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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lean logistics evaluation system for tobacco industry enterprises aims at im-
proving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enterprises and achieving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ncrease.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the lean logistics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cloud model, the main 
method is to use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the cloud model analysis method, select 
the evaluation index, divide it into the criterion layer and the index layer according to the level, 
the index layer is subdivided into quantitative index and qualitative index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the index weights of the criterion layer and the index layer ar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rele-
vant formulas, and the Quantitative Index Cloud Model and the qualitative index cloud model ar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weight respectively, then, the synthetic index stratus model and crite-
rion stratus model are synthesiz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grade evaluation set to evaluate the 
lean logistics management level. Through selecting a tobacco industry enterprise data to carry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deducing this enterprise lean logistics management level is general. This 
weak link of the enterprise lean logistics mainly is the cost management, proposing the pertinence 
improvement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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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烟草工业企业精益物流评价体系，旨在有效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实现降本增效。本文基于云模型构

建精益物流评价体系，主要方法是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云模型分析法，遴选评价指标，按层级分为准则层

和指标层，指标层按性质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依相关公式计算出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指标权重，根

据权重分别计算出定量指标云模型和定性指标云模型，然后合成指标层云模型以及准则层云模型，最后

合成综合评价云模型，并与等级评估集进行对比，从而对精益物流管理水平进行评价。通过选用A烟草

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推断出该企业精益物流管理水平为一般。该企业精益物流薄弱环节主要是

成本管理，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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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烟草企业物流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 2013 年起烟

草行业盈利逐年递减，2017 年我国烟草行业毛利率 71.3%，与上年相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2017 烟草行

业实现利润总额 972 亿元，同比减少 6.3%；2018 年我国烟草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923.5 亿元，同比下降 4.6% 
[1]，盈利水平和利润总额呈下降态势。现代物流被誉为“第三方利润源”，而植入精益管理思想的精益

物流，更是不断发现隐匿在生产、销售、包装、运输、配送等环节的不合理因素，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

以及整条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在挖局潜力提升盈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要实现烟草企业物流降本

增效，不仅需要加速软硬件的升级换代，还需要从物流体系建设和精益物流入手，促进整个烟草供应链

物流体系的高效运转。本文立足建设精益物流评价体系，以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精益物流进行评

价，精准地找到影响精益物流的要素，有的放矢地提升相应的管理方法，以实现提质增效。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外对精益物流的研究 

国外对精益物流的研究比较早，Daniel T. Jones (1996)等人正式提出“精益生产”这一概念[2]。现有

研究主要通过建立模型和指标体系来提升质量和管理水平。Wu B.，Ma G.，Ai (2017)探索建立了精益物流

管理体系，该系统在规范烟叶采购订单、提高效率、降低工作量、降低成本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烟

叶全面精益生产奠定了基础[3]。James C. (2010)阐述了精益管理和射频识别(RFID)技术在提高配送中心物

流效率中的应用[4]。Sreerengan V.R.，Shinu Abhi，Y. Raja Ram (2017)认为精益生产实践是精益供应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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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一部分，对生产、制造和购买进行布局设计进行更改发挥价值流的作用[5]。Jia Jiang，Kai Su Wu，
B. Ma，G. Ai (2012)通过科学的决策和智能控制，来提高管理水平，降低运营成本[6]。 Su W.，Pan R.，
Gong W.，Qiu Y.，Xiong Y. (2017)对传统的效益评价体系进行了改进，根据烟草物流项目的实际情况，建

立了有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7]。Dong B.，Zhu X.，Yan R.，Zhang C. (2019)建立了一个包含九个指标的

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涉及提供商能力的三个因素：强度因素、服务水平和发展潜力，采用扩展优势法(ESM)
建立评价模型，将多指标决策问题转化为单目标评价任务[8]。Wenwen Wang，Ren Xiaoling (2014)结合质

量管理和绩效管理的综合思想，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具有主要因素的质量管理水平的聚类结果[9]。 

2.2. 国内对精益物流的研究 

国内对精益物流的研究相对较晚。王之泰(2004)提出了精益物流两大原则及精益物流系统的四大特点

[10]，但研究范围相对广泛，提出通过构建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推进精益物流建设。刘毅等(2015)构建了

