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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提出，现代物流应致力于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为现

代物流业的发展增效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与不竭动力。当前，我国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

趋势持续增强，在降低两行业成本，形成制造与物流企业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动融合格局等方面

取得积极成效，但传统融合形式仍存在融合范围不够广，融合层次不够深等问题。本文基于海尔集团下

日日顺供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日顺供应链)这一典型企业为例，结合其与制造企业合作的

具体案例，研究其与制造业融合创新之处，为当下物流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提供借鉴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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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ogistics proposes that modern 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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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
tic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and inexhaustible power for the de-
velopment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of modern logist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t present, the trend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s logistic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and positiv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reducing the costs of the two industries, forming a linkage and integration pattern of risk sharing 
and benefit-sharing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logistics enterprises. However, traditional forms 
of integration still hav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cope and depth of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ypical enterprise of Haier Group’s Nissan Supply Chain Technology Co., Ltd. (he-
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issan Supply Chain) as an example, combined with specific cases of its 
cooperation with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study its innovative integration with the manu-
facturing industry, and provide reference ideas for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of logistics and manu-
facturing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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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 27.7%，制造业规模连续 13 年居世

界首位。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具有引领和支撑作用，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

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随着经济发展格局和形式不断变化，物流已从传统的附属服务转变

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新发展格局下，“两业深度融合”将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

供有力支撑。 
当前，我国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趋势不断增强，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数据显示，我国

的制造业物流外包比例不超过 20%，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层次与范围亟待提高与扩展。同时，不少制

造企业重生产、轻物流管理，内外部供应链管理与服务无法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特别是制造业内

部物流，常存在物料到达不准时、车间物料调动混乱、零部件配套性差等现象，导致企业存量物流资源

整合和开放程度不足、内部物流管理混乱且成本相对较高。这些问题均体现出物流业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任重而道远。日日顺供应链作为行业顶尖的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及场景物流服务企业，曾入选物流业制

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是制造业与物流业深度融合的典范，本文以日日顺与制造业合作

的成功案例为切入点，旨在研究探讨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的发展方向。 

2. 文献综述 

企业想要求得生存，应专注于当前的传统业务优势，企业要谋求未来发展，更应挖掘出自身较为独

特的、难以被其他竞争对手模仿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即为核心竞争力[1]。制造业和物流业是高度相关的

产业，想要得到长远发展就必须要重视与另一个产业的融合。产业融合理论是指在产生时间不同、空间

有一定差距的各个相关或者关联度不高的行业，由于一系列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推动下，从而使得产

业之间壁垒消失到产业逐步融合、相辅相成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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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重要意义 

3.1. 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物流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已非过去制造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自我服务的传统物流模式，而

是通过专业分工形成优势互补的深度合作。对于制造企业来说，这样的深度融合不仅仅存在于企业业务

外部、供应、流通、销售等方面，更应渗透于生产制造的整个物流环节。当前，制造企业工厂内部存在

重复搬运多，生产流程不合理、物料等候停顿时间长等问题，真正加工产品的时间只占整个生产周期的

1.5%，而剩下的几乎全部均投入到了物料流通领域。因此，通过“制造 + 物流”的深度融合为制造企业

提供专业化物流服务，大幅度降低其产品成本，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使制造

企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心产品的研发提升和结构提升中，通过物流服务的支撑推动制造业的转型

升级。 

3.2. 带动物流产业的发展 

制造业一直以来都是物流业的重点服务对象，其业务总量占物流企业业务总量的 70%以上，在两业

融合的过程中，物流业依附于制造业而生存发展，需要根据不同细分规则下的制造业的价值链和产品特

点，有针对性地为其定制物流支撑服务，这对物流服务的质量、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物流业和制造

业的融合发展体现在二者在供应链全链条上的战略合作、相互渗透、共同发展。因此，物流企业需要加

速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在物流业的研发和应用，重构制造业的供应链物流。在此过程中，

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用最科学的物流系统为制造业提供最经济的物流服务，使物流业自身也

可以在相应的物流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3.3. 提升社会经济整体效益，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制造业物流业的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有利于提升社会经济整体效益，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来看，二者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会为彼此所在领域

