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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物流性质划分为固有性质和非固有性质，物流非固有性质的“传统，现代”特性被定义

为“传统物流，现代物流”。文章以物流时间维、物流性质维和物流特征维构建物流发展状态三维结构模型，阐

述传统物流与现代物流的辩证关系，指出传统物流、现代物流、传统／现代物流相互转换这三种模式是各个国

家各个时期的客观存在。它们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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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研究概述

“传统物流”(Traditional MF)与

“现代物流”(Modem MF)是中国学

者为促进本国物流业发展所设二元

观的表现形式之一。国外物流文献

中有现代物流管理的概念，但是没

有传统物流和现代物流概念。由于

美国存在PD(Physical Distribution)

到Logistics演变过程，有的中国学

者为区别这两个概念，将PD／

Logistics认为是传统物流，现代物

流。本文认为，无论从字面还是从内

涵理解，中国的传统物流不等同于

PD，中国的现代物流也不等同于

Logistics。

1915年，阿奇·萧(Arch Shaw)

首次提出物流PD概念，⋯指出通过

实物供给与创造需求的“平衡性”、

“相互依赖”和“协调”，解决市场流

通中的问题。这里的PD是美国商业

学科市场营销学中的物流，是一种

物流管理概念。1905年，美国少校琼

西·贝克尔(Chauncey B．Baker)首次

提到Logistics概念，⋯并在以后的

形成发展过程中融入了运筹、管理

及优化的思想，且涉及供应、采购、

运输等全过程活动。1985年美国物

流管理协会(The Counci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CLM)将物流名称从

“PD”改为“Logistics”，2005年1月

CLM更名为“美国供应链管理专业

协会”(Council of Supply Chain Man—

agement Professionals，CSCMP)，把

“Logistics”看作为整个供应链管理

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物流管理界

对物流管理的认识变化过程。

中国现代物流和传统物流是否

与美国的PD和Logistics相似，还需

从中国提出现代物流和传统物流这

两个概念说起。自1979年中国从日

本引进“物流”名词到1984年成立

民间的中国物流研究会，各类文献

都没有出现传统物流和现代物流的

概念，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相继

出现有关现代物流的著作。⋯、|41目

前，国内学者关于传统物流和现代

物流的观点不尽一致。丁俊发提出

传统物流是指商品在空间和时间上

的位移，而现代物流是一种物流管

理，f s1他的观点在国内有相当代表

性。何明珂认为现代物流的“现代”

是一个时间概念，同“当代”没有差

别；物流是现代或当代的事情，“传

统物流”提法不成立；这会使人将

“传统储运”与“传统物流”等同起

来，而物流与储运是有区别的。⋯何

明珂观点的贡献在于启发人们思考

“传统”与“现代”、物流与储运等物

流理论实践问题。徐寿波提出大物

流论(The Material Flow，MF)④，『7I把

物流性质划分为固有性质和非固有

性质两大类，⋯认为应按照物流非

固有性质区别传统物流与现代物

流，但并没有深入研究物流非固有

性质如何变化形成传统物流与现代

物流，然而却打开了通向理论创新

的大门，为研究传统物流与现代物

流理论提供了依据。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物流，现代

物流与国外PD，Logistics有不同内

涵。本文将依据大物流理论和现代

化理论，构建一种物流发展状态的

三维结构模型，研究传统物流与现

代物流概念、特点以及两者辩证关

系等基本理论问题，为现代物流与

传统物流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为

企业和政府制定物流发展策略提供

科学依据。

二、物流的性质

1．物流固有性质

笔者依据大物流论从物及其运

动规律上揭示物流固有性质。l91

运动是物的根本属性，是物的

存在方式，物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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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没有物的运动，也不存在没

