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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描述一切物流系统状态的根本来源，物流系统的

空间的分布性使得传统的数据收集、传输和处理的方式在物

流领域的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数据的定义由于业务的复

杂性难以稳定，数据的收集由于时空的跨度大而很难得到保

障，数据的处理结果的稳定性差也很难确保决策的可靠性和

科学性。

大数据的处理方法不同于传统数据的相对结构化的处理

方法，其应用新的技术和方法挖掘物流活动中的信息。即使

物流大数据来源更多，体系更为复杂，只要构建适合物流系

统大数据的数据挖掘方法，便可以科学描述物流企业的运行

状态，并为物流企业的物流决策提供决策环境支撑。

1  物流系统大数据应用背景

大数据的存储具有分布性，大数据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具

有客观性，大数据对于事物的描述具有稳定性。大数据的分

布性，使得跨越空间的数据的能够形成统一整体性的数据体

系，实现对于特定概念的描述和表达。大数据的客观性，使

得大数据的应用具有较高的价值性，利用大数据可以进行科

学合理的决策。大数据的稳定性，使得利用大数据对目标描

述的过程中，能够过滤波动和干扰，从而能够把握目标对象

的主体内容和主体特征，从而使得对于目标的认知具有稳定

性。

大数据的分布性、客观性、稳定性，使得大数据的出现

为物流系统的优化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来源和支撑，使得物流

系统体系设计以及优化机制的构建成为了可能，使得大数据

的应用对于决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描述价值。大数据的这些

特性对于很难描述运行状态的物流系统而言具有很重要的意

义，也为物流系统提供了一条描述系统运行状态的途径和方

法。在大数据体系下，物流系统的环节复杂性、波动性导致

的准确描述性困难、作业活动空间跨度大的数据协调性困难，

这些都可以很好的解决。所以，大数据在物流系统的运行中

有很重要的意义。

2  物流系统大数据分类

大数据具有容量大、来源广，所表达的内容碎片化，所

以对大数据的分类相对而言比较困难。物流系统较一般的系

统更复杂，所以物流大系统的定义和分类也更加困难。目前

的文献对物流大数据的比较常见的理解是将其定义为对物流

要素、物流设施、物流作业工具、物流作业过程等产生的大

量信息数据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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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大数据的研究之所以有意义，在于其对物流系统的

决策具有价值。所以，物流大数据本质上还属于物流信息的

范畴，其和传统的物流信息数据的区别在于物流大数据的来

源更广，大数据的积累和储存较为分散，系统性较弱，而且

其存储的目的性相对而言是不统一。所以，可以将大数据定

义为来自于物流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跨

度的大量发散性存储目的的各种分布式存储的数据的特定集

合。

按照物流系统大数据的定义，物流大数据可以按照来源

分为物流系统内部大数据和物流系统外部大数据。

2.1 物流系统内部大数据

物流组织内部产生的大数据为内部大数据。内部大数据

可以根据数据的稳定性和描述内容的不同，分为企业状态数

据和业务状态数据两类。

（1）企业状态数据

企业状态数据是描述企业基本状况的，变化速率较慢的

数据。通过企业状态大数据，可以对物流企业的基本状况进

行准确的、稳定的表述。企业状态大数据按照物流企业的描

述的需要，分为以下内容：

企业规模数据：用来表达企业总体情况的数据，大数据

视角下的企业规模数据，不仅表达企业当前的规模状态，而

且应该包括特定时间窗口的企业规模发展变化数据。

物流设备、设施状态数据：技术化资产数据，可以用来

表达物流企业生产过程的工艺状况。大数据视角下的物流设

备设施数据包含时间窗口下的数量数据、变化数据、结构数

据等内容。

人员数据：人力资源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在人员密

集型的物流企业中更为重要。大数据视角下的人员数据包括

时间窗口内的人员的现状，历史变动状况，结构变化情况，人

员发展及流动状况等内容。

工艺技术数据：反映企业的工艺装备水平以及工艺装备

的使用水平。通过工艺技术大数据，可以对物流企业的生产

能力和生产质量状态进行准确描述。

业务状态数据：反映企业业务发展情况的数据。通过业

务大数据，可以通过窗口数据的方法对业务发展的趋势和稳

定性进行描述。

网络状态数据：物流网络是物流活动的支柱体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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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网络大数据，可以描述物流企业业务在空间发展的变化

