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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日本国土交通省和

经济产业省共同发布了《综合物

流施政推进计划（2017年度～2020年

度）》（以下称“《计划》”）。《计

划》中指出，物流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

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基础，为了充分发挥

物流作用并激发物流机能，必需构筑更

加“强大的物流”，才能够应对社会变

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课题。为此，《计

划》中提出了致力于物流生产率提升的

六大推进政策，以期在未来四年中提高

日本整个产业物流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

平，至2020年度实现日本物流产业劳动

生产率达到增幅20%的目标。

在《计划》提出的六大推进政策

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供应链推进政

策。本文基于《计划》文件中的阐述，

全面介绍了日本物流供应链的推进政

策，并对中日物流供应链推进政策进行

比较，以从中得出一定的启示，推动我

国物流供应链发展。

一、日本物流供应链推进政策
1.指导思想

从竞争到共创，提升供应链整体效

率及其价值创造能力，催化物流向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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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服务转型升级。

2.基本思路

为了构筑能够支撑今后国民经济增

长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更加强大的物流体

系，必须实施物流变革，才能达到在供

应链效率化和价值创造的同时，促进供

应链自身高附加价值形成的目的。也就

是说：（1）为了能够正确应对今后社

会结构变化和社会需求变化；（2）为了

所构筑的物流体系结构能够最大程度地

活用人才和设备等资源而不形成浪费；

（ 3 ） 为 了 应 对 第 四 次 产 业 革 命 ， 向

“创造高附加值物流”的变革是十分必

要的。

所谓“创造高附加值物流”，是指

供应链在其基本的输送功能基础上，增

加温度管理、时间指定等能够创造附加

价值的物流服务，从而使得供应链为流

通加工等消费者所提供的服务功能具有

更高的便利性。换言之，要实现“创造

高附加值物流”,就需要提高包括物流在

内的整体供应链的附加价值。然而，只

要是以各自单体为目标进行的物流优化

行动，都存在有将低效率性转移到物流

业关联方的弊端，并不能获得物流的整

体最优。为此，物流业相关各方应互相

理解并加强合作，通过采取改善采购物

流、实现物流和制造一体化等措施，促

进生产、配送和销售整体效率的提升和

物流附加价值的提高。其次，如果物流

业相关各方在物流数据和物流包装等方

面各自为政不能形成一致标准的话，不

仅不能享受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降低优

势，而且会成为达成相互协作合作的阻

碍。因此，必须督促物流业界的关联各

方之间达成并遵守通用规则，实现整体

的标准化。

另外，在上述过程中，通过电子标

签（RFID）、物联网（IOT）、大数据

（BD）、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的

应用实现对数据的灵活使用，有利于准

确把握物流需求，确保物流的准确和高

效。进一步，为达到所构建的价值创造

型物流能够与制造、销售领域产生乘数

效应的目的，也需要把新技术作为推

进整个供应链优化的有效手段，在价

值创造的同时带来物流本身附加价值

的增加。因此，为了催化物流领域的

革命性变革，应积极促进新技术的应

用和普及。

3.总体目标

（1）采取物流环境整顿措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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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物流关联企业间的协作，通过RFID技

