140203.9
141287.3
143421

131755.7
137606.2
136679.7
130775.5
130946.4
138554.2
146422.2
128821.1
136858.1
143100.3
146982.2
140988

库存满足
时间为10
个月的物
流总成本

252234.2
209919.4
198120

226484.3
230482.8
204155.3
195548.7
202997.4
199732.8
184634.8
142422.8
136676.9
141108

144821.7
139230.8
140203.9
141287.3
143421

131755.7
137606.2
136679.7
130775.5
130946.4
138554.2
146422.2
128821.1
136858.1
143100.3
146982.2
140988

库存满足
时间为20
个月的物
流总成本

259642.5
214757.1
201634.6
231341
236933

208591.7
199348

206542.4
203401
186911

190033.4
180205.6
173288.9
194091.2
187293.2
182687

196025.3
207799.2
191813.3
198929.2
136679.7
130775.5
130946.4
138554.2
146422.2
128821.1
136858.1
143100.3
146982.2
140988

时间
（月）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企业物流
总成本

175045.8
161858.7
153606

155084.5
159943

163564.9
168082.9
171929.3
164280.7
168486.9
186278

171370.2
169885.5
167724.6
171246.6
187613.8
173022.6
181177.1
183257.9
201345.3
204167.7
187551.8
192822.6
199796.2
188220.6
205839.3
219821

221010.3
219850.7
220100.3

库存满足
时间为5
个月的物
流总成本

150403.4
140003.6
150412.4
149017
157765

161168.2
165692.6
169796.3
162051.1
166515.9
184149.2
169008.3
168039.2
165508.7
169566.1
185744.1
171165.7
178843.2
181006.6
199824.4
201327.7
186084.7
191478.2
198504.4
186625.2
203766.8
217892.7
218326

218692.1
218412.8

库存满足
时间为10
个月的物
流总成本

150403.4
140003.6
150412.4
149017
157765

161168.2
165692.6
169796.3
162051.1
166515.9
184149.2
169008.3
168039.2
165508.7
169566.1
185744.1
171165.7
178843.2
181006.6
199824.4
201327.7
186084.7
191478.2
198504.4
186625.2
203766.8
217892.7
218326

218692.1
218412.8

库存满足
时间为20
个月的物
流总成本

150403.4
140003.6
150412.4
149017
157765

161168.2
165692.6
169796.3
162051.1
166515.9
184149.2
169008.3
168039.2
165508.7
169566.1
185744.1
171165.7
178843.2
181006.6
199824.4
201327.7
186084.7
191478.2
198504.4
186625.2
203766.8
217892.7
218326

218692.1
218412.8

表 5 库存满足时间模拟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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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一家有信誉、有资质的运输公司进行长期合

作，在签订运输合同的时候规定合理运输时间，能够

大大地降低运输延迟时间。

3. 通过进行持续性的市场调研来降低调价损

失成本。调价损失成本的波动主要是由市场价格的

波动引起的，如果不能掌握市场价格波动的规律，盲

目地调价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通过进行持续性的市

场调研可以对市场价格有详细的了解，面对市场价

格的不稳定性，随时、准确地对价格做调整可以很好

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

4. 通过制订合理的采购计划和销售计划来提

高库存满足时间。当企业的采购和销售安排不合理

时，就会造成缺货或者是货品积压的情况，进而产生

很高的物流成本。企业通过制订合理的采购和销售

计划可以有效地提高库存满足时间，降低缺货成本，

进而起到降低企业物流总成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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