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仓储与配送

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创新新形态教材



项目二
仓储业务实施

  出入库作业流程认知

  堆码策略的基本知识

  库存控制策略基本理论

  储位分配原理

出入库常见问题的分析与处理措施        

就地堆码方法

托盘组托方法

物动量分析法

库存状态分析

盘点方法   

储位分配方法及应用

知识部分 实施部分



任
务
三

   理解物动量分类法的含义、原理。

  掌握物动量分析法的分类标准。

  熟悉物动量分类法的步骤。

  理解库存盘点的意义。

  熟悉盘点的流程。

  理解经济订货批量的含义。

  掌握经济订货批量的参数意义。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素质目标

能够有效地提取物动量分析法中的有效数据。

能够熟练运用物动量分析法的计算流程，并得出可行的结论。  

能够掌握库存盘点的内容和方法。

能够根据库存数据组织实施盘点，并制作单据。

   培养减少浪费的意识。

  培养精益求精的理念。

库  
存  
控  
制



情景一(I)：

甘肃××商储集团的1号仓库保持有10种商品的库存，有关资料如表所示。为了 对这些库存商

品进行有效地控制和管理，仓管员打算根据商品的价值大小进行分类。

任务情景

( 1 )请用物动量分析法将这些商品进行分类。

( 2）请阐述A类库存物资的管理方法。                                            

分类标准：

A类：资金金额占总库存资金总额的60%~80%，品种数目占总库存品种

总数的 10%~30%。

B类 ：资金金额占总库存资金总额 的10%~15%， 品种数 目 占总库存品

种总数的 10%~30%。

C类：资金金额占总库存资金总额的0% ~ 5%，品种数目占总库存品种总

数的 0%~40%。



情景一(II)：
    H公司是生产和销售手机的公司，产品包括高、中、低三个系列，共几十个型号， 以满足各类客户的需求。 H公司产

品经过几年的努力，去年销量超过了200万台，年度销 售额超过20亿元。

    由于个人移动通信市场的激烈竞争， H公司与大多数企业一样，只在高端产品上保持了 较好的利润，而中低端产品利

润水平相对较低。因此， H公司的业务策略是以高端产品保利 润，用低端产品扩大市场占有率。虽然高端产品具有较高的

利润，但是其销售量却远小于低 端产品，且销售量非常不稳定；而低端产品虽然利润低，但是销量大，且销量相对稳定。

   H公司手机的特点是， 高中低端产品的材料成本差异不大， 主要以外观、附加功能 等形成差异化。同时，由于手机更

新换代速度非常快，每个型号的产品生命周期一般不 超过6个月，积压的产品只能以较低的价格销售来清理存货，并会带来

相应的损失。 H公 司发现今年上半年高端手机时常发生缺货， 而中低端手机又时常发生因大量处理积压而 导致不少损失。 

H公司计划部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汇总了今年1到6月主要型号的销售 情况和积压产品的数量，如表所示。



      针对这种状况， H公司计划部和销售部经过协商，决定采用ABC分类法对库存和供 应进行分类管理， 以便解决当前

存在的问题，保证公司战略的实现。两部门协商确立了 分类方法和管理策略，如表所示

根据以上案例，请回答下列问题：

( 1 ) 请根据案例中表1给出的统计结果，按照表2的分类方法，计算A、B、C 三类产品在上半年的销售利润、销量和利

润比例，并填入任务三活页区的表中。

( 2 ) 假定积压产品的处理损失平均为成本的30%，请根据表的统计结果，计算H 公司上半年ABC三类积压产品的处理

损失金额，并填入任务三活页区的表中。

( 3 ) 根据盘点策略分析ABC三类产品对应的库存盘点策略。



情景二：

    请同学们根据物流综合实训室内销售区的销售数据，对目前仓储区现有模拟商品

进 行盘点，任务要求：

( 1 ) 各小组组织盘点实施工作，并制作本组的盘点流程图。

( 2 ) 填写任务三活页区中的盘点相关单据。

情景三：

     某企业全年需要甲零件1800件，每次订货成本500元，每年储存成本10元/件，

价格15元/ 件。要求：根据以上资料计算甲零件的经济批量、最佳订货次数、总成本

(保留整数)。



知识链接
一、物动量分析法及库存控制策略

(一)物动量分析法的含义

     物动量分析法又称ABC分类法，源于帕累托效应。经济学家帕累托在研

究财富的社 会分配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80%的财富掌握在20%人的手中，

即“关键的少数和次要 的多数”规律。这一普遍规律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

称为帕累托效应。



(二)物动量分析法的库存原理

       物动量分析法就是将库存物资按品种和占用资金的多少分为特别重

要的库存( A 类)、一般重要的库存(B类)和不重要的库存(C类)三个等级，

然后针对不同等级分 别进行管理与控制。

     分类的标准是库存物资所占总库存资金的比例和所占总库存物资品 

种数目的比例。这在库存上暗示着相对比较少的库存物资有可能具有相当

大的影响或价 值，对这些少数品种物资管理的好坏就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

关键。因此需要在实施库存 管理时对各类物资分出主次，并根据不同情况

分别对待，突出重点。



(三)物动量分析法的一般步骤

         某仓库的重型货架的出库周报表数据如表所示 ，其中M1 ~M10 、P 1 ~P10

和N1 ~ N10表示商品每周对应的出库量； 物动量分类标准按表执行。设： Z1~Z10

表示每个商 品的在研究时间内的周转量； W表示所有商品的总周转量的和； S1 

~S10表示每个商品在 总周转量中的占比 ；C1~C10表示每个商品在总周转量中的累计

占比。



下面来进行物动量分析法的解析步骤：

步骤一：计算每种商品三周的总周转量，即Z1=M1+P1+N1 ，见表2-14的第2列。

步骤二：将出库量这一列的数值进行降序排列，保证数值Z1>Z2>Z3> …>Z10。

步骤三：计算每个商品的周转量占比，即S1=Z1/W，见表2-14的第3列。

步骤四：计算每个商品的累计周转量占比，即C1=S1 ，C2=S1+S2 ，见表2-14

的第4列。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累计数值一定是C1< C2< C3< …< C10 ，并且

C10 的数值一定为100%， 否则就重新计算。

步骤五：根据表2-13的分类标准对表2-14第4列的数值进行判断， 即C1 、C2

都在A类 的标准内，因此商品1和商品2都为A类，见表2-14的第5列。



结论：
A类商品为商品1、商品2。
B类商品为商品3、商品4、商品5。
C类商品为商品6、商品7、商品8、商品9、商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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