有运动的物。“运动，就最一般的意

义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

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

动起直到思维”。『lol其中物的位置移

动就是物流。从这个意义上讲，物流

也是物的根本属性，是物的一种存

在形式。⑦哲学上所讲物的运动对物

流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物的实体性质对物的运动方式

产生根本影响。不同的物会导致不

同的流动形态③，物的性质不同，则

物流的性质亦会不同，如能量流、信

息流和物品流的不同，是由于它们

的物质不同造成的；物及其衍生物

性质不同，其流动形成机理、流动过

程和方向等都有很大的不同。

物流实体性和运动性这两个固

有性质是客观存在的，不随时间地

点和人的主观意志变化，从古至今

都是一样的。I“1只不过古代“物的流

动”很简单，而现代“物的流动”比

较复杂④，但传统物流和现代物流的

两个固有性质并没有区别。所以，物

流作为自然界、社会界和经济界的

客观现象，物流的两个固有性质不

仅当代存在，古代也存在；不仅传统

物流存在，现代物流也存在。

2．物流非固有性质

考察物流发展历史，大量物流

活动的事实表明，要利用物的流动

造福于人类，必然伴随着人类有智

慧的活动和思想，具体都可以反映

到SMTE的选择优化活动中去。it21由

于SMTE与物流主体意志和选择活

动相关联，决定了物流活动目的性、

方向性和效率性等运作特性，它们

不是物流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因而

称其为物流非固有性质。物流非固

有性质包括物流服务、管理、技术和

经济(Service，Management，Technol-

ogy，Economy，SMTE)四个方面。由于

国外PD和Logistics概念只突出物

流非固有性质中的物流“管理”一个

方面，并且忽视了物流固有性质。因

此，用PD和Logistics研究中国传统

物流与现代物流问题，必然会产生

认识误区。笔者认为，SMTE表达的

内容要比Logistics仅强调物流管理

更全面综合，其内涵也更为丰富。

3．物流固有性质和非固有性质

的关系

物流固有性质好比是物流的

“基础”，非固有性质好比是物流的

“上层建筑”。只考虑物流的“基础”，

不考虑物流的“上层建筑”，那么，物

流不仅不能造福于人类，反而可能

会带来浪费和损失：反之，只考虑物

流的“上层建筑”，不考虑物流的“基

础”，那么物流这个客观事物就不存

在了，这正是国外PD和Logistics这

两个概念的缺陷所在。

三、“现代／传统”内涵及

其二元关系

笔者研究指出，f131物流非固有

性质的变革是形成传统物流与现代

物流的原因，但没有从理论上说明

SMTE变革的方向和特征，因而传统

物流与现代物流概念仍是模糊的。

为此，笔者进一步从历史和哲学的

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传统”

与“现代”的内涵。

1．“传统”内涵分析

希尔思关于“传统”(Tradition)

的基本涵义是“世代相传的事物”，

“包括物质实体，包括人们对各种事

物的信仰，关于人和事件的形象，包

括惯例和制度”。i“i但这里仍缺乏对

传统属性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传

统”存在时间维度和特征维度两种

界定。

(1)在时间维度上界定。传统产

生于过去时间(有下限而无上限)，

但又绝不是停留在过去、古代等静

止时间概念中的事物，它一定要经

历时间相传延续的过程才能成为传

统，一种行为模式“要成为传统，至

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续”，f”1甚至

以某种形式延续更长的时间。

(2)在特征维度上界定。“传统”

之所以延续至今，并没有像某些预

言家所预测的那样迅速地消亡，除

了因为传统是人类心理倾向的一种

表现形式外，f161更重要的是传统具

有以下两条特征：

其一，传统包含人类共生先进

文化继承性和自然本性。利奥·斯特

劳斯认为不能从时间向度讨论传统

问题，因为历史整体涵盖不了传统，

传统具有原生性，它所体现出的思

想主题是哲学而不是历史。i”1但笔

者认为也不能完全抛开历史，忽视

传统生成、演化的过程，否则不能认

识传统形成发展规律，并从人的存

在中进一步发现永恒不变的自然本

性和公正原则。

其二，传统具有变异性。传统在

代代相传过程中，不会完整保持其

同一性。庄子曾说：“物之生也，若骤

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并

称“时有终始，世有变化”。f181无论

何种传统，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然

而传统不能依靠自身发展和变化，

只有有求知欲的人类才能重新制订

和更改传统，但无法摆脱传统，因为

传统总是先于我们而存在。『19I

笔者认为应综合历史和哲学去

理解传统的内涵。从历史角度探讨

传统生成演化的过程和规律，从哲

学角度把握“传统”由过去延传至今

事物(包括物质实体、惯例和制度

等)的性质，即事物的继承性和变异

性。因此，“传统”是一个既考虑时间

性(有下限而无上限)，又考虑事物

的继承性和变异性的综合概念。

2．“现代”内涵分析

学者本迪克斯“把现代化‘p理解

为社会变迁的一种类型，它起始于

英国工业革命和政治性的法国大革

命”。i圳何传启认为，现代化是人类

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既

发生在先锋国家的社会变迁里，也

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

程中。I
21
I笔者认为“现代”概念同样

有时间维度和特征维度两种界定：

(1)在时间维度上界定。“现代”