带来一系列经济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变化，有助于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另一方面，

国家曾多次推出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两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并提出两业的“深度融合”、“创新发

展”是我国国内产业升级及双循环的必经之路的思想理念。与此同时，在当今世界格局的巨变中，我国

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海外市场的扩大，为制造业和物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由此可见，“制造 + 物流”的融合创新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4. 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创新策略(基于日日新供应链) 

4.1. 供应链一体化管理 

我国物流业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以企业配送需求为中心的“送产品”时代，二是

以平台/渠道为中心的“送服务”时代。虽然两者在服务范围、服务深度上有所不同，但强调的都是“运

力输出”功能，把运输作为整场交易的最后一环，缺乏一种供应链整体思维。对物流过于简单的理解，

很大程度上导致供应链两端的痛点长期得不到解决。 
从 B 端看，大型家电、家具等商品由于体积大且规格各不相同，如果没有成熟的装配模式和仓库管

理体系，很容易出现爆仓或缺货以及空间浪费等问题，会直接阻碍后续工作的顺理进行；从 C 端看，目

前大多数物流公司在商品送达消费者所在地后，会提供用户自取或送货上门的服务，但实际上，配送完

成后，消费者还有组装、移动、安置货物等各种不同的需求，更需要具有专业安装、组装知识的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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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介入。 
日日顺供应链在供应链两端问题的解决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逻辑观念，拿 B 端“开刀”进行

改革，着眼于如何指导制造企业转型升级、采用更高效而低成本的物流方式，达到整个运作过程的最优

化。它甚至能直接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科学的、智慧化的供应链管理服务，深度接入企业既有的物流

链条，通过各个环节的调控与打通，为企业降本提效。 
日日顺供应链在和小牛电动车的长期合作中，为其重塑企业的完整供应链条，在 B 端，日日顺供应

链根据小牛电动车对电动车组装、配送服务降本增效等要求，为小牛电动车量身定做了涵盖电池仓储、

循环包装箱和库内组装等功能的前置装配中心。前置装配中心的引进减轻了企业的仓储压力，同时使得

库存管理和周转流程变得更为可控，部件在库存中的流通利用率也更高；在 C 端，它为该公司提供的裸

车配送服务和为用户提供的个性化送装调试全过程服务，协助小牛有效降低其物流成本、提高服务水平。

同时，消费者所提出的关于电动车的定制化需求，能够在前端装配中心中得到快速响应，实现在短时间

内取得高度匹配自我需求的电动车产品，不仅是“领先一公里”，更是“前置一公里”。 

4.2. “场景物流”全新理念 

2018 年，日日顺供应链于行业内首次提出“场景物流模式，成为唯一入选供应链管理及场景物流服

务的生态品牌。场景物流，即在各种物流业务以及应用的情景环境中，进行物流基础建设和相应细分场

景下的增值服务、迭代服务、延伸服务，敏捷响应、定制服务、高效满足特定客群需求[3]，创造最佳消

费感受，从而完成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有效互动，推动物流行业由简单的交付服务向复杂的生态价值转变。 
传统的制造业只是简单的将货物送到消费者手中，接触深度不够，对消费者后续的需求漠不关心，

有时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与满意程度。场景物流的提出很好的解决了传统物流“交付即完成”

的弊端，将终点重新变为起点，继续满足消费者衍生出来的其它需求。如若制造业不借助第三方的力量

去实现这一定制化服务，必会分散企业主营业务、占据大量资金，很大可能会因为业务的陌生降低消费

者的满意度。各方面表明，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融合已成为大势所趋。 
今年，日日顺供应链与三柏硕健身器械制造商品牌再次达成深度合作。在全社会健身热潮的大背景

下，作为国内蹦床制造行业领军企业，三柏硕也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日日顺供应链不仅帮助其将产品

送达到消费者手中，同时也联合众多生态资源方，根据消费者不同的健身需求为其定制个性化的健身方

案。在这种合作模式下，第三方物流企业不是制造企业的下属企业，而是作为其战略合作伙伴，通过业

务整合、资源整合、开拓增值服务等内容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利润空间，及时掌握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