L-S 二维分类评价模型，依据评价结果在 L-S 平面上的投影分布，分析企业精益管理所处的阶段和潜在

的问题，为企业管理决策提供依据[11]。王国锋(2017)构建了烟草物流中心精益物流评价模型[12]。邱莹

等(2011)建立烟草行业精益物流管理体系模型[13]。王一斌(2016)构建了基于实时 Web 的仓储监控流程模

型，进行了系统搭建，实现了仓储作业可视化监控以及面向客户的物流跟踪等功能[14]。刘成(2019)探索

卷烟跨区域物流资源整合及配送定价模型的研究，充分利用卷烟跨区域物流整合优势节约成本，促进资

源配置市场化，实现烟草企业间互利共赢[15]。王鹤静(2018)构建出烟草工业企业卷烟成品精益物流体系

[16]。郭弢等(2014)构建精益物流管理体系，并提出了推进精益物流管理的措施[17]。王玮等(2019)提出了

物流成本、运营效率、服务水平、信息化水平、改善能力以及管理水平六个方面烟草精益物流评价指标

体系[18]。孔祥统(2017)依据平衡记分卡的基本原理，构建相应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有效监督烟草物流

公司的运营情况和运作水平的提升，推行精益物流来实现降低成本和仓储成本控制[19]。 
通过引入精益理念和精益理论对降本的研究主要有：李家敏等(2016)以精益理念和方法及物流成本控

制理论作为指导，对烟草工业企业物流环节成本控制评价体系进行探索和研究[20]。刘小丽(2019)根据卷

烟工业企业物流仓储的成本控制现状，提出精益物流仓储管理降本增效措施，以实现降低物流板块的资

金消耗，更加精益地使公司盈利[21]。亓为康等(2019)基于精益化管理的理论，根据烟草企业物流成本控

制的现状，提出关于物流成本管理控制的具体优化措施[22]。覃姝(2018)从内部控制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加

强和改善企业物流成本的管理[23]。陈兆麟(2019)提出卷烟成品精益物流体系方法，构建蛛网模式，为改

进工作提供参考[24]。通过形成新的运作模式来提升企业的效益的研究主要有：颜耀懿(2016)在物流企业

原有运作模式基础上，促进物流企业供应商、客户与企业之间较好合作而推出的供应链模式[25]。石琦

(2019)对供应商、客户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进行维护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型运作模式[26]。吕永贵(2019)
将三原色理论类比运用到物流作业中心的分类当中，在行业内率先提出物流作业中心 RGB 分类创新模型，

通过精益物流指标体系的研究发现可以提升企业的运营水平和效率[27]。郭宏义(2020)对配送路线、配送

派单、费用管控体系进行了优化设计，提出了“四位一体”的烟草物流配送新模式，并运用实例分析验

证新模式的经济效益[28]。殷家康(2018)从精益管理的角度，对湖南烟草物流配送体系提出了相应的改善

措施和对策[29]。唐陆君(2016)认为烟草物流实施精益化管理能够有效降低行业成本、提升经济效益[30]。
张彩虹等(2013)探讨了精益管理在烟草物流中的应用和实施的关键，为烟草物流消除浪费、降低成本和提

高效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有效的思路和方法[31]。张鹏洲(2010)对烟草企业中实施的精益化管理模

式的内涵及相关要求进行简析[32]。王小庆(2017)提出将烟草配送中心建设变“精”变“益”，将会在很

大程度上提高其烟草配送中心利润[33]。任静(2015)以四川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绵阳分厂为案例，探讨

了烟草工业企业开展精益物流的具体方法[34]。李倩倩(2017)基于 PDCA 循环理论，构建了其物流配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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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精益管理体系，探讨了推进精益管理的保障措施[35]。 
综上所述，现有国内外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构建精益物流模型、体系构建、成本控制、运作模式和

精益管理等方面，烟草精益物流的研究多停留在提出发展规划和改进措施的理论研究，模型构建缺乏数

理性的验证，没有通过量化物流过程具体数据评估精益物流。鉴于此，本文以烟草工业企业精益物流评

价指标和流程图为框架，根据归一理论设定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权重，以量化的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为