一词最早出现于17～18世纪的欧洲

启蒙运动。一般认为18世纪的英国

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是现代化

进程的历史起点。在中国，“现代”通

常是指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

“现代”就是以上述时间为起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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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而无下限的一个历史发展过

程。“当代”(Contemporary)与“现代”

(Modem)内涵是不同的，“当代”是

一个纯粹属于年代学的时间概念。

(2)在特征维度上界定。“现代”

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其一，“现代”的先进性。“现代”

是一种社会发展变化达到先进水平

和最新特点的过程。在我国，1964年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提出

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这里“现

代”是一种社会发展达到“先进性”

的描述。在我国现代化政策的制定

中，“先进性”始终是“现代”的基本

内涵。

其二，“现代”的适用性。各国

社会经济发展属于“当代”，但却不

一定处于相同现代化阶段，有的国

家达到当代先进水平，有的却处于

落后状态，一国如果移植他国原本

处于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必定不能

完全适合本国经济发展。我国20世

纪曾出现洋跃进现代化的严重教训

值得汲取。真正的“现代化”应是借

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发展本国

需要的“现代化”，不存在对各国普

遍适用的现代化。

因此，“现代”是一个既考虑时

间性(有上限而无下限)，又考虑事

物先进性和适用性的综合概念。

3．“传统／现代”二元关系

“传统”与“现代”对立的做法

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下半叶的欧洲

启蒙运动。当时，启蒙学者认为现代

化是无限完善和先进的事物，一个

社会传统越少，也就越现代化。五四

运动是中国启蒙运动，但是五四运

动未能对传统中各种不同的成分加

以深入细致的鉴别，因而导致了激

进的反传统主义，结果付出了沉重

代价。十年“文革”期间，传统遭受

了严重破坏，社会道德状况恶化。20

世纪以来，启蒙哲学高举理性化⑥、

进步等价值观念遭到了怀疑，人们

认识到现代进程充满了无法预测的

后果，认为把“非理性，理性”(传统／

现代)⑦看做是完全对立的一对结构

是不科学的。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

现代社会，“理性”和“非理性”是并

存的，它们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

殊的关系。inl

笔者认为，传统性和现代性之

间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

存在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它们之间

的关系不是截然相互对立和排斥

的，而是辩证的，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

四、物流发展状态的三维

结构模型

物流非固有性质包括物流服

务、管理、技术和经济(SM’rE)四个要

素，它决定物流的外在表现形式和

实际运作状态，体现物流主体的意

志和选择活动，决定物流运作的效

率和效益。考虑物流性质维的SMTE

四个要素，并放在时问维和特征维

上进行分析，不难发现物流SMTE既

能反映出物流现代化的先进性和适

合性，也能反映物流传统的继承性

和变异性，也就是说，物流SMTE在

时间和特征维上的变化，能够描述

物流状态的变化，亦即能描述传统

物流与现代物流的差异及相互关

系。可通过构建物流发展状态三维

结构模型加以描述(见表1)。

因此，笔者认为，物流在满足其

固有性质MF条件下，非固有性质

SMTE在三维空间结构的变化，表现

为传统物流与现代物流发展的不同

状态。笔者把物流非固有性质SMTE

满足传统特性(时间维；特征维：继

承性_和变异性)的物流状态称为传

统物流；而把物流SMTE满足现代特

性(时间维；特征维：先进性和适用

性)的物流状态称为现代物流。

基于物流发展状态三维结构模

型，进一步分析传统物流与现代物

流的关系。“传统物流”是“现代物

流”的基础；“现代物流”是从“传统

物流”中诞生的，又是未来的“传统

物流”；没有“传统物流”就不会有

“现代物流”。但是“现代物流”不是

“传统物流”的原版复制，而是它的

演变，甚至是对它的背叛。“传统物

流一现代物流一传统物流一现代物

流”，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综上所述，现代物流模式不可

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它必须从

“传统物流”中吸取力量，在“传统

物流”模式基础上进行构建和创造，

保留“传统物流”中科学合理的成

分，去其不科学不合理的成分。可

见，物流发展始终存在传统物流、现

代物流和传统物流／现代物流互相

转型三种模式，它们无论何时都是

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只不过这三种模式在不同国家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构成。

