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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 7-11 便利店

迅速发展，但随着发展到相对成

熟的阶段，决定其成败的主要

因素也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品

牌、营销管理，而是其供应链物

流系统。

顾客需求管理

便利店在整个供应链中是离

最终消费者最近的，而且它在价

格上没有任何优势，因此它更需

要清楚地知道消费者的需求来赢

得竞争地位。消费者宁愿出高一

些的价格，就是想要得到更加便

捷和特别的服务。

在管理顾客需求中，首先需

要考虑的是店铺的选址问题。7-11

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便捷，即

在消费者日常生活的行为范围内

开设店铺，通过各个方面的比

较，找出差异。通常7-11关注的

焦点是，周边道路是否畅通、停

车场的大小、店铺门前的道路入

口是否宽敞以及人流量的大小等

因素。

其次，根据便利店吸引客户

的特点。在日本，人们进入便利

店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购买

不断推出的新产品。7-11一直以

其强大的产品开发能力而享誉业

内。它通过与生产商、批发商的

合作，紧跟需求开发出具有7-11

特色的新产品，为顾客提供快速

的服务和优质多样的产品。据统

计，7-11的店铺一般有2700-3000

种商品，每年更换70%，因此其

产品开发能力可见一斑。

此外，为了尽可能地缩短顾

客等候的时间，7-11还投资建立

了电子销售系统，大大提高了其

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与供应商的合作

在供应链上便利店与供应商

的利益是紧密相关的。在讲求成

本节约和双赢的今天，与供应商

紧密合作是必然的选择。从加强

竞争力、资源共享、风险共担、

成本节约中供应链的运作效率会

大大提高。

|张晓燕|

定性；获得了基于供应流程的竞

争优势；在风险共担与利益分配

上，Nokia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

Nokia及时支付货款，而且在价

格波动频繁，会在市场价格的基

础上作部分调整以保护供应商的

利润。

从分销到直供

Nokia最早开始直供试验是

在2001年，在得到了良好的市场

效果后，Nokia就开始在全国大

规模寻找省级代理商，而此前它

的产品一直依靠蜂星等6家全国

总代理商进行销售。

此后，Nokia同国美、迪信

通、苏宁等零售连锁店实行全国

性的产品直供。直供模式使得渠

道更加扁平化，Nokia对于终端

市场的掌控能力大为增强，在终

端的配合下，2006 年头两个季

度的大规模降价攻势收效明显。

从分销到直供的模式，预示着手

机供应链由核心企业（Nokia）

模式过渡到以终端为龙头的龙

头企业模式。

手机的产业竞争从台前竞

争逐渐演化为幕后的供应链之

争，是手机市场竞争升级的标

志。随着全球手机产业资源整合

趋势加速，谁能够具备对供应链

的掌控能力，谁就能够在竞争中

解除后顾之忧，可谓供应链事关

企业的“生死存亡”。

7-11便利店的供应链物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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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在以下几个方面与供应