云滴构建云模型对精益物流进行量化评价，最后依层次分析法推算出影响精益物流的主要制约因素，并

结合分析结果提出相对应的改进建议。 

3. 基于云模型的精益物流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3.1. 精益物流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 

本文关于精益物流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依靠基于云模型的层次分析法：首先构建评价流程图和

指标结构图，指标体系由 A1~A5 准则层和 B11~B44 项指标层构成；判断矩阵检验指标的归一性，并得

出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权重值；根据企业定量指标的量化结果，得出定量指标的云模型，根据专家评分计

算得出定性指标的云模型，以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为基础合成得到指标层云模型，再合成综合评价云模

型；最后通过与黄金分割法评估集作比较，对精益物流管理水平作出评价和提出改进的建议。 

3.2. 评价指标选择及权重计算 

准则层构成包含基础管理、成本、质量、效率、安全五个维度[36]，指标层的构成，要能够全面反映

精益物流的全过程，不仅包括具体的物流业务成本，还包括物流业务的效率和完成质量、基础性管理和

安全方面，力求评价科学、全面。 
 

 
Figure 1. Evaluation indicator structure chart 
图 1. 评价指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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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遴选评价指标 
以 A 烟草工业企业为例，围绕企业物流工作流程遴选出有效的评价指标 34 个，如图 1 所示。 

3.2.2.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本文按重要性程度将评价指标分为同等重要、比较重要、明显重要、很重要和极其重要五个等级，

分别赋值为 1、3、5、7、9，介于这五个等级中间则分别用 2、4、6、8 来表示[37]。 
第一步，构造判断矩阵如下： 

 

A B1 B2 B3 B4 

B1 B11 B12 ┄ B1n 

B2 B21 B22 ┄ B2n 

B3 ┄ ┄ ┄ ┄ 

B4 B41 B42 ┄ Bnn 

                (1) 
 

第二步，对其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进行检验，直至使其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max

1
n

CI
n

λ −
=

−
                                        (2) 

矩阵维数大于三维时，一致性指标需要加以修正，RI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不同维数的 RI 可通过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表查出结果，当 CR 不满足下面结果，需要重新调整判断矩阵[38]。 

0.1CICR
RI

= <                                         (3) 

第三步，分别求得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指标权重，见表 1。 
 
Table 1. Index weights at the criteria and indicator levels 
表 1. 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指标权重 

准则层 指标权重 指标层 指标权重 属性 

成本 A1 0.2067 

单箱入库成本 B11 0.0397 定量 

单箱仓储成本 B12 0.0438 定量 

单箱分拣出库成本 B13 0.0392 定量 

单箱卷烟送货成本 B14 0.0484 定量 

单箱卷烟物流成本 B15 0.0356 定量 

效率 A2 0.1639 

换牌及时率 B16 0.0165 定量 

入库及时率 B17 0.0095 定量 

车辆就位及时率 B18 0.0085 定量 

单车订单卷烟分拣效率 B19 0.0031 定量 

单箱卷烟分拣用工 B20 0.0031 定量 

储位平均利用率 B21 0.0031 定量 

卷烟库存周转率 B22 0.0228 定量 

同城物流出库效率 B23 0.0436 定量 

准时到货率 B24 0.0537 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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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质量 A3 0.2215 

入库耗损率 B25 0.0282 定量 

仓储耗损率 B26 0.0247 定量 

分拣出库耗损率 B27 0.0193 定量 

库存信息准确率 B28 0.0096 定量 

分拣出库差错率 B29 0.0136 定量 

扫码出错率 B30 0.0134 定量 

同城物流订单执行率 B31 0.0394 定量 

送货准确率 B32 0.0365 定量 

送货耗损率 B33 0.0368 定量 

基础管理 A4 0.1771 

组织机构设置 B34 0.0117 定性 

物流信息化建设 B35 0.0311 定性 

信息共享及时性 B36 0.0221 定性 

物流标准化建设 B37 0.0125 定性 

现场管理 B38 0.0314 定性 

设备运行维护 B39 0.0331 定性 

员工管理 B40 0.0352 定性 

安全管理 A5 0.2308 

安全管理执行情况 B41 0.0404 定性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率 B42 0.0555 定性 

