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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思了传统信息反馈机制和物流配送中心运营特点，分析了配送中心信息化方向与路径，提 出了基于 RFID 

(射频识别)技术和 SCOR(供应链运作参考模型)的物联网配送中心信息系统模型，阐明了该模型的体系架构、层次关 

联、技术路径与实施方案，为现代物流企业提供 了一种可行的物联 网配送中心信息系统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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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llated and introspected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feedback mechanism，combined the study of 

the 1iteratur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eration of distribution center。analysed the informatization of distribution 

center，and brougth out the modeling of the logistic information system of distribution center based on the RFID tech～ 

nology and the SCOR model(supply-chain operations reference-mode1)．In this paper，the distribution center system 

framework was clarified。and the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Ievel was discussed，and the solu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 

ternet of Things to the distribution center was provided．At last，we can provide an available reference model of logistic 

distribution cente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for modern logistic industry。especial for the retai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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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用物联网技术建立物流信息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方法。 

上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商业竞争不再是技术、成本和管理 

等的单项角逐，而是已经包括供应链在内的综合竞争。各企 

业对供应链战略规划和运营管理、分销中心规划、仓库规划等 

都不惜投入巨资，运用当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快速、高 

效的运营体系。 

随着进出货物数量、品种逐步增加以及客户需求 日趋复 

杂，目前仅以条码驱动的传统配送方式制约了零售供应链的 

敏捷化反应，影响了供应链的整体发展以及零售企业的竞争 

力提升。同时，随着 RFID技术逐渐成熟，建立在该技术与互 

联网基础之上的物联网给商业信息主动反馈机制带来了新的 

契机，也为零售业配送中心打破传统的瓶颈带来了新的曙光。 

本文将探讨如何有效地将基于RFID技术和SCOR模型 

的物联网技术运用于零售业配送中心，并将物联网技术充分 

结合到配送中心物流信息系统建设之中，通过分析物联网技 

术应用于零售业配送中心物流信息系统的可行性，为企业应 

2 基于条码驱动的物流配送中心信息化的主要问 

题 

由于某些条码不可读、不兼容或者人为错误，以基于光电 

技术的条形码技术驱动的传统物流配送中心自动化存在以下 

问题：基础物流信息数据采集准确率低，订单数据不规范，损 

耗严重，货物盘点效率低下。 

传统的配送中心信息化不能有效地实现供应链上下游的 

信息共享，从而影响到供应链的协调运营，限制了物流配送中 

心的能力发挥，导致配送中心不能对顾客需求进行快速精确 

的响应。 

3 基于 RFID物联网技术在物流配送中心信息化中 

的主要优势 

基于无线电技术的 RFID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无需精确对位即可读取，可读取不可见标签，还可同时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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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多个标签，可读写／修改标签中的数据，具有更强的防伪应 

用能力。 

基于 RFID的物流信息系统有以下特点：提高配送中心 

整体运作效率，为企业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等运营成本；为 

每个货物提供独立编码，防止出现假冒产品；提高货物在配送 

过程中的准确度；为上下游的供应商、批发商、零售店铺等提 

供更多有用有效的货物信息；可根据目前货物配送状态，修改 

RFID标签内的内容，表示现在货物所处的状态。 

基于 RFID的物联 网中实现配送中心的流程信息化，不 

仅有 RFID带来的诸多好处，更为重要的是建立物流信息系 

统，将会把更精确的物流信息传递到物流信息系统中。 

4 基于SCOR物流配送核心流程分析 

SCOR(Supply-Chain Operations Reference-model，供 应 

链运作参考模型)是美国供应链协会开发设计的一套用于帮 

助供应链协作与设计的运作参考模型，如图 1所示。我们将 

用它来建立服务于供应链的配送流程模型。 

[卫 >l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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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SCOR零售业配送模型 

