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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驱动着智能化物流的实践,但在发展中却出现许多资源衔接不畅问题,成为影响物

流经济发展的较大隐患。 文章基于物流业智能化创新发展的视角,实例分析大数据对物流业务智能

化的引领作用,总结出“助推器”“载荷舱”和“箭头舱”等核心模块,形成“火箭式”发展模型。 结果

表明:实施大数据与智能化物流的高品质融合,能维系物流经济的市场侵蚀、技术创新和客户价值集

聚等优势,形成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可靠途径,助推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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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大数据物流在传统经济市场中的智能

化创新现象频发,逐渐渗透到全球经济活动的各个

角落,促成了经济社会的智能化新格局。 在大数据

和智能化物流的交织推动下,全球经济进入数字经

济的高潮阶段[1] 。 2016 年到 2017 年网络购物净增

长 1. 4 亿元,大数据物流成为时代经济特征。 在物

流业取得长足发展进步的同时,物流业还存在较大

的发展障碍,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战的较大隐

患[2] ,业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3] 和联运转运衔

接设施短板问题[4] 成为影响民生的首要瓶颈,突显

出物流经济治理现代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大数据与物流智能化体系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内

在联系。 大数据通过提供一套全新的数字化功能,
改变了物流业务指标和客户期望,启动了智能化工

具,拓展了物流业“为民服务”的触角。 面对物流智

能化的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在经济社会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引领下,深入分析大数据对物流经济的引

领作用,明晰当代物流经济的新架构和新规律,对经

济社会的高质量物流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一、文献梳理

　 　 国外学者在大数据和智能化物流等领域,成果

丰富,引起广泛关注。 例如:智能化物流是传统经济

企业达成跨越式发展的驱动力,能助力经济社会步

入高品质发展道路[5] 。 大数据物流新技术,对传统

经济社会的产业创新,产生显著二次曲线正向影

响[6] 。 智能化物流利用“弯道超车”方式,提高经济

实体的创新效率和竞争优势[7] 。 智能化物流能升级

弱势公司与在位公司的资源集成和协同创新效

用[8] 。 物流业务智能化是相对的,对有些企业来说

属于智能化创新,对其它企业来说,则不属于智能化

创新[9] 。 国外研究成果丰富,催生了大数据和智能

化物流协同一致的规范化进程,展示了大数据与智

能化物流的融合的发展前景。
国内学者在大数据和物流智能化创新等领域有

大量研究成果,多属于实践应用层次,理念融合特征

显著。 例如:智能化物流的创新发展理念从传统经

济技术上延伸而来,面临着资源集成效用低下的难

题[10] 。 物流资源实施高效能集成是在当代物流经

济实体迈出营销困境的有效途径[11] 。 基于物流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升物流资源的协同共

享水平,重构营销产业链[12] 。 以物流科技创新为横

坐标,以发展路径为纵坐标,构建智能化物流资源协

同模型[13] 。 物流资源集成是一种网络经济特征的

模式异变,能呈现出新型大数据经济的优势状态,展
示出许多发展新机遇[14] 。 将大数据理论结合物流

贸易体系,重构价值创新的逻辑源头,能形成对物流

经济市场的高效能资源集成作用[15] 。 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物流实体通过智能化,来
升级物流经济资源的集成化功效[16] 。 面对市场价

值与客户需求的精准化对接需求,需要构造智能化

物流资源集成的新理念,形成物流业精细化发展的

新对策[17] 。 由此可见,在物流智能化创新的过程

中,大量物流业务缺乏资源集成模型的有力支撑,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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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经有一定的市场资源集成经验,但在业务架构、
价值取向、市场构造和产业融合等方面,发展瓶颈众

多,集成能力还不够强,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 需要进行大数据视角下的物流资源智能

化的集成模型研究,增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

动力。

二、大数据与智能化物流的集成化机理

　 　 在现有经济市场中,当代流通经济实体需要现

代化物流贸易轨道,吸取大数据物流与智能化创新

的融合优势,不断拓宽发展瓶颈,并以此构建面向全

球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一)大数据与智能化物流的融合机理

　 　 依托大数据新媒体平台的市场动员能力,物流

贸易能精准化侵蚀传统经济市场的产品销售领域,
增强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物流业务精准化