信息安全事故率 B43 0.1026 定性 

物流设施设备安全 B44 0.0323 定性 

3.3. 云模型的构成 

云模型用期望(Ex)、熵(En)、超熵(He)三个数据来表示其特征，假设样本 x 的容量为 n，其计算方法

如下[39]： 
Ex x=                                            (4) 

1

π 1
2

n
En x Ex

n
= × −∑                                     (5) 

( )22

1

1
1

m

i
i

S x X
m =

= × −
− ∑                                     (6) 

2 2e S nH E= −                                        (7) 

云模型合成公式如下： 

1

m

i i
i

Ex W Ex
=

= ×∑                                        (8) 

2

1

m

i i
i

En W En
=

= ×∑                                       (9) 

1

m

i i
i

He W He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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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立评估集 

建立区间为 0~1 的五个等级评估集，依次为很好 v1 (0.8~1)，较好 v2 (0.6~0.8)，一般 v3 (0.4~0.6)，
较差 v4 (0.2~0.4)，很差 v5 (0~0.2) [40]。数据样本较少时，本文采用黄金分割来确定评估集，即相邻的熵

和超熵较小者为较大者的 0.168倍[41]。评估集分为：很好 v1 (1，0.1102，0.105)，较好 v2 (0.698, 0.068, 0.009)，
一般 v3 (0.5, 0.042, 0.006)，较差 v4 (0.309, 0.068, 0.009)，很差 v5 (0, 0.1102, 0.015) [42]。 