根据 SCOR模型中配送流程范畴，并结合零售业供应链 

现状，整理出零售业供应链配送 4大环节，如图2所示。 

图 2 基于SCOR的配送关键流程环节 

根据SCOR模型确定核心流程的理念，我们寻找出对于 

上层绩效形象最为关键的流程。 

D4．1的关键环节就是保证商品入库的准确性，即入库环 

节的核心流程在于验收作业规划与验收作业流程上；D4．2的 

关键环节为保证商品数量和质量上的完好性，即储存环节的 

核心流程在于商品信息的实时处理及盘存制度控制上；D4．3 

的关键环节为保证商品能够按订单要求整理成最终出货时所 

需要的状态，即理货环节的核心流程在于商品订单与货品储存 

信息的实时处理上；I34．4的关键环节为保证商品能够及时正 

确地送到目的地，即核心流程是订单匹配与待发区货物整理。 

依据 SCOR标准流程及核心流程分析，我们得出物联网 

技术在零售业配送的应用部署模型，如图 3所示。 

图 3 基于SCOR的物联网技术部署模型 

5 基于物联网条件下的精细化物流配送信息系统 

基于物联网条件下的零售业配送物流信息系统，主要根 

据基于 模型零售业配送 中心核心流程的分析得出相 

应的功能模块 ，再根据技术架构得出系统架构。 

基于物联网中实现配送中心的流程信息化，不仅拥有 

RFID技术的所有优点，更为重要的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 

信息系统中加入 BI商业智能模块，从历史数据中挖掘出有用 

的信息为企业 的决策提供支持。同时利用 BAM(Business 

Activity Monitoring)和 BPM(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来优化管理模式，优化零售业配送中心流程，打破现存瓶颈， 

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实现企业对配送中心的精细化 

控制，实现配送中心的整体精细化管理，降低企业成本，提高 

企业利润。 

5．1 系统 目标 

在配送中心运营过程中，信息系统起着中枢神经的作用， 

对外与生产商、批发商、连锁商场及其他客户等联网，对内向 

各子系统传递信息，把收货、存储、拣选、流通加工、分拣配送 

等物流活动整合起来，协调一致，指挥控制各种物流设备和设 

施高效率运作。同时管理用户信息和供应商信息，对这些信 

息进行 BI商业智能的分析，为企业的决策层提供更好的决策 

支持，为配送中心的发展改进提供帮助。同时也还为供应链 

上的合作伙伴提供有效信息，使整条供应链协调一致，达到最 

优。 

零售业配送中心属于供应类配送中心，必须及时准确地 

为大型连锁超市、便利店等零售商店组织供应货物。零售业 

物流配送中心信息系统的功能还需要对上下游的企业负责。 

对于上游的供应商，提供货品信息和库存状态的信息进行共 

享，才能快速反应并及时制定补货计划，保障库存，以保证零 

售门店的货物得到实时、不间断的供应。对于下游的零售门 

店，配送中 fl,信息系统应该向各个门店收集销售信息，根据收 

集的销售信息，对各种货物不同时期、时段、时间的销售量进 

行分析，确定进货量，制定相应货物的采购计划和配送计划， 

使得流动资金的使用更加合理和精确，最终实现配送中心的 

精细化管理。 

5．2 系统的功能 

5．2．1 传统物流配送中心信息系统 

传统物流配送中心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如图4所 

示 。 

图 4 传统日 送中心管理信息系统功能模块 

资料管理：对货品资料的信息、客户信息、储位信息的管 

理。合同管理：对价格、合同的管理。入库管理：对客户到货 

通知单、条形码打印(货物、储位)、入库上架的管理。出库管 

理：对要货清单、分拣、加工、包装、装箱清单(条形码打印)、出 

库的管理。配送管理：对配送计划、派车单、装车清单、配送路 

线设置、车辆跟踪、配送回执管理。库内管理：对转储、转仓、 

盘点、库内作业单的管理。财务结算：对计费、应收应付、发 

票、对账单、收／付款、财务核销的管理。统计分析：对库存查 

询及各种业务单的查询统计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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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基于SC0R模型的物联网技术下物流配送信息系统 