术的应用普及等手段确保企业协作协调

顺畅，从而提高货物装载效率，实现多

种运输模式灵活转换，达到提高内航海

运和铁路货运运输量的目的，以实现供

应链整体效率的提高。

（2）以促进高品质冷链物流服务

等的国际标准化、促进农林水产品及食

品出口为目标，在物流层面采取措施，

推进日本高品质物流系统向海外进军发

展，推进农林水产品及食品的出口，以

实现物流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

4.主要指标

（1）运输装载效率：公路运输从

2016年度的39.9%提高至2020年度的

50%；铁路运输从2016年度的74.7%提

高至2020年度的80%；内航海运从2016

年度的42.6%提高至2020年度的44.5%；

（ 2 ） 海 运 转 运 货 物 运 输 量 ： 从

2015年度的340亿日元吨公里提高至

2020年度的367亿日元吨公里；

（ 3 ） 铁 路 转 运 货 物 运 输 量 ： 从

2016年度的197亿日元吨公里提高至

2020年度的221亿日元吨公里；

（4）便利店销售商品粘贴电子标

签数量：从2016年度的0个/年提高至

2025年度的约1000亿个/年；

（5）物流关联企业在亚洲的海外

仓库的建筑面积：2020年比2017年增长

20%；

（ 6 ） 农 林 水 产 品 及 食 品 出 口 总

额：从2016年的7502亿日元提高至2019

年的1亿亿日元。

5.保障措施

（ 1 ） 加 强 合 作 协 同 ， 提 高 物 流

效率

① 加强货主企业与物流关联企业间

的合作和协作，消除物流浪费。

分析物流量变动要因及其缓和应对

方法和手段，整顿物流环境，促进政策

落实。具体措施有：

a.收货方预先获取货物包装形式和

货物量信息做好事前准备，提高收货方

的工作效率；

b.预先调整仓库等的卸货时间，削

减货物等待时间；

c.通过需求预测等数据的共享，消

除整个供应链各环节的浪费，并通过各

关联方的信息共享与活用，促进各方合

作。

② 共同物流消除货物装载浪费，多

种运输模式合作和协作实现高效综合一

贯运输。

a.多个物流关联企业相互合作和通

力协作实施共同物流，提高物流装载

率、提高仓库和车辆的运转率，降低成

本，提高物流效率；

b.加强与公路运输网络的通力合作

的同时，充分发挥铁路或船舶运输效率

高的优势，并促进铁路或船舶运输的灵

活使用，最大限度地提高驾驶员等劳动

力人才使用效率和提高车辆设备等的载

货能力，从而提高物流整体的生产率。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促进物流关联

企业有效的合作与协作，共享和活用必

要的运输配送信息。

（2）实施环境整备，确保企业协

同协调顺畅，构建智能供应链

① 推行数据和系统格式的标准化，

以确保货主企业与物流关联企业间合作

和协作的协调顺畅。

如果货物管理系统中数据的形式

和规格不同，会导致运输配送信息、库

存信息、进出口信息等难以通过电子化

方式相互利用，有损物流效率。关联企

业之间通过数据的标准化及共享化，系

统规格的标准化，消除重复输入项目，

确保数据交付顺利和迅速，降低交货成

本。为此，如何通过协作协调和数据活

用等，谋求建立具有高附加值、无浪费

且优化的供应链，有必要在政府和民间

两个层面上进行研究。同时也必须确保

信息安全。

② 推广托盘应用，实现货载单元

标准化，提高货物装卸效率和卡车运

转率。

货物装卸时间的缩短可带来卡车运

转率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物流效率。托

盘的应用，使机械装卸搬运成为可能。

因此，在提倡托盘化的同时，应对搬

运容器等的形状和标识位置等进行标

准化。这需要从面向物流的设计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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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在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上进行