4. 以 A 烟草工业企业数值进行实证评价 

A 烟草工业企业选定的指标层中，B11~B33 为定量指标，B34~B44 为定性指标。对于定量指标，根据作

业环节的数据计算出定量指标云模型。对于定性指标，邀请专家评分，根据评分结果计算出定性指标云模型。 

4.1. 设立定量指标评价标准 

梳理 A 烟草工业企业物流管理流程，识别出可观察、可测量的关键要素，依据烟草行业物流管理要

求、全行业对标管理数据，参考该企业绩效考核指标，以稳中求进为原则提升管理目标，设立定量指标

评价标准如表 2。 
 
Table 2. Quantitative index evaluation standard 
表 2. 定量指标评价标准 

定量指标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指标评价 

单箱入库成本 B11 0~0.6 0.6~0.8 0.8~0.9 0.9~0.95 0.95~1 0.85 

单箱仓储成本 B12 0~0.6 0.6~0.7 0.7~0.8 0.8~0.9 0.9~1.0 0.75 

单箱分拣出库成本 B13 0~0.7 0.7~0.8 0.85~0.9 0.9~0.95 0.95~1.0 0.78 

单箱卷烟送货成本 B14 0~0.7 0.7~0.8 0.8~0.9 0.9~0.95 0.95~1 0.89 

单箱卷烟物流成本 B15 0~0.6 0.6~0.7 0.7~0.9 0.9~0.95 0.95~1 0.93 

换牌及时率 B16 0~40 40~60 60~70 70~80 90~100 0.82 

入库及时率 B17 0~60 60~80 80~85 85~95 95~100 0.88 

车辆就位及时率 B18 0~80 80~90 90~95 95~99 99~100 0.92 

单车订单卷烟分拣效率 B19 0~60 60~80 80~85 85~95 95~100 0.86 

单箱卷烟分拣用工 B20 0~0.6 0.6~0.7 0.7~0.8 0.8~0.9 0.9~1.0 0.76 

储位平均利用率 B21 0~80 80~90 90~95 95~99 99~100 0.97 

卷烟库存周转率 B22 0~60 60~80 80~85 85~95 95~100 0.84 

同城物流出库效率 B23 0~80 80~90 90~95 95~99 99~100 0.93 

准时到货率 B24 0~80 80~90 90~95 95~99 99~100 0.88 

入库耗损率 B25 0~60 60~80 80~85 85~95 95~100 0.81 

仓储耗损率 B26 0~60 60~80 80~85 85~95 95~100 0.73 

分拣出库耗损率 B27 0~70 70~80 80~90 90~95 95~100 0.86 

库存信息准确率 B28 0~80 80~90 90~95 95~99 99~100 0.92 

分拣出库差错率 B29 0~80 80~90 90~95 95~99 99~100 0.87 

扫码出错率 B30 0~80 80~90 90~95 95~99 99~100 0.94 

同城物流订单执行率 B31 0~60 60~80 80~85 85~95 95~100 0.86 

送货准确率 B32 0~80 80~90 90~95 95~99 99~100 0.89 

送货耗损率 B33 0~80 80~90 90~95 95~99 99~100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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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计算定量指标云模型 

由于定量指标的偏差比较小，对 Ex 和 He 分别取值 0.05 和 0.001，区间值(用 U 表示)根据下面的公

式计算。 

( )x aU b a a
b a
− ′ ′ ′= × − +
−

                                    (11) 

计算得出区间值后可得到定量指标量化结果，如表 3。 
 
Table 3.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表 3. 定量指标量化值 

定量指标 量化值 定量指标 量化值 定量指标 量化值 

B11 0.895 B19 0.949 B27 0.84 

B12 0.795 B20 0.794 B28 0.948 

B13 0.792 B21 0.988 B29 0.893 

B14 0.891 B22 0.846 B30 0.946 

B15 0.947 B23 0.947 B31 0.89 

B16 0.898 B24 0.892 B32 0.891 

B17 0.947 B25 0.946 B33 0.894 

B18 0.948 B26 0.787 / / 

 

根据定量指标量化值，定量指标云模型(u, 0.050, 0.001)如表 4。 
 
Table 4. Quantitative Index Cloud Model 
表 4. 定量指标云模型 

序号 定量指标 云模型(Ex, En, He) 权重 

1 单箱入库成本 B11 (0.895, 0.050, 0.001) 0.0397 

2 单箱仓储成本 B12 (0.795, 0.050, 0.001) 0.0438 

3 单箱分拣出库成本 B13 (0.792, 0.050, 0.001) 0.0392 

4 单箱卷烟送货成本 B14 (0.891, 0.050, 0.001) 0.0484 

5 单箱卷烟物流成本 B15 (0.947, 0.050, 0.001) 0.0356 

6 换牌及时率 B16 (0.898, 0.050, 0.001) 0.0165 

7 入库及时率 B17 (0.947, 0.050, 0.001) 0.0095 

8 车辆就位及时率 B18 (0.948, 0.050, 0.001) 0.0085 

9 单车订单卷烟分拣效率 B19 (0.949, 0.050, 0.001) 0.0031 

10 单箱卷烟分拣用工 B20 (0.794, 0.050, 0.001) 0.0031 

11 储位平均利用率 B21 (0.988, 0.050, 0.001) 0.0031 

12 卷烟库存周转率 B22 (0.846, 0.050, 0.001) 0.0228 

13 同城物流出库效率 B23 (0.947, 0.050, 0.001) 0.0436 

14 准时到货率 B24 (0.892, 0.050, 0.001) 0.0537 

15 入库耗损率 B25 (0.946, 0.050, 0.001) 0.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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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仓储耗损率 B26 (0.787, 0.050, 0.001) 0.0247 

17 分拣出库耗损率 B27 (0.840, 0.050, 0.001) 0.0193 

18 库存信息准确率 B28 (0.948, 0.050, 0.001) 0.0096 

19 分拣出库差错率 B29 (0.893, 0.050, 0.001) 0.0136 

20 扫码出错率 B30 (0.946, 0.050, 0.001) 0.0134 

21 同城物流订单执行率 B31 (0.890, 0.050, 0.001) 0.0394 

22 送货准确率 B32 (0.891, 0.050, 0.001) 0.0365 

23 送货耗损率 B33 (0.894, 0.050, 0.001) 0.0368 

4.3. 计算定性指标云模型 

对于 10 个定性指标，邀请 10 位对烟草工业企业物流有深入了解的专家评分，评分结果如表 5。 
 
Table 5. Qualitative index scoring results 
表 5. 定性指标评分结果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1 0.825 0.800 0.725 0.825 0.775 0.825 0.775 0.850 0.800 0.825 0.775 