侵蚀传统销售领域的主要表现:侵蚀新产品销售领

域、中低档产品销售领域和高档产品销售领域。 物

流业务需要准确解读大众需求,从满足客户需求出

发,开辟新产品销售领域,抢占大众市场,为客户提

供传统产品与服务所不具有的新效能。 目前,大数

据物流的智能化创新特征主要是颠覆性创新、智能

化新技术应用、经济资源高效集成等,这些都赋有冲

击现有传统经济市场的特性和新内涵[18] 。
1. 颠覆性创新。 利用大数据技术,开辟新产品

销售领域,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从应用市场、门户

网站等收集客户对销售活动的反馈,挖掘客户新的

需求,在新产品销售领域中取得市场侵蚀实效,形成

全新的体验式消费营销体系。
2. 智能化新技术应用。 将科技新技术作为智能

化工具,进行营销内容的创新,如:客户情绪体验、人
工智能、机器人配送和自然语义分析等方法,能更精

准地把握产品的流行趋势。 通过精准化营销、精准

化制造和精准化追溯,物流业务集聚客户市场的新

兴创新价值,掌握自主性核心技术竞争优势,赢得市

场营销主动权[19] 。
3. 经济资源高效集成。 全面精细化梳理已有物

流营销资源,创设推动物流贸易的高质量营销流程,
满足产品服务的高水平客户服务,在现代化经济市

场中建立的不可替代性的物流贸易市场优势。 依托

高能资源集成,树立市场地位,集聚创新价值,为其

它价值链实体提供发展机遇和资源支持,形成颠覆

式创新发展的智能化资源体系。
大数据与智能化物流的资源集成,能建立物流

经济领域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全社会共同价值取

向,推动现代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进而形成一

个横跨整体行业的营销命运共同体。 智能化物流集

成的终极目标是构建面向全球经济市场的核心竞争

力,以大数据分析来建构社会资源凝聚、体验经济流

程和智能搜索引擎等职能,实现物流贸易资源的智

能化创新发展新格局。

(二)大数据物流的火箭发展模型

　 　 大数据物流的智能化创新路线,展现出“火箭

式”的创新发展格局。 大数据智能化条件下的物流

业务,囊括了入股融资者、生产者、营销者、供给者和

终极客户等多种参与者。 大数据与物流智能化创新

的“火箭式”发展模型(图 1),包含真实追溯、精准化

营销、精细化制造、客户价值升值和价值共识等技术

模块。 该模型由下到上,建构了强劲的市场侵蚀活

动的推动力引擎,能有效形成物流经济各种资源高

效衔接和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武器。 大数据“火箭式”
发展模型,为物流智能化提供了更简单的节点、更突

出的效率、更少量的库存、更优质的服务。

图 1　 大数据物流的智能化发展框架

大数据与物流智能化的“火箭式”发展模型,强
调“远程营销”的精准化市场侵蚀、精细化核算、事实

追溯和全社会价值共识等职能。 在大数据物流的

“火箭式”创新发展的资源集成格局中,大数据技术

平台是根基,组成助推器;真实性追溯、精准化营销

和精细化制造(科技进步和更新换代)等关键业务环

节,构成控制仪器舱;经济价值养成(客户价值升级、
价值集聚和物流价值共识) 是目标,构成有效载荷

舱;市场有效侵蚀,引发新产品与服务的价值集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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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构成智能化创新的箭头舱。
1. 助推器

大数据时代,物流行业智能化创新的动力源泉

是科技新技术。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信息化引擎支

撑,物流业全面展开智能化进程。 大数据信息平台

是根基条件,网络化市场信息是助推的原料,组成了

助推器要件。 在人工智能新技术为物流业务带来

“甜头”的同时,面临着“联运转运衔接设施短板”的

挑战。 如何将人工智能与物流资源深度融合,更好

地将高新技术服务于客户,是物流经济实体需要重

点探究的实践内容。 基于大数据物流的资源融合模

型,进行大数据深度检索和聚类,健壮信息流通渠

道,能助推网络化设施的精细化衔接局面,是物流业

务实施科学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2. 控制仪器舱

 

