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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广州理工学院普通专升本考试大纲 

物流管理《物流基础》 

 

一、课程性质与目标 

课程性质：本大纲为物流管理专业普通专升本考生专门编写，作为专业综合课考试命题的依据。该课

程是物流管理专业核心专业课，有助于该专业课程体系的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物流基础》是物流管理专业的综合性课程，它具有知识面广、实践性强的特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应熟悉物流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功能要素，领会各基本功能要素内部的有关知识，了解物流系统、物流

管理、物流服务、物流企业与第三方物流、物流政策、物流发展新趋势等基本内容，具有运用物流理论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与要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掌握物流管理所涉及的理论、方法等专业知识，掌握其在

仓储、运输、包装、流通加工、配送、销售等领域的应用，具有解决物流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从事物

流运营与管理工作打下基础。 

 

二、考试要求 

第一章 物流概述 

一般了解：物流学科与物流学。 

重点了解：物流概念的起源及其称谓的由来；历史上的物流定义。 

一般掌握：物流的价值与作用；物流活动的构成；物流的两种学说。 

熟练掌握：商流与物流的概念及其关系；商流与物流分离的表现形式。 

第二章 物流的分类与形式 

一般了解：社会物流。 

重点了解：行业物流。 

一般掌握：企业物流。  

熟练掌握：物流的分类方法。 

第三章 包装 

一般了解：包装机械。 

重点了解：包装材料、包装容器、包装标识。 

一般掌握：常用包装技术。 

熟练掌握：包装的概念、功能与分类。 

第四章 集装化与集装单元器具 

一般了解：其他形式的集装单元器具。 

重点了解：集装箱的规格尺寸、结构；托盘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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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掌握：集装化；托盘的码放。 

熟练掌握：集装箱、托盘的概念与分类。 

第五章 装卸搬运 

一般了解：装卸搬运的技术装备。  

重点了解：集装箱的装卸搬运。 

一般掌握：装卸搬运工作组织。  

熟练掌握：装卸搬运的概念、作用、特点及其分类。 

第六章 运输 

一般了解：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方式的技术装备。  

重点了解：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方式的组织方法。 

一般掌握：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点。 

熟练掌握：运输的概念、作用、特征与分类。 

第七章 储存 

一般了解：物流园区的分类。   

重点了解：物流园区的概念。  

一般掌握：储存技术；仓库与仓储业务。 

熟练掌握：储存的概念、作用与分类。 

第八章 流通加工 

重点了解：流通加工的形式。  

一般掌握：流通加工的地位、类型。 

熟练掌握：流通加工的概念、作用；流通加工的合理化。 

第九章 物流信息 

一般了解：信息及其属性。 

重点了解：电子数据交换、物联网、云计算与大数据。  

一般掌握：条码、射频识别、地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物流信息系统。 

熟练掌握：物流信息的概念、特征及其分类。 

第十章 配送 

一般了解：配送中心的含义、内部结构。 

重点了解：配送模式与配送管理。  

一般掌握：配送作业的程序与方法。 

熟练掌握：配送的概念、分类、作用；配送中心的功能、分类。 

第十一章 物流系统 

一般了解：系统的概念与性质。 

重点了解：物流系统的结构；物流系统分析与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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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掌握：物流系统的冲突。 

熟练掌握：物流系统的概念及组成；物流系统的要素。 

第十二章 物流管理 

一般了解：物流管理发展历史。 

重点了解：物流管理组织。  

一般掌握：物流成本的构成；“物流冰山”说；物流差异化战略。 

熟练掌握：物流管理的定义、内容、原则与目标。 

第十三章 物流服务 

一般了解：物流服务营销的特殊性；物流服务内容的设计。 

重点了解：物流服务模式的选择。  

一般掌握：物流服务水平的确定。 

熟练掌握：物流服务的概念、特点；物流服务的内容。 

第十四章 物流企业与第三方物流 

一般了解：物流企业的分类。 

重点了解：第三方物流的运作模式。  

一般掌握：第三方物流的价值与作用。 

熟练掌握：物流企业的概念与职能；第三方物流的概念、分类、特点。 

第十五章 物流政策 

一般了解：发达国家物流政策。 

重点了解：我国的物流政策体系。  

一般掌握：物流政策的主体；物流政策的目标。 

熟练掌握：物流政策的体系与分类。 

第十六章 物流发展新趋势 

一般了解：“互联网+物流”的模式。 

重点了解：绿色物流。  

一般掌握：第四方物流的概念、特征。 

熟练掌握：供应链的概念；供应链管理的概念、范围。 

 

三、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物流学概论》（第 4 版） 

作者：周启蕾、许笑平 

书号：ISBN 9787302469377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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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内容 

第一章 物流概述 

考核点 

1.商流与物流 

流通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流通的内容；商流与物流的关系；商流与物流分离的表现形式。 