2 0.800 0.725 0.825 0.725 0.800 0.775 0.800 0.900 0.850 0.775 0.800 

3 0.825 0.825 0.775 0.775 0.850 0.775 0.725 0.800 0.900 0.775 0.725 

4 0.725 0.775 0.775 0.800 0.900 0.800 0.775 0.775 0.800 0.800 0.775 

5 0.775 0.775 0.800 0.725 0.800 0.850 0.850 0.775 0.775 0.850 0.825 

6 0.800 0.800 0.850 0.775 0.775 0.900 0.775 0.800 0.775 0.900 0.850 

7 0.725 0.850 0.900 0.825 0.775 0.825 0.800 0.725 0.800 0.800 0.900 

8 0.775 0.900 0.800 0.850 0.800 0.850 0.850 0.850 0.850 0.775 0.800 

9 0.850 0.800 0.825 0.900 0.725 0.900 0.900 0.850 0.900 0.825 0.850 

10 0.900 0.775 0.800 0.800 0.825 0.800 0.800 0.900 0.800 0.850 0.900 

 

通过公式(8) (9) (10)可得定性指标云模型数值，如表 6。 
 
Table 6. Index Stratum Model Value 
表 6. 定性指标云模型数值 

 二级指标 云模型(Ex, En, He) 权重 

1 组织机构设置 B34 (0.8071, 0.0573, 0.0111) 0.0117 

2 物流信息化建设 B35 (0.8121, 0.0630, 0.0062) 0.0311 

3 信息共享及时性 B36 (0.8172, 0.0438, 0.0199) 0.0221 

4 物流标准化建设 B37 (0.8050, 0.0509, 0.0154) 0.0125 

5 现场管理 B38 (0.8037, 0.0510, 0.0156) 0.0314 

6 设备运行维护 B39 (0.8344, 0.0446, 0.0141) 0.0331 

7 员工管理 B40 (0.8004, 0.0480, 0.0280) 0.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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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管理执行情况 B41 (0.8218, 0.0687, 0.0156) 0.0404 

9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率 B42 (0.8330, 0.0466, 0.0083) 0.0555 

10 信息安全事故率 B43 (0.8344, 0.0385, 0.0136) 0.1026 

11 物流设施设备安全 B44 (0.8395, 0.0693, 0.0273) 0.0323 

4.4. 合成准则层云模型 

将定量指标云模型与定性指标云模型合成，可得准则层云模型，如表 7。 
 
Table 7. Critical Stratum Model Value 
表 7. 准则层云模型数值 

准则层 权重 云模型(Ex, En, He) 

成本 A1 0.2067 (0.5248, 0.0826, 0.0011) 

效率 A2 0.1639 (0.7560, 0.1236, 0.0040) 

质量 A3 0.2215 (0.7916, 0.1236, 0.0060) 

基础管理 A4 0.1771 (0.8060, 0.0147, 0.0220) 

安全管理 A5 0.2308 (0.6172, 0.1969, 0.0420) 

4.5. 合成综合评价云模型 

根据公式(8) (9) (10)计算出 A 烟草工业企业综合评价云模型数值为(0.577, 0.062, 0.007)。 

4.6. 将综合评价云模型数值与评估集比较 

对比黄金分割法评估集，可知 A 烟草工业企业的精益物流管理水平在较好 v2 (0.698, 0.068, 0.009)和
一般 v3 (0.500, 0.042, 0.006)之间，与较好相差 0.121，比一般高出 0.077，评价结果偏近于一般。准则层

中的成本指标处于一般和较好之间，更偏近于一般水平，成为该企业精益物流管理的薄弱环节，尚有比

较大的提升空间；安全管理介于较好和一般之间，更接近于较好；效率、质量和基础管理指标在较好与

好之间，更倾向于较好。 

5. 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 

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和云模型的评价方法，结合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权重值，反映了不同权重的影