控制仪器舱的核心职能是完成物流业务的精准

化过程,包括精准化营销、真实性追溯和精细化制

造等。
(1)精准化营销。 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市场资源

进行调整和优化配置。 在大数据业务统筹的基础

上,对客户数据市场进行挖掘与分析,通过建立客户

习性数据库,精准把握客户的内在需求和兴趣偏好,
形成客户最为关注的产品属性,精准定位可行性营

销范式,实现高回报物流营销业绩。 如:根据市场偏

好进行精准化物流业务的定向投放,从而满足客户

个性化需求出发,将现代化物流服务更为精准地传

递给消费者。 在大数据视角下,客户价值集聚是多

方面市场参与者共享的结果,对经济市场的智能化

创新活动,体现出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2)精细化制造。 通过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检

验,吸取客户市场偏向,重构产品制作的市场标准和

工艺流程,准确应对消费者的切实需要,形成具有自

主核心技术的市场竞争能力。 精细化制造通过大数

据的整合作用,让物流产业价值链汇集不同类型的

生产企业,以群体化互助和团队科技攻关的形式,来
提高整体敏捷制造和二次创新的市场应对水平。 在

物流贸易产业链中,精细化制造将物流贸易体系(智

能市场渠道)与产品加工实践相结合,使得各个企业

的创新价值均由产业链平台转向全球销售市场,最
终实现自主核心技术条件下的营销模式升级。

(3)真实性追溯。 由于互联网经济领域的诚信

缺失问题,诞生了大数据的真实性追溯需求。 真实

性认证是智能化物流的关键步骤。 如:应用区块链

技术实现全链用户共识,验证的抗抵赖过程。 大多

数物流实体,通常因构建真实性追溯系统的成本较

大,而选择忽略诚信认证环节。 大数据火箭模型通

过整合认证信息,创设人工智能算法,实现自动认证

过程,形成一套无人值守的低成本诚信认证体系,保
障将物流客户带向数字化的高度诚信时代。

3. 载荷舱

载荷舱是大数据物流火箭式发展模型的核心,
体现出社会价值养成过程,包括客户价值升级、客户

价值集聚和客户价值共识等内容。
(1)客户价值升级。 在体验式消费的经济时代,

物流贸易市场的入股者、建造商、经销商、供货商
 

、
消费者与行业组织等,均融入到体验式市场运筹的

消费空间中,形成营销命运共同体模式。 物流贸易

市场充分融合体验经济特征,在产品和服务的功能、
容易性、真实性、实用性等方面,均实现精细化的体

验度、满意度和个性化程度测量,来升级客户价值。
(2)客户价值集聚。 各经济主体合作协同,改良

体验式客户服务水平,促进客户价值升级,并加快价

值网络的价值集聚。 在网络经济条件下,面对个体

价值及其微小的稀疏性价值,大数据技术将各类客

户价值集聚(长尾效应),划分低端市场和中高端市

场,从而发现客户价值升级的契机,重构智慧物流供

给的生态体系。
(3)客户价值共识。 大数据物流贸易,旨在促成

产业链成员,自觉自愿形成公平公正的群体性营销

公约和价值取向。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础上,
寻求全社会各种经济实体的价值共识,达成核心价

值发现途径的广泛认可。 价值共识能持续推动物流

企业的价值创新,逐步构建面向全球化市场营销的

准入规则、运转监督标准和文明治理规范。 物流贸

易的全球市场共识规范,不再是单一的物流贸易产

品和服务的收益价值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社会文

明进步价值的升级。
4. 箭头舱

大数据物流的“箭头舱”的职能,是突破市场保

护堡垒的攻坚武器,完成市场侵蚀的有效保障。 市

场侵蚀是物流贸易经济实体取得颠覆性成功的最重

要环节,使企业创造出的新价值,得到产品销售领域

的认可,是新生业态颠覆旧贸易格局的过程。 “箭头

舱”帮助物流贸易实体对传统营销领域,实施有效侵

占渗透。 物流贸易市场侵蚀的成果,很容易被新兴

的其它实体再次颠覆。 如何保持住市场侵蚀的成

果,是摆在各级物流贸易经济实体面前的现行难题。
火箭舱的最终目标是:将高性能、高体验度的新产品

(服务)推广到新市场领域,侵蚀陈旧产品服务霸占

的传统市场,激发客户价值升级过程,持久延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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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的营销成果。 实践结果证实,火箭舱基于低价、
高质、易用和性能卓越,远程侵蚀优势不可替代,是
实施颠覆性创新的基本保障。