基于SCOR模型的物流配送中心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 

模块如图 5所示。 

零售配送信息系统 

I用户 lI订单 ll库存 ll配送 【l财务 I l笪里墨 lI笪里墨丝lI篁
．墨墨丝II圭 墨笙lI!里墨丝I 

图 5 基于 SCOR模型的物联网技术下的信息系统 

用户管理系统：包括与客户、供应商、承运人和其他供应 

链成员联系，只有将配送中心内部和外部的供应链部分结合 

起来，相互交换有价值的信息，才能对整个供应链整体的提高 

效率起到作用。 

订单管理系统：包括可获得库存、信用审核、发票管理、产 

品分配和订单履行等内容。有效的订单管理能够有效地减少 

库存量，提高订单履行率，缩短订单周期，使仓库的货流速度 

更快、效率更高。 

库存管理系统 ：包括库存水平、拣货路线、指定拣货员、工 

作量安排等内容 ，基本涵盖了基于入库、上架、拣货、包装、出 

货的所有范围。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些库存管理的办法，提高 

库存的管理水平 ，如 ABC分类管理等。 

配送支持系统：包括拼货 、车辆调度、运输业务、处理投 

诉 、货物跟踪和运费等内容。 

财务管理系统：对计费、应收／付、发票、对账单、收／付款、 

财务核销的管理。 

5．3 系统架构 

5．3．1 系统层次结构 

物流信息系统分为 5层 ，它们相互联系和支撑，如图 6所 

示。 

图6 物流信息系统层次结构 

数据库：为整个物流信息系统提供数据存储的支持，将收 

集、加工的物流信息以数据形式加以存储，是整个物流管理信 

息系统的基础。 

业务处理系统：对数据库中的各种数据 ，如合同、票据、报 

表等进行 日常处理。 

应用系统：对经过业务处理的信息进行实际的应用，如进 

行运输路径选择、制定仓库作业计划、实施库存管理等。 

控制系统：通过物流信息系统，对半 自动化、自动化甚至 

具有一定智能的物流设备进行控制，完成指令，反馈执行情况 

等。 

决策系统：建立各种物流系统分析模型，辅助高层管理人 

员制定物流战略计划。 

5．3．2 系统体系架构 

系统体系架构和技术架构分别如图7、图8所示。 

1．安全保障环境：提供对抗攻击、防止或者避免非法入侵 

的作用。为信息平台的计算机系统、网络和应用系统提供安 

全保障，以确保信息平台安全稳定运行。 

2．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层是信息平台的运行环境。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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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条形码和 RFID设备、GPS设备、计算机、网络等硬件环境 ， 

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等软件环境，同时该部分还包括各 

种网络协议。 

3．基础支持平台：这部分又被称为基础支持层，其作用是 

使信息平台系统的性能、效率和数据得到保证。它提供4种 

基本支持，即系统开发与维护环境 、系统性能优化 、系统可管 

理性和可靠性、应用的可操作性。 

4．物流服务支持平台：该平台又可称为服务支持层。这 
一 层的作用是提高平台效率 。为信息平台和物流系统的应用 

软件提供辅助功能，简化应用程序开发。 

5．物流服务平台：又称为服务层。它由一系列的可复用 

业务单元软件构件组成。这一层直接为应用系统提供服务， 

优化应用层的功能，是服务支持平台的必要补充。 

6．物流应用层：是信息平台的核心部分，又称为商务应用 

层。它实现系统的核心业务逻辑。该层通过定制各种业务流 

程，调用服务层的可复用业务单元软件构件来实现各种应用。 

7．信息表达层：该层的作用是为商务应用层提供客户端 

表达支持，将应用层的各种物流逻辑处理结果以不同的形式 

提交给客户端 ，并负责完成物流服务系统与其服务器的交互。 

8．客户端：该层是客户接受服务的重点，由各种客户端构 

成，包括浏览器 (支持 HTML或 XMI 的瘦客户机 )、支持 

WML的移动终端、java客户机和传统的客户机。该层负责 

对系统处理的结构做最终解释。 

9．外部系统：主要是与配送管理信息系统发生数据交换 

的其他信息系统。它包括几个方面：银行的支持网关(pay— 

ment gateway)、客户认证 中心(certification authority，CA)， 

以及企业其他合作伙伴的信息系统等。 

匪互囹 [ 耍画巫叵] 圈 臣圃  

I 物流服务应用平台(www服务器，WAP) l 

物流应用层 (仓库系统，配送系统，调度中心，客户服务等) 

物流服务平台 (代表各种业务单元的E B 

物流服务支持平台 (内容管理，目录管理，搜索引擎) 

基础支持平台 

应用开发环境开发工 高性能与高可 系统管理： 系统／应用集成支 
具： 靠性环境：负 主机系统管 持环境中间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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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SP，EJB，APPLETS，S 恢复，集群管 理，安全管 务处理等 
err1et等 理等。 理等 XML，JDBC，ODBC等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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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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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Java Service GPS、GIS、 
GSM 、 GSM 、 JM DI

，
JDBC，JMS，RIM／IIOP RF

、 BARCoDE 

匪回 [ 亟 互匦固 匝匝亟圆  

图 8 系统技术架构 

在建立物流信息系统时，整体的技术架构针对不同的企 

业规模，可以采用不同的技术架构 ，大多数都会采用如图 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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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Web集成式的B／S 3层结构模式。 

结束语 物联网能够帮助企业构建基于主动反馈机制的 

精细化供应链，打破流程瓶颈实现库存管理实时化，改善数据 

采集方式，节省人力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从根本上改善企业 

的运营流程，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研究了物联网在零售业中的应用前景，具体分析了 

基于物联网技术下物流信息系统在配送中心运用的改进策 

略，借助RFID技术和SCOR模型为企业应用物联网技术建 

立精细化物流配送中心提供了可行的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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