★本文系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

MF的X方物流理论研究》(批准号：

Y604360)和国家软科学基金项目Ⅸ传统

物流与现代物流比较研究》(批准号：

2005DGQ481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大物流论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85

年徐寿波关于“物流”的表述。参见徐寿

表1 物流发展状态三维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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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关于物流技术经济研究的几个问题

阴．中国物流。1985年创刊号：16—18．

②物流不是抽象存在的，它是通过

各种具体物流形态存在着。社会经济中

物质实体无论是处在运动状态(运输、搬

运)，还是处在静止状态(储存、保管)，还

是处在静动状态(包装、装卸、加工、检

验)，都毫无例外地处在具体的物流形态

之中。物流和物流形态的关系是一般和

个别的关系，物流是一般，具体的物流形

态(运输、仓储)是个别，“个别一定与一

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

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

样)都是一般”。因此，不能把运输、仓储

排斥在物流之外，世界上没有脱离具体

物流形态的物流，也没有不与物流相联

的具体物流形态。在经济社会活动中任

何物品只有流动才能实现它的价值，人

们才会生产它们，消费它们，否则就失去

了其存在的意义。

③当然也与物流主体选择性有关，

但这不是物流固有性质，而是物流非固

有性质。

④不仅包括固体宏观物质(物料、物

件、物品)的流动，也包括液体、气体和微

观物质(分子、原子和电子等)的流动；既

存在“物”有目的的流动(由人为其直接

或间接提供动力，符合人类需要)，也存

在“物”无目的的流动(非人力提供动力，

不一定符合人类需要)。例如废气物流中

物的运动就是废气物质(如NOx、C02以

及大气悬浮颗粒物等)无目的的运动，它

不是人力为其提供动力，正因如此才需

要人类对其迸行处理控制，变无目的为

有目的的运动，造福于人类。人类社会已

进入知识信息时代，可持续发展是永恒

的主题，过去人们所忽视的微观的物、无

形的物的流动，今天己越来越影响人类

的生产和生活，显然，微观或无形的物流

与宏观物质流的理论实践体系完全不

同。由此可见，采用Logistic物流理论已

经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类所面临的复杂物

流问题，需要采用新的大物流(MF)理论

重新认识物流固有性质。

⑤笔者考察了“现代”(Modem)的多

种说法，认为“现代”包含现代性和现代

化两层意思，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的结

果。现代化过程是不断变化的，现代性是

相对稳定的。在“现代”的两层意思中，

人们更注重强调“现代化”过程和意义，

有时直接把“现代”等同于“现代化”。

⑥所谓“理性化”可以概括为一种原

则，即按照一种统一的中心准绳，将所有

的事物(尤其是信仰和行动)都纳入一个

统一、前后一贯的逻辑系统之中，以最有

效的科学手段来实现人们的理想目标。

⑦思想史发展至马克斯·韦伯，有关

传统与现代性的分离被视为现代社会理

性化行为的必然结果。他认为传统社会

是非理性化的社会，丽现代社会是理性

化社会，并提出现代化的内核就是理性

化，而以往社会留下的种种传统则成了

理性化或现代化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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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has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model，which i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MF attribute，time and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modem，clarifying that Traditional，Modem MF has dialectic relationship，pointing out that three systems of

traditional／modem MF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ale objective reality．They have different constitution for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in different court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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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之中.物流和物流形态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物流是一般,具体的物流形态(运输、仓储)是个别,"个别一定

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因此,不能把运输

、仓储排斥在物流之外,世界上没有脱离具体物流形态的物流,也没有不与物流相联的具体物流形态.在经济社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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