总之,大数据与物流智能化发展的火箭模型,将
引领经济社会的物流科技进步和高效率资源集成,
是新时代物流贸易跨越式发展的催化剂,为物流贸

易实体提供更加直观的战略导向和升级途径,满足

全球大众体验式消费的幸福期许。

三、实例验证与分析

　 　 中国物流贸易经济实体置身于大数据技术背景

中,产生了许多智能化创新的发展案例,可以验证大

数据与物流智能化“火箭型”模型的适用性,并进一

步明晰物流资源高度集成化的整体协同效能。

(一)大数据基础平台

　 　 许多大数据物流经济实体,通过大数据平台和

人工智能应用,实现了智能化技术创新,并对传统物

流业务的运作方式不断革新。 例如:启用计算机分

布式运算架构,有效实现物流业务数据及物流业务

周边数据环境的采集、加工、过滤、认证和加密等功

能;对庞大而复杂的物流数据集,进行客户稀疏价值

的快速检索、价值聚类、结果提炼与实践检验等,为
物流贸易过程提供完整、可靠的数据支持功能[20] ;
物流业务与公交公司、汽车车队、供应商和零售商积

极开展合作,将机器人、图形码、移动支付、刷脸支

付、云闪付等支付业务上线,促进物流业务的体验消

费舒适度,创设“智能便民”的大数据物流基础设施,
树立了智能化服务应用的标杆[21] 。 由于大数据等

智能化技术的升级,物流业务的智能化设施设备全

面改良,使得传统的物流经济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

程全方位升级,例如:顺丰的无人仓和无人车、京东

的无人送货机器人和阿里巴巴的无人超市等。
大数据核算的效能显著。 例如:京东建立了自

设仓配物流网络,在全球创设的 7 大物流运转中心,
在全球 100 余座城市中的 123 个大型仓库,构建

3,210 个自提点和配送站,覆盖了全球各地的经贸市

场,实现仓储配送与订单集成的高效能数字化核

算[22] 。 数字化仓库、实时运输、准时配送等多种业

务核算系统,成为大数据物流体系与体验式经济活

动关联的关键性基础支撑结构。

(二)大数据精准化营销

　 　 随着智能化经济技术的发展,产业效能提升,客
户消费水平提高,各地物流公司均积极实施精准化

营销的转型,主要表现为:精准化营销、精准化制造

和精准化追溯。
大数据精准化营销能动员更多经济资源,更加

精细化地核算,更高效率地经营,充分融入体验式消

费经济的高速轨道。 例如:精准化智能业务调度,通
过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模拟,激活物流贸易体系内

的沉淀资源,形成物流业务优化产业链[23] 。 基于智

能物流技术为支持,许多物流贸易企业,已经自主研

发了在线仓库管理系统和自动化物流配送系统,通
过搭建客户体验匹配测算和个性化推荐销售模式,
精准化应对了订单量喷发式增加的局面,满足了消

费者个性化突增的体验式消费需要,形成了 O2O 精

细化营销新范式[24] 。 网络化大数据精细化调控市

场规范,在提升工作效率、减少运转成本的同时,将
市场运转范式与消费者嗜好完全匹配,精准化对接,
成为大数据精准化营销的第一要义。

很多加工型实体依托物流贸易产业链在价值链

分工方面的优势,得到准细化对接用户市场、精细化

生产加工的契机。 例如:海康商务在物流业务过程

中,各级加盟经济实体利用大数据销售预测,将客户

需求、商家产品和大数据物流体系进行优化集成配

对,精细化定制产品、制定自主研发计划和开辟智能

化服务流程[25] ,实现商品从车间到消费的全程精细

加工。
真实可靠性追溯是物流贸易保持智能化效益的

关键步骤。 大数据追溯畅通了物流信息链,加强社

会物流活动全程监测预警、实时跟踪查询,全方位保

障物流业务的安全可靠性。 真实性物流业务认证平

台展开了全方位社会化共识认证布局,个别企业甚

至启用了“区块链”技术。 例如:顺丰物流通过大数

据认证平台,对物流信息实现全流程真实性追溯,建
立防伪追溯平台,不但促进了客户的一致信赖,更扩

大了物流业务声誉和质量。 又如:阿里物流在鲜果、
生鲜、乳制品等物流业务中,客户可以通过扫描产品

包装底部的二维码,能详细了解各项产品数据和信

息,实现产品信息全程可追溯。 真实可靠性追溯是

客户获得真实可认证的体验式消费的基础。

(三)客户价值集聚

　 　 大数据物流客户价值集聚体现出大数据物流智

能化创新的“载荷舱” 效用。 利用大数据分布式的

AI 人货匹配技术,围绕客户价值升级要求,以竞争、
合作和沟通的价值链思维为基础,共创市场价值增

值。 例如:物流业务的人工智能系统,能从客户的上

网的时间模型和信息评价模型等层面,精确地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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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消费倾向,形成大数据聚类结果,动态地推荐客

