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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MS系统的某企业仓库管理新动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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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企业信息化竞争愈演愈烈，作为与采购管理、生产管理、销售管理存在重要业务接口的

仓库管理，其传统管理模式效率低、精准度差，实质在增大“四大价值系统”的逆向力，削弱整个营销系统的-正向驱动力，

进而不断降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1]。WMS 信息化系统将全面赋予仓库管理新动能，提高业务接口运行效率及准确率，持续

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与生命力。

【关键词】WMS；系统 ；仓库管理新动能 

1 仓库管理现状及焦点
1.1 管理现状
该企业基本全部采取线下管理方式，仓库库位划分

不细致，只借助于 SAP 系统查看实物数量、状态及大体

库存地点，而具体存在于仓库中的哪一区域及哪一货架，

需要人工去现场定位；实物唛头没有二维码，信息量不足。

仓管员将实物先出库，待回到工作岗位或隔天再到

SAP 系统操作出库，易造成实物与账务不一致，无法看

到实时库存；实物与账务存在时间差，较多线下出库，

严重影响库存准确性，为库存平衡、盘点等带来诸多不利。 

1.2 管理焦点
调查显示，仓库管理主要包括入库管理、库内管理、

出库管理三大模块，入库管理主要关注货物移动的及时

性、准确性；库内管理主要关注实物周转率、精准定位、

存放环境及安全；出库管理主要关注拣货及装车效率、

准确性、可追溯性。

2 仓库管理动能提出
2.1 仓库管理动能定义
在了解国内外学者对“动能”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企业相关实践状况，对仓库管理动能进行定义：