求点，为后续产品的更新、开发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4.3. 供应链的数字化 

在供应链行业中，关于“数字化”的讨论绝对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日日顺供应链之所以在供应链行

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绝对在于企业本身对数字化技术的重视。未来的供应链不再是传统的线性结构，而

是一个网络化的复杂生态系统，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使该网络可视化、信息流通化。日日顺供应链总经理

于贞超分享到，数字化变革没有三到五年的战略规划是实现不了的，数字化供应链在一家企业落地和实

践需要实现四个重构：模式重构、流程重构、组织重构、机制重构。 
经过不断的技术研究和运用，日日顺供应链完成从厂房、仓储到系统的高度自动化，实现了仓储建

设集约化、仓储运营共同化、企业仓储建设空间布局合理化。成熟的供应链业务，让日日顺供应链锻造

了多场景、多品类的服务能力，而形成完整物流链路的能力，也是其场景物流服务的基础。截至到目前，

日日顺供应链已经为家电、家居、汽车、冷链、健身等众多行业客户提供各种定制化的数字化供应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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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决方案。 

5. 关于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未来展望 

5.1. 加强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深入性合作 

作为制造企业，首先应摒弃传统“大而全，小而全”的自我物流服务模式，与物流企业共同探索适

合于本企业产品链的体系模式，减少企业物流成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企业核心业务的研究发展中，以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物流技术的落后、成本的居高不下是制约物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作为物流企

业，要主动征求与制造企业合作，为其制定量身打造的物流解决方案，提高其物流方案的灵活性、协同

性和及时性，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自身的技术，降低自身所提供物流服务的成本。 
在具体实践中，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可通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

的创新运用，构建信息共享平台；通过信息高度共享融合带动两业深度融合，重构制造业从端到端一体

化价值链和数字化供应链的重构，进而实现制造业与物流业在加工、仓储、运输和交易结算等环节的信

息化和一体化，更快地响应供应链末端需求，降低物流成本，带动物流业地加速发展和制造业地转型升级。 

5.2. 加强制造业、物流业领域紧缺型、尖端型人才培育 

人才一直是各行业领域转型发展的关键，以紧缺型人才和尖端型人才为培养重点，鼓励制造企业、

物流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成立两业融合产学研协作基地和技术创新中心；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开设两

业融合相关课程和开展专业人才培养，储备尖端、实用型人才；建立健全企业员工培训体系和提高员工

待遇，吸引更多青年力量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5.3. 重视数字化技术在制造业与物流业融合中的作用 

两业融合不是简单的业务合作关系，而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和供应链技术的两业业务流程融会贯通。

当今社会，互联网数字化技术的合理应用对提升本企业的运作模式、工作效率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作用，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升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对于制造企业来说，可以帮助其提高生产效

率、质量和创新能力，降低生产成本，实现智能化制造；对于物流企业来说，帮助其合理分配资源、提

升运营效率、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在制造业与物流业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技术是两企业间信息共

享、灵敏反应的保障，也是合作升级的重要工具，在任何时候都应得到优先发展。 

5.4. 培育两业联动的龙头企业 

发挥龙头企业在两业联动发展的带动示范作用，培养一批主营业务突出、技术水平先进、核心竞争

力强的两业联动龙头企业[4]，其影响范围不仅惠及单条供应链，更推动了两个行业的整体发展。两业联

动龙头企业往往处于供应链核心地位，对该链条上的资源有较强的整合能力，可以提升供应链各环节的

稳固性与高效性。同时，龙头企业在本行业中起到标杆作用，其创新之处及管理模式容易被相同业务类

型的企业学习应用，这有助于引导更多的企业不断创新升级，推动制造业与物流业深度融合发展。 

6. 结论 

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是进一步提高物流业发展效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是惠及

社会经济整体效益、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日日顺供应链基于其先进的

数字化技术、领先的供应链一体化管理水平与创造性的场景物流理念，对我国当前两业深度融合、创新

发展的现存问题及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应致力于两业专业型

与深入型合作，提高数字化技术运用水平，培育两业尖端型人才以实现企业间联动发展、企业内降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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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国家应积极鼓励两业代表性企业强强联动，出台相关政策以推动二者更好的融合发展、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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