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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批发企业供应链管理实例研究 

周  颖 

（广东商学院 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批发企业是目前我国商品流通领域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日本批发企业通过借鉴和运用供应链管理这一新兴的

理论及方法，实现了经营创新。研究他们的成功经验，可以从中总结出批发企业未来发展的趋势所在，从而为国内批发

企业的经营创新提供方向，对我国批发企业走出困境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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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f the Japanese Wholesalers 
ZHOU Y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20, China) 
Abstract：The wholesaling industry has been the weakest link in the Chinese commercial distribution. As a 
contrast, Japanese wholesalers achieved operational innovation by means of the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 Some crucial implications can be derived from their successful experience, 
which are helpful in identifying the trend of the wholesaling industry, and thus provide useful guidance for the 
distressed domestic wholesalers to revitalize through operat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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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既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经济大

国，同时又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贫乏

的小国，而且日本与我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

社会文化环境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研究日本批

发业的发展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日本批发企业在商品流通领

域中发挥的作用也曾受到过挑战与质疑，但通过

对批发功能的再认识，开发适合不同零售业态的

批发功能，开展零售支持服务，建立低费用的经

营系统等一系列经营创新，日本批发企业正逐渐

走向复苏。[2] 

一、日本菱食公司在供应链管理上的经营创

新 
日本菱食公司是1979年由日本三菱商社的4

个食品加工批发企业合并而成的，主要销售调

料、罐头、面粉、饮料、冷冻食品、酒类等。在

日本批发企业面对生产企业和零售企业的双重

挤压、经营普遍萎缩的情况下，菱食公司的经营

业绩却十分显著，特别是在供应链物流管理方面

的创新更是使其成为批发业的领头羊，并成为公

司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在连锁零售企业大发展

的背景下，批发企业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连锁商

店的总部所取代。因此，传统上立足于中小零售

企业的批发企业越来越失去生存的根基，必须顺

应零售企业发展的趋势，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同

时，在零售业高度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批发企业

还会面临着发展机遇的。许多连锁零售企业为了

压缩经营管理费用，获得价格上的优势，常常把

备货、分拣等物流功能委托给批发企业，以此来

实现效率化的经营。因此，对批发企业来说，一

方面可以协助零售企业承担全部或部分物流功

能，另一方面也可以组织自由连锁，自己承担总

部的职责，吸引独立的零售企业加盟，既从事物

流管理又进行连锁经营。但无论怎样都需要批发

企业强化其物流功能。菱食公司正是看准了这一

时机而获得快速发展的。菱食公司改变其作为一

个专业食品批发企业的形象，向全方位商品批发

和服务转型，其经营范围从原来单一的食品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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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所有需要在最短时间内配送到店的商品，因

此其服务的对象是配送需求多样化、及时性强的

超市及便利店等零售业态。这些商店对商品管理

和物流管理的柔性化要求很高，大部分的零售商

很难建立一套完整的物流和经营体制，即使是大

零售商也不可能完成所有的物流管理任务。为

此，菱食公司通过综合性的物流服务，以单品分

析和单品管理为主线，将物流服务的内涵大大扩

展。不仅扩大自己经营的商品范围，自己从事相

关的物流和信息服务，而且还同其他的专业产品

批发商合作，以联盟形式为零售业服务。推行“综

合物流”体制，充当“窗口批发企业”，统一为

满足同一零售商的不同批发企业和生产企业提

供全面的物流服务，让各供货方利用自己的物流

网络，统一由本物流中心处理不同来源的商品，

然后实行对店铺的集中配送。[3] 