仓库体量（m）x 动力（F）=仓库动能（Ek）

定义中的仓库体量是指仓库目前所占据的土地、空

间、货架、叉车、人员等仓库资源的总量，是客观存在的，

并且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动力实质上是资源的推动利用

方式 [1]，包括但不限于仓库管理制度、入库管理方式、

库内定位模式、出库管理机制等重要推动力。

2.2 仓库管理新旧动能定义及特点
① 定义

以传统的管理制度、出入库及库内管理模式等为基

础产生的动能称为旧动能。反之，以 WMS 信息化为纽带

的出入库及库内管理新模式、创新的管理制度等为基础

产生的动能称为新动能。

② 特点

仓库管理旧动能：全线下、准确度差、不及时、人

工定位低效、实物信息量少、库存积压严重；

仓库管理新动能：精准定位、灵活移位、先进先出、

二维码管理、实物可追溯

3 WMS 系统设计
3.1 基础数据管理
3.1.1 仓库布局管理

此模块对仓库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分为仓库 -

区域 - 库区 - 库位四级管理，其中仓库为工厂下的实际

物理库存地；区域按照物料类型划分（如原材料区域）；

库区为区域中的某一片区域，是区域的子集；库位为库

区的子集，是库区中更为具体的货架层级及托盘位置。

系统编码实现举例：FD6-Y6-03-01-01（飞达 6 号仓

库，原材料 6号区域，3号库区，第 1列第 1层）。

3.1.2 组织信息管理

此模块对公司、工厂、货主、SAP 逻辑库存地、单

据类型以及客户、供应商进行管理。

3.1.3 物料管理

此模块对物料的基本属性如：物料编码、物料类型、

物料描述、物料单位、重量及条码管控方式、批次规则

进行管理。

3.2 入库管理
3.2.1 入库业务

入库单有多种类型，如采购订单、生产订单、生产

退料单、销售退货单、公司间交易入库单、库存转储入

库单等。其入库方式的差异化，可在组织信息管理中的

单据类型里或后台程序中进行不同的约定。

3.2.2 入库流程设计

WMS 系统标准入库流程设计：①同步或创建入库

单 - ②创建批次及打印唛头 - ③ PDA 扫码收货 - ④生成

质检单及质检 - ⑤ PDA 扫码上架。此外，该模块还对收

货记录、质检记录、上架记录、条码生成记录进行了管理，

并设计了取消收货、取消上架等逆向业务流程，最大化

满足现实场景需求。

3.2.3 入库管理新动能体现

①通过接口与 SAP 中创建的订单实现定时同步，保

证 SAP 与 WMS 系统单据信息一致性，节约了线下人工记

录成本，规避了线下管理出错可能性；

②WMS系统创建的批次通过接口实时同步到SAP中，

且唛头信息可按需添加，并生成二维码，改善了旧唛头

中信息量不足导致的对账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

③ PDA 直接扫描二维码即可带出订单详细信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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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额外操作，提高收货效率和准确率；并通过接口实

时触发 SAP 自动收货过账，确保实物库存与账务一致性

和及时性；

④质检任务自动同步到 SAP 系统，质检结果自动回

传到 WMS，能及时跟踪样品检验进度，解决线下通知费

时费力的弊端，降低沟通成本；

⑤叉车员根据 PDA 显示的上架任务，叉托到指定库

位后扫描库位码上架，准确、高效，且可实时监控托盘

状态和所在库位。

3.3 库内管理
3.3.1 库内操作

库内管理主要用于物料静态及动态信息查询、物料

冻结管理、盘点管理、码垛、拆包、移位等场景。

3.3.2 库内管理新动能体现

静态信息查询涵盖了物料编码、物料描述、所在工厂、

库存地、库位、批次、质检状态、非限制数量、被占用数量、

供应商、日期等比 SAP 系统更为具体的信息，改变了以

往信息量不足的现状，助力库内实物信息查询更便捷、

可靠；

动态信息查询中的条码管理通过一物一码实现“物

码联动”轨迹跟踪，物料的状态、批次、所在托盘码、

库位以及处理时间、处理人都清晰可见，改善了传统库

内管理人工定位弊端；

通过 PDA 扫码移位，可以将上架状态且质检完成的

货物进行不同库位之间的转移，从而有效提高仓库库位

利用率、库存周转率，使库存动起来、活起来，改善了

传统库内管理动能不足的现状。

3.4 出库管理
3.4.1 出库业务

出库单也有多种类型，如生产领料单、销售订单、

公司间交易出库单、库存转储出库单、采购退货单等。

其出库方式的差异化，同入库单一样，也可以在组织信

息管理中的单据类型里或后台程序中进行不同的约定。

3.4.2 出库流程设计

WMS 系统标准出库流程设计：①同步或创建出库

单 - ②订单分配 - ③ PDA 拣货下架 PDA 理货 - ④创建装

车单 - ⑤ PDA 扫码装车及发运。此外，该模块还对拣货

记录、装车记录、发运记录进行了管理，并设计了取消

拣货、取消装车等逆向操作流程，最大化满足现实业务

场景。

以成品销售出库为例，整体流程如下：

3.4.3 出库管理新动能体现

①及时性

拣货员利用 PDA 扫描单据上的二维码即可定位要出

库的物料信息、所在库位，减少了人为定位货物的时间，

极大缩短了拣货与理货时间，实现了由“误时”到“及时”

的转变。

②准确性

可以通过 PDA 扫码货物上的二维码进行信息核对，

降低了传统出库模式中拣货出错率，使信息流更加准确；

系统限制必须扫码出库，实物与账务不存在时间差，通

过接口实时触发 SAP 系统自动出库过账，进一步确保业

务和数据的准确性，为库存平衡与核对打下基础。

③可追溯性

   实物发出后，物料库存状态从“在库”变为“待

入库”状态，但系统仍旧保留物料所有相关信息及运行

轨迹。因此，当遇到质量问题或需要退货时，可随时对

物料进行追溯。

4 总结
WMS 系统的个性化定制设计从基础数据管理、入库

管理、库内管理、出库管理等各环节为仓库管理赋予新

动能，从而全面提升仓库作业效率、库存准确率、库存

周转率，全方位追踪员工作绩效、实物轨迹，为企业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葆生命力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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