户购买清单[26] 。 中国物流始终秉持客户价值升级

的理念,将客户价值升级视为经济企业进步发展的

核心标志,实施产业链价值创新的有效凝聚。 例如:
京东物流自主研发智能物流客户管理系统和物流决

策系统,为生产厂家提供备选方案,同时为消费者量

身定制购买方案[27] 。 由于互联网经济市场庞大,中
国物流经济实体打破了传统经济的价值网络边界,
以客户价值集聚为核心,在差异化竞争中取长补短,
主导体验式消费过程,深入理解新时代客户消费者

心理,实现了消费者、 商家和物流经济实体的共

赢[28] 。 中国物流贸易企业通过构建贸易价值共识

体系,与广大消费者、众多经济实体和科技研发机

构,共同达成社会大众广泛认可的商品价值交换契

约,获得全球各地的广泛认可和广泛认同,成为营销

业绩升值的核心环节。

(四)市场侵蚀新格局

　 　 市场侵蚀新格局展示了“火箭式” 发展模型的

“箭头舱”作用。 借鉴客户价值聚类的分析成果,量
化客户体验消费倾向,根据市场仿真预测,确定目标

市场,实施市场侵蚀和颠覆性创新。 例如:在 2017-
2019 年的 3 年时间里,中国物流业表现出对全球市

场的全面颠覆性创新格局[29] 。 许多物流企业专注

于实施市场侵蚀计划和整体性产品市场颠覆计划,
最终成功完成了与对全球经济市场的产品服务的有

效侵蚀。 例如:中国的顺丰物流依托智能化设施,对
全球各地传统经济市场进行了市场侵蚀,具有显著

的颠覆性创新成效。

四、总结与启示

　 　 新时代条件下,物流业暴露出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和联运转运衔接设施短板的严重问题。 基于大数

据与物流智能化创新的资源集成化角度,构建“火箭

式”发展模型,从“箭头冲击舱” “载体舱” “协议控制

舱”和“助推器”4 个部件,展示智能化高质量资源衔

接的应对方案,切合物流业集成化转型发展的实际,
推进了物流经济治理现代的进程。 “火箭式”发展模

型的研究结果,为物流智能化转型带来重要的发展

启示:(1)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能构建

高质量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升级物流新业态,形
成一批跨区域物流活动的智能化设施,解决联运转

运的衔接设施短板难题。 (2)探索市场化机制下精

准化物流资源的整合利用新模式,能促进现代物流

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形成具有自主核心技术能力

的枢纽性物流贸易企业。 (3)结合现代化消费时尚

的体验式营销理念,能实现物流客户的高水平服务

和价值延伸,形成智慧物流的市场价值集聚效应。
(4)物流市场资源的集成化改良,能加强面向全球市

场资源的市场侵蚀能力,形成具有长效机制下的颠

覆性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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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drives
 

the
 

practice
 

of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many
 

resource
 

bottlenecks
 

appear
 

in
 

the
 

develop-
ment,

 

which
 

has
 

become
 

a
 

major
 

hidden
 

danger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econom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igen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eading
 

role
 

of
 

big
 

data
 

in
 

the
 

intelligentization
 

of
 

logistics
 

business,
 

and
 

summarizes
 

the
 

core
 

modules
 

such
 

as
 

" booster" ,
 

" load
 

cabin"
 

and
 

" arrow
 

cabin"
 

to
 

form
 

a
 

" rocket
 

style"
 

Developmen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of
 

big
 

data
 

and
 

intelligent
 

logistics
 

can
 

maintain
 

the
 

advantages
 

of
 

market
 

erosion,
 

technologi-
cal

 

innovation
 

and
 

customer
 

value
 

aggregation
 

of
 

the
 

logistics
 

economy,
 

form
 

a
 

reliable
 

way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society
 

Governance
 

of
 

the
 

process
 

of
 

modern-
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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