情况以及企业网络的承载能力状况。

（2）业务状态数据

业务状态数据是对物流企业的物流业务的情况的描述和

表达，通过业务状态数据，物流企业的业务水平、物流企业

的质量水平等均可以比较准确的进行刻画。

客户数据：主要用来反映客户的发展水平情况。大数据

视角下包括客户的稳定性，客户的满意度，客户数量的发展

变动情况等数据。

货物数据：主要包括货物的数量情况，货物的结构变化

情况，货物的价值变化情况等数据，从而利用货物的大数据

情况，从货物视角准确的表达企业业务的发展变化情况以及

当前的基本情况。

网络及路径数据：主要描述网络能力的利用状况以及网

络体系下的各路径使用状况。特定窗口下的网络能力利用大

数据以及特定窗口下的路径使用情况大数据，能够对企业的

网络能力资源的利用率进行分析，也可以对网络能力资源的

潜力进行分析。

设备、设施利用数据：对设备、设施利用大数据进行分

析，可以综合有效分析设备、设施的利用率情况以及能力潜

力情况。

物流状态数据：物流状态数据是对特定时间点的企业各

个物流环节、各个物流节点等物流要素的切片数据，通过对

切片数据的分析，可以分析物流企业的物流状态的运行状态

情况，从而可以对物流企业的运行水平进行有效分析。

收益数据：可以有效分析物流企业运作的收益状况。

支出数据：可以有效分析物流企业运作的资源消耗情况。

物流质量数据：可以有效的分析物流运作的质量水平。

2.2 物流系统外部大数据

如果将物流企业看作一个整体，则企业需要与外部的个

体发生联系，以便维持企业的正常的业务运转。根据外部个

体与企业发生联系的关系不同，可以分为输入性个体和输出

性个体。输入性个体为企业输入物质和能量以及信息，而输

出性个体，则为物流企业向其输出物质和能量或者信息。依

据信息表达的外部联系的内容不同，外部大数据可以分为输

入大数据和输出大数据以及环境大数据。

（1）输入大数据

用来反映输入个体与物流企业的联系数据，利用输入大

数据可以描述外部输入个体与企业之间的业务联系状况。

客户需求数据：主要描述输入个体与企业联系的内容，如

对物流企业而言，外部输入个体对企业提供的服务需求是体

现在单一的运输、仓储等还是体现在多个方面。通过特定时

间窗口的客户需求数据，可以分析物流企业与输入性客户的

功能性嵌入情况，从而能够对物流企业的输入性生态进行描

述。

联系密度数据：主要用来分析个体与物流企业的联系强

度。联系密度数据用以分析输入性个体与物流企业的联系频

度及量级。通过该数据，可以有效的利用该数据对输入性个

体进行分类及统计分析等，从而对输入性个体的维护和发展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空间密度数据：是指可以反映输入性个体在空间位置上

的分布情况以及演化和发展的数据。空间密度输入性大数据，

可以用来分析企业的空间发展情况，为企业的网络拓展提供

决策依据。

（2）输出大数据

输出数据是物流企业价值的市场表现，是物流企业市场

竞争力的判断依据，也是物流企业分析市场，优化企业决策

的重要依据。

产品设计数据：产品的设计数据是指当前物流企业向市

场提供的物流产品的性能参数，从大数据视角，也包含在特

定视角窗口范围内物流企业产品设计的变化情况等。

产品质量数据：产品质量数据用来表达输出对象对于接

受物流企业产品服务质量的评价情况，该数据可以分析企业

在运作过程中的参数设置等决策。

企业信用数据：企业信用大数据是通过一些能够反映企

业信用情况的时点数据和时段数据的集合。企业信用大数据

可以采用时点数据如投诉解决周期数据、服务准时率，货损

货差率等内容，时段数据包括时点数据的积累数据，也包括

企业输出性用户群体的定性评价数据等。

终点密度数据：终点是指物流客户服务的最终环节的位

置。终点密度大数据指在特定窗口时期，物流企业在网络范

围内，各个终点位置的业务发生频度情况以及位置上的输出

性用户的密度情况。终点密度数据可以分析网络的价值密度

分布情况，也有利于优化网络的布局，优化网络的路径选择，

甚至可以用来重新进行物流产品的设计。

（3）环境大数据

环境是物流企业物流活动的直接参与要素以外、能够对

物流企业所在的物流系统产生影响的所有内容的集合。

物流企业自身的运作会受到物流环境的影响，企业的输

入性个体和输出性个体也会受到物流企业的影响，所以物流

环境大数据包括法律法规数据、技术环境数据以及经济走势

数据等，同时也包括物流企业的同业竞争状态数据。

法律法规大数据是行政部门对物流企业及物流作业进行

图1   物流企业物流系大数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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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管理的硬手段，大数据通过整理和梳理相关的法律法

规，可以从管制和放松管制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做出有利

于企业发展的决策。

经济走势数据可以有利于企业对发展预期进行判断，技

术环境数据有利于企业对工艺的变革和更新做出反映，而同

业竞争状态数据，有利于企业对产品设计和工艺选择进行决

策。

3  物流系统大数据的识别与应用

根据物流企业与输入性个体组织、输出性个体组织之间

的关系，以及这三方个体所构成的物流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

系，可以构建如下的体系结构图（如图 1）。

物流企业与输入个体集、输出个体集共同构成了物流系

统，在物流系统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同时该物流

系统还与周围环境发生交互，在环境系统的支撑和约束下发

生物流活动。

物流系统与环境的之间的交互，会产生交互状态，而环

境大数据就是物流系统与环境交互的记录和描述。

输入个体集与物流企业之间交互状态，就是输入大数据

的描述和反映的内容。

物流企业和输出个体集之间的交互状态，通过输出大数

据进行记录和反映。

而输入个体集与物流之间的交互、物流企业与输出个体

之间的交互，这两个交互中有联系的部分的内容，就是业务

状态大数据的描述内容。

物流企业自身运作过程的状态情况，就是企业状态大数

据的描述内容。

根据分析可知，不同的物流大数据分别产生和识别于不

同的个体之间的作用体系中，通过对这些作用体系的分析，

就可以用于企业不同的决策。

输入大数据是物流企业的运作基础体系，决定着物流企

业的发展决策。

输出大数据是物流企业的运作价值体现，决定着物流企

业的定位选择。

环境大数据是整个物流系统的参数体系，决定着物流行

业的发展趋势。

所以，物流外部大数据：输入大数据、输出大数据、环境

大数据，能够通过数据支撑，服务于物流企业发展方向选择

决策。

企业状态大数据是物流企业发展阶段积累的结果描述，

反映了物流企业的资源掌控情况，通过企业状态大数据分析，

可以服务于物流企业发展路径的选择。

业务状态大数据属于业务水平的发展和即时状态描述，

分析业务状态大数据，可以服务于物流企业决策实施方法的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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