从菱食公司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在供

应链管理环境下，节点企业专注于核心业务，常

常将物流等业务进行外包，这为处于困境中的批

发企业提供了机遇。而且，批发企业完全可以高

效率地承担起供应链中的配送服务，并进一步向

“零售支持型服务提供商”转型，这与美国食品

批发企业成功的经验具有一致性，因而也是最为

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 

二、日本企业间的共同配送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在加工食品批发、

酒类批发、日用杂货批发领域的批发企业之间的

合作十分显著，这种合作是为了能够满足食品超

市的集中化进货，减少批发企业与零售企业之间

的交易次数与物流成本而实施的综合性批发，其

运行的基础是企业之间的共同配送与信息系统

的共同化。 

共同配送战略的典型实例就是由伊藤洋华

堂公司所属的 7-11 便利店首先采用的窗口批发

制。7-11 便利店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像其他零售商

那样自建配送中心，而是积极利用外部资源——

已有批发企业的资本、设备和能力来开展物流活

动。这也正顺应了批发企业摆脱单一经营的局限

性，谋求在商品销售和配送上实现规模化和效率

化的愿望。所谓窗口批发制是指零售企业在一定

的区域内选择 4-7 家批发企业，向零售店铺送货

的业务全部委托给这些批发企业，而其他批发企

业则将商品全部交给这些窗口批发企业。[4]窗口

批发制的产生主要是适应零售企业经营的多品

种、少量化的发展要求，通过这种窗口批发的形

式，使零售企业减少了与批发企业之间的交易次

数，节约了收货、验货的时间和人力，从而提高

了对店铺的管理效率。对批发企业来说，也可以

节省物流成本，减少对店铺的配送，使窗口批发

企业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物流功能，其他批发企业

免除了向店铺的配送而直接将商品送至窗口批

发企业处即可，因此可以专注于对其所代理或经

销商品的推广，从而达到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的

物流协同合作，实现共赢。在窗口批发制的基础

上，伊藤洋华堂进一步完善了其物流配送系统，

以全面推动共同配送战略。由批发企业投资建

设、批零双方合作运营的共同配送中心负责不同

区域的商品配送，这些共同配送中心一般是批发

企业为伊藤洋华堂设立的专用配送中心，当某一

批发企业所代理的商品需要送至另一批发企业

所管辖的区域内的店铺时，就将商品先运至后者

的共同配送中心，然后由该配送中心实现对区域

内店铺的配送作业。通过这种共同配送中心制

度，批发企业的配送效率大大提高，不仅可以为

更多的店铺实施配送，还提高了货车的装载率，

同时也强化了批发企业之间的合作，减少不必要

的资源浪费。对供应链管理者——伊藤洋华堂来

说，物流业务的外包使其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商

品，从而具有了价格优势，而且还可以集中资源

于其核心业务——零售业。[3]140-165 
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来分析，在共同配送制

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零售企业，承接物流外包业务

的是各批发企业，他们作为供应链中的节点企

业，凭借其独特的资源及优势为核心企业服务，

这也是一种零售支持型服务，因为即使是像伊藤

洋华堂这样的大型零售企业，其资源也是有限

的，依然需要借助于外部力量补充其不足之处，

以更好地实现其竞争优势，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竞

争能力。这对于批发企业是个机遇，把握的关键

是其对自身物流能力的强化，正是具备了这一方

面的相对优势才使其在供应链体系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从而实现自身的利益。 

三、启示 
从日本批发企业应用供应链管理所进行的

经营创新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这些成功

企业的案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今后批发企业的

发展趋势，现将其总结如下： 

1．批发企业须借鉴现代市场营销理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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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引入自身的经营创新中，特别是将“以顾客为

中心”的现代营销理念具体应用于其经营活动之

中。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看，批发企业的顾客有

两个层次，一是其直接服务的零售企业，另一个

是其最终服务的消费者，成功的批发企业都是顾

客导向型的，通过与零售企业结成供应链战略联

盟来巩固双方之间的合作，使自己立足于供应链

系统之中，而且还将满足最终用户（消费者）的

需求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对

消费者需求的把握来赢得主动权，这又正好与供

应链管理的顾客导向性相一致。因此，可以说批

发企业已经在应用供应链管理的理念（更确切地

说是需求链的观点）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了，这一

趋势的影响必将越来越深入而广泛。事实上，批

发企业的经营创新也必须首先从观念上进行转

变，真正认识到“顾客至上”的意义。[5] 

2.“零售支持型的服务提供商”已经成为许

多批发企业的发展目标，或者说，批发企业的经

营创新具体表现为其为零售商提供的服务创新

上。传统批发企业主要是通过商品的集中与分散

来承担转售、仓储等职能。在竞争形势日益严峻

的情况下，批发企业的很多功能已经被生产企业

或零售企业内部化，为此，批发企业必须实现功

能转型，从单一功能向多功能服务升级，为零售

商提供更全面的支持性服务，帮助零售商更好地

进行经营。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批发企业物流

功能的强化，为零售商提供配送服务已成为日本

批发企业的一个重要功能，也是他们经营创新的

具体表现。其专业化的配送服务是批发企业实现

为零售企业提供全面经营支持的重点业务，也是

大多数零售企业目前最为急需的服务。这一趋势

在食品杂货行业中的表现尤为明显。菱食公司就

是以食品为主的批发企业，这与食品杂货行业的

特点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对配送服务最为需要

的也是以经营食品为主的超市、便利店等零售业

态。可见，这些现实需求的存在实际上为批发企

业提供了发展机遇，成功的企业把握住了时机，

及时实现了经营创新，在物流功能上进行了改善

与加强，因此而得以发展。物流是供应链中最为

关键的一个流程，对物流的管理必然要应用供应

链管理的技术与理论，因此，成功的批发企业必

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实施了供应链管理中的某

些方面，也可以说，全面实行供应链管理的技术、

方法、理念将会使批发企业有更大的发展。[6] 

3. 很多批发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供应链中

的领导者，主要在于其对整个供应链中资源的协

调能力。他们通过对供应链中资源的集成化管

理，避免了因功能的重复而造成的浪费，从而提

高供应链的效益与效率。实力相对较小的批发企

业同样可以利用供应链管理获得成功，即作为供

应链中核心企业“外包业务”的承接者，专门从

事某些方面的业务，如物流服务、技术支持、市

场开拓等等。中小批发企业可以依靠自己某些方

面的独特资源，服务于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或其

他节点企业，从而成为供应链中必不可少的一个

环节，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因为随着社会分工的

越来越细化，供应链中功能的分解与优化也是一

个趋势，核心企业在优化供应链的同时必然会将

其进行分解，将部分功能外包出去，这就为在某

一细分市场具备相对优势的中小批发企业提供

了机会。[7] 

4. 批发企业向大型化、综合化、集团化方

向发展的趋势明显。为了满足下游零售企业提供

“一站式服务”的发展需要，批发企业经营的商

品品种有多样化、综合化发展的必要性。而且，

为了掌握消费终端的需求特征，批发企业向零售

领域延伸的趋势也很显著。另外，中小批发企业

之间的联合倾向也成为一个趋势，批发企业主导

的自由连锁组织其实体现了批发企业向规模化

发展的动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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