响度，得出了能体现 A 烟草工业企业精益物流管理水平的评价结果。基于“一般”的评价结果，得出该

企业的精益物流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着力点应放在成本指标下单箱入库成本、单箱仓储成本、单箱

分拣出库成本、单箱卷烟送货成本、单箱卷烟物流成本等几个方面，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几项建议。 

5.1. 通过对标管理实现物流体系的不断优化升级 

结合全面预算和绩效管理，参照烟草行业的指标数据库，对 A1 成本指标即单箱入库成本、单箱仓

储成本、单箱分拣出库成本、单箱卷烟送货成本、单箱卷烟物流成本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对标管理，逐步

扩展到 A2 效率、A3 质量、A4 基础管理、A5 安全管理几个层级，通过对标不断提高设备有效作业率和

设备检测准确率、提升能耗指标参数化管理和安全管理水平、强化质量管理和过程控制，并建立分层对

标体系和以计划、运行、评估、改进为工作环节的闭环管理体系，收集数据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实现五

https://doi.org/10.12677/mm.2020.104061


田润娴，胡耀杰 
 

 

DOI: 10.12677/mm.2020.104061 508 现代管理 
 

个层级指标的不断优化，以期提升系统的协调运作能力。 

5.2. 打造数字化一体化平台增强业务间的融合性 

该企业各业务单位根据需要建立了独立的数据平台，很好地起到了支撑本业务部门的查询、核算和

管理功能，但各平台之间形成了信息孤岛，导致企业的供应物流和生产物流和销售物流无法有效对接，

物流、财务和业务模块之间无法实现信息共享互联。要通过建立企业核心数字化平台引导各业务实现流

程再造，从而改变传统的单一业务模式，增强业务的边缘融合，减弱 A1~A5 各指标的分割性，以便将这

些指标统筹在一个有机整体内部，通过各指标的相互补充来达到所有指标全面提升的目的。此举可以消

除任何环节的不必要的浪费和设备及资源的闲置成本，减少原料及辅料在物流过程中的停留时间，真正

实现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完美匹配，真正实现全程留痕、全程数据共享和全面业务监督。 

5.3. 力推智能制造和智慧物流优化业务流程 

根据业务需要引进数字化设备提升精益制造，为智能制造打下坚实的基础；依靠物联网和大数据等

手段大力发展智慧物流。不断深挖供应物流、生产物流和销售物流过程中入库、仓储、分拣、配送等环

节中不合理因素，优化运作流程，计算最优线路，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操作。智慧物流不能完全靠技术引

进，要依据企业的地区特征和本企业的研发团队设计出符合企业原料采购和运输、物资保管、成品运输、

物资回收作业需求的相适应的技术作业手段和作业系统，实现物流系统的敏捷运行和柔性运作。搭建起

智能化决策和控制的网络系统，涉及生产制造、质量追溯、库存管理、内部监管、消费者数据库、信息

采集等卷烟生产及经营的各个方面，有利于创新技术以及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 

5.4. 以工商协同为纽带实现供应链上利益主体信息共享 

烟草供应链由工业企业、商业企业、烟叶供应商、辅料供应商、终端零售商、物流企业等组成，

传统的供应链模式需要不断优化和引入新元素，实现利益主体的互通有无，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来优

化供应链上的资源配置，挖掘潜藏在各主体之间的隐形成本。供应链上顾客的需求通过订单先传递给

商业企业，商业企业根据市场整体需求向工业企业传递需求信息，工业企业距离终端消费者相对比较

远，需要通过中间环节传递信息。若没有工商协同作为桥梁，工业企业获得的市场需求相对比较滞后，

无法实现按订单生产，导致原料和产成品的库存成本相对比较高，需要增强工商企业的信息共享来降

低获取供应链末端消费者需求信息的时间成本，将供给方、各利益主体和需求方关联在一起，改变单

一的靠商业公司的订单为依据来组织生产的模式，实现供应链各节点协调运作，资源共享、信息共享、

利益共享。 
当然，评估指标的选取对获取客观的评估结果具有关键作用，因此要根据企业的工作阶段不断调整

指标，以此评价体系为参考，不断优化评价模型，推进精益物流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对促进企业精

益物流管理水平和提高效益提供实际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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