研究。

③ 普及RFID技术应用，提升供应

链整体效率。

RFID技术不仅使得多个商品数据

的一次性读取处理成为可能，而且使得

大容量信息的存储、改写以及个体识别

成为可能。充分利用RFID技术的上述特

点，就有可能大幅缩短货物装卸时间，

并实现可追溯性管理。今后，如果能

够进一步普及RFID技术应用，并通过

RFID技术的应用实现整个供应链的信息

共享，就能够实现从制造、配送到销售

的供应链整体效率的飞跃。从这一角度

出发，在物流层面RFID技术具有实现

供应链整体效率提升、优化以及提高附

加价值的巨大潜力。阻碍RFID技术普及

的难题还很多，包括RFID标签价格、技

术频率选择、基础设施更换成本、金属

和水环境下读取障碍等。虽然存在上述

困难，为了实现“便利店销售商品粘贴

1000亿个电子标签”的目标，就必须实

施推进政策将RFID技术导入不同行业。

进一步，RFID技术导入也不应该仅局限

于个别企业，而应该着眼于确保供应链

各主体间的信息通畅，这就需要对RFID

内的信息及其读取方法进行标准化、统

一化，并加快推进通用信息平台的构

建。由此，在物流和流通供应链整体上

避免运输浪费，从而提供高附加价值的

供应链服务。

（3）以亚洲为中心，构建无缝化

连接和高附加值的供应链

① 推 进 亚 洲 各 国 物 流 的 无 缝 化

连接。

构 建 高 效 供 应 链 ， 为 地 处 亚 洲

各国的日本各生产基地和物流企业提

供支持，实现物流无缝连接是十分必

要 的 。 为 此 ， 应 积 极 采 取 措 施 加 强

东盟国家之间的联系，通过采取基础

设施整备以及电子通关信息处理系统

（NACCS）的海外应用等措施，实现

进出口手续的现代化和高效化，促进跨

境流通，促进托盘等物流器具的标准化

及物流资财在国际范围内回收再利用，

确保物流顺畅。

② 推进日本国内高品质物流系统向

海外进军发展。

最大限度地运用日本的“优势技

术”，积极参与应对亚洲日益膨胀的物

流需求，在促进日本国内物流行业健

康成长的同时，为亚洲各国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做出贡献。为此，应致力于日本

国内高品质冷链物流服务等的国际标准

化，向亚洲各国普及，促其放宽外资准

入限制，并充分利用政府及民间基金，

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支持日本构建和发

展高质量物流系统。

③ 推进农林水产品及食品物流的高

效化，促进出口。

在农林水产品及食品物流中，与

生产、装运、流通、销售等环节关联的

物流相关各方应紧密协作，共享成本

和盈利；同时，充分利用托盘化作业、

共同配送、多种运输模式协作的综合一

贯运输等手段，促进物流的合理化和高

效化，从而实现物流的可持续发展。其

次，为了促进出口，日本各级政府应以

《农林水产业的出口力强化战略》和

《农林水产产品出口基础设施整备计

划》两个文件为基础通力合作，在确保

商品品质的同时，整顿物流运输网点，

增加网点数量，降低网点运输搬运费

用，从而推进物流向更高层次、最优

化、低成本等方向发展。

二、中日物流供应链推进政策对比
从上述《计划》可以看出，日本物

流供应链推进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催化日

本物流向高附加值服务转型升级。为达

成这一核心目标，实质性工作都围绕着

实现供应链整体效率提高展开。根本的

途径在于提倡和强化物流业界合作和协

同，以求达到消除物流浪费的目的。重

点的推进措施中，对内推广托盘应用，

实现单元货载标准化；普及RFID等新技

术的应用，构建智能供应链。对外，提

出亚洲各国物流的无缝化连接理念，为

地处亚洲各国的日本各生产基地和物流

企业提供支持，倡导国际范围内托盘等

物流器具的标准化及物流资财回收再利

用。可以说，《计划》阐述的日本供应

物流供应链推进政策目标明确，措施详

细具体，内外兼修。

在日本推出物流供应链推进政策同

期的2017年10月，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

指导意见》（下文“《意见》”），这

是国务院首次就供应链创新发展出台指

导性文件。《意见》提出的发展目标

之一是：“到2020年，形成一批适合

我国国情的供应链发展新技术和新模

式，基本形成覆盖我国重点产业的智

慧供应链体系。供应链在促进降本增

效、供需匹配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显著

增强，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支撑。”可以说，“促供应链转型升

级”同样是我国供应链创新发展政策的

核心工作。

《 意 见 》 要 求 以 提 高 发 展 质 量

和效益为中心，以供应链与互联网、

物联网深度融合为路径，以信息化、

标准化、信用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为

支撑，创新发展供应链新理念、新技

术、新模式，高效整合各类资源和要

素，提升产业集成和协同水平，打造大

数据支撑、网络化共享、智能化协作的

智慧供应链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升我国经济全球竞争力。可以

说，中日的物流供应链政策从保障措施

上异曲同工。

《 意 见 》 提 出 的 发 展 目 标 之 二

是：“到2020年，培育100家左右的

全球供应链领先企业，重点产业的供应

链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国成为全球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重要中心。”可以

说，我国供应链创新发展政策着眼构建

全球供应链助推一带一路，有更广阔的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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