商合作：

首先，从产品本身。他们

与供应商、批发商以及其他大型

零售商结成联盟，共同开发新

产品。这样一方面能保证产品

在终端的接受程度，另一方面

也能保证产品在源头上的供应，

使得供应链能够实现整体上顺

畅地运作。

其次，7-11与供应商和物流

服务提供商共同建立了强大的合

作网络。比如高效率的共同配送

体系，将商品库存和进货价格减

少到最低，而且在不必担心缺货

的同时，节约了大量的时间、精

力和空间。其物流系统极为灵活，

可以一日三次向各店输送那些鲜

活不宜保存的产品。

再者，在商品调配方面，7-11

总部的电脑与各供应商已实现连

接，供应商可以根据订单的各项

要求来进行生产，在最短的时间

内提供商品；同时供应商可以通

过7-11店的POS系统了解其产品

的销售情况，有效地获取反馈信

息来调整生产和商品开发。

物流配送模式

便利店的商品种类达到

2700-3000种，且商品更换频繁、

量小，因此它需要一个非常有

效率的后台物流来支持前后的运

作。尤其是当 7-11 的店铺数量

急剧发展的时候，明显感到扩

张带来的极大问题。鉴于此点，

日本 7-11 在店铺布局上有一个

显著的特点。它不是到处撒网，

来求得影响力的提升，恰恰相

反，它采用的是在特定区域内

高密度地集中开店，到达一定

数量后，再扩大区域，这样做的

好处是能很好的利用共同配送模

式，大幅度节省物流成本，据估

算能节约相当于商品原价10%的

费用。

1. 共同配送。

7-11发展相当迅速，导致原

有的供应商直接往店铺配送，甚

至于后来的路径集约化模式都已

经严重阻碍了发展的步伐，经过

多年不断的摸索和尝试，7-11创

造出物流共同配送模式。其地区

划分的标准是在东京首都圈附近

为方圆35公里，其他地方市场为

方圆60公里，各地区设立一个共

同配送中心，这样真正实行了高

频度、多品种、小单位的配送。

配送距离和配送时间也能由于配

送区域的缩小而缩短。这样每天

店铺就不用多次面对多家送货，

节省了上货的时间和成本，效率

自然会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7-11 配送

中心并不是它自己出资建的，而

是生产商和批发商共同投资建立

的，共同使用和经营。生产厂家

和批发商将配送业务和中心的管

理权委托给共同配送中心，7-11

与参与经营的厂家和批发商进行

密切合作，以地区集中建店和信

息网络为基础，创建自己独立的

系统。此外，7-11公司还提供联

机接受订货系统和自动分货系

统，来协助配送中心实现运作的

系统化和高效化。

要实现共同配送的各种好

处，除了区域内集中开店以外，

7-11的计划订货和计划配送政策

以及强大的信息系统都是必不可

少的。计划订货和计划配送政策

的核心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以

销定进，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而且

也确保商品的保鲜度。

2. 细化配送。

从商品本身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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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便利店主要销售食品和日杂

商品；而且有大量的熟食，根据

商品品质对温度的不同要求，7-11

把食品分成冷冻型、微冷型、恒

温型和暖温型，据此，公司建立

了3个配送中心，即冷冻配送中

心、冷藏配送中心和常温商品配

送中心。将不同温度的商品分组

管理，采取不同的配送方法，不

仅有利于物流效率的提高，也满

足了顾客对商品新鲜度和高质量

的要求。

从配送时间和频率的角度来

看，对于一般的商品，7-11实行

的是一日三次的配送制度，对于

有特殊要求的食品，7-11会跳过

配送中心，分早中晚三次直接把

商品从生产商运到各个店铺。对

于每个店铺碰到的一些特殊情况

而造成缺货的情形，配送中心则

会运用安全库存来对店铺实行紧

急配送，如果安全库存还不能满

足要求，配送中心就会即时向供

应商要货，并且再迅速地送到缺

货的店铺中。这些措施将断货的

可通用性降到最低，确保便利店

的销售。

信息系统

信息技术是

便利店提高运营

质量的必要条件。

主 要 包 括 订 货、

销售信息记录分

析、 货 架 管 理、

订单处理的信息

化，先进的信息

系统可以极大地

提高供应链以及

便利店运营效率。上述提到7-11

的各种特点都是需要强大的信息

网络作为后盾的。根据业务经营

及发展需要7-11公司建立了一套

高效完善的综合信息网络，通过

该信息网络实现了整体系统化。

综合信息网络在业务经营中主要

有以下作用：

1. 搜集商品的销售信息，包

括产品识别、数量、购买日、购

买时段以及对客户的年龄、性别、

收入的估计。从而根据商品的销

售情况来预测未来的需求，并决

定订货，定期发布订货数据。

2. 总部通过POS系统分析众

多连锁店的订货信息，自动将其

传给生产厂商和批发商。

3. 生产厂家根据接受的商品

订货信息，开始生产商品，而批

发商筹集订货商品。

4. 配 送 中

心接受来自连锁

店总部的POS系

统和生产厂家、

批发商传来的商

品明细表，具体

内容包括：各种

生产厂家、各种

江苏梦兰物流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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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种类交货明细表，以及不同

配送路线的交货传票等。配送中

心根据这些指示单，对各连锁店

的配送进行决策。

强大的综合信息系统为7-11

公司各部门有效沟通和紧密配合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为准确、

迅速地掌握客户需求，为客户提

供优质服务，7-11公司不惜投巨

资构筑生产——物流——销售综

合性网络，7-11使信息网络在销

售、订货、进货、商品检验、会

计核算等方面得到了充分利用，

从接受订货到数据处理，从传票

发行到货款结算以及赊销管理

等，均采用信息网络自动处理；

使厂家、供应商、物流、店铺、

总部各部门等各环节在商品信息

上实现共享，形成信息上的互

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业务处理

的自动化，工作效率因此而大幅

度提高。

日本7-11便利店凭借供应链

物流系统，成功实现了物流低成

本、高效率，在与其他零售企业

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是便利

店业界的成功实例，其在供应链

管理应用方面对我国物流发展有

着深刻的借鉴意义。据《物流世

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