2.物流的概念 

物流概念的起源；“物流”称谓的由来；物流的定义；物流活动的构成。 

3.物流的性质和作用 

物流的性质；物流的地位和作用；“黑暗大陆”说和“第三利润源”说。 

4.物流学科 

物流的学科分支、物流学科的研究内容 

识记：物流称谓的由来，对物流的通俗解释，物流活动的构成，物流的性质，有关物流定位的两

种学说。 

领会：商流与物流的概念及其关系，商流与物流分离的表现形式，物流的定义。 

简单应用：现代物流理念。 

第二章 物流的分类与形式 

考核点 

1.物流的分类方法 

自营物流、外购物流与第三方物流。 

2.企业物流 

供应物流的概念与结构，生产物流的概念，回收与废弃物流的意义及其技术特点。 

3.行业物流 

汽车物流的分类，家电物流模式，零售物流的特点，农产品物流的特点，快递的分类。 

4.社会物流 

我国煤炭资源的分布与物流，我国石油资源的分布与物流，国际物流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识记：企业物流的概念与结构，生产物流的概念，回收与废弃物流的技术特点，各种行业物流的

分类和特点。 

领会：自营物流、外购物流与第三方物流，回收与废弃物流的意义，我国矿产资源的分布与物流，

国际物流的特点和趋势。 

第三章 包装 

考核点 

1.包装概述 

包装的功能，包装的分类。 

2.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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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和纸板包装的优缺点，玻璃包装的优缺点。 

3.包装容器与包装标识 

包装容器的种类，包装标记和包装标志的分类，制作包装标识的基本要求。 

4.包装技术和包装机械 

产品包装的特殊技法。 

识记：包装的功能与分类，各种包装材料的优缺点，包装容器的种类，包装标识的分类，产品包装的

特殊技法。 

领会：制作包装标识的基本要求。 

第四章 集装化与集装单元器具 

考核点 

1.集装化 

集装化的经济意义，实施集装化的条件，集装化的分类。 

2.集装箱 

集装箱的定义与分类。 

3.托盘 

托盘的优势，托盘的分类，托盘的规格，托盘的码放，托盘的流通。 

4.其他形式的集装单元器具 

其他形式的集装单元器具。 

识记：集装化的分类，集装箱的定义与分类，托盘的分类，托盘的规格，托盘的码放，托盘的流通，

其他形式的集装单元器具。 

领会：集装化的经济意义，实施集装化的条件，托盘的优势。 

第五章 装卸搬运 

考核点 

1.装卸搬运概述 

装卸搬运的概念、特点、分类，主要的装卸搬运机械。 

2.装卸搬运工作组织 

装卸搬运作业方式的选择，装卸搬运的作业原则，装卸搬运的合理化措施。 

3.散装和特种物品的装卸搬运 

散装物品的专用装卸搬运设备 

4.集装箱的装卸搬运 

集装箱装的卸搬运方式，岸边集装箱装卸桥的主要技术参数，其他集装箱装卸搬运设备。 

识记：装卸搬运的概念、特点、分类，主要的装卸搬运机械，装卸搬运作业方式的选择，散装物品的

专用装卸搬运设备、其他集装箱装卸搬运设备。 

领会：装卸搬运的作业原则、集装箱的装卸搬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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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装卸搬运的合理化措施。 

第六章 运输 

考核点 

1.运输概述 

运输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2.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的技术经济特点、铁路运输的主要技术装备，铁路货物运输的组织方法。 

3.公路运输 

公路运输的技术经济特点、公路运输的主要技术装备，公铁路货物运输的组织方法。 

4.水路运输 

水路运输的技术经济特点、水路运输的主要技术装备，水路货物运输的组织方法。 

5.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的技术经济特点、航空运输的主要技术装备，航空货物运输的组织方法。 

6.管道运输 

管道运输的技术经济特点、管道运输的主要技术装备，管道货物运输的组织方法。 

识记：运输的概念、特点和分类，各种运输方式的主要技术装备。 

领会：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点。 

简单应用：各种运输方式的组织方法。 

第七章 储存 

考核点 

1.储存概述 

储存的概念、作用、分类。 

2.储存技术 

仓库内部的货位（架）布局方式，仓库内部的编号与定位方法，物品的计量，物品的盘点形式，

物品的堆码苫垫技术，货架的分类，仓库温湿度的控制和调节方法。 

3.仓库与仓储业务 

仓库的分类，仓储业务的受理，储存货物的计量。 

4.物流中心 

物流中心与传统仓库的区别，物流中心的种类，自动化仓库的分类。 

识记：储存的分类，仓库内部的货位（架）布局方式，仓库内部的编号与定位方法，物品的堆码

苫垫技术，货架的分类，物流中心的种类，自动化仓库的分类。 

领会：储存的概念、作用，物品的计量，物品的盘点形式，仓库温湿度的控制和调节方法，仓储

业务的受理，储存货物的计量。 

简单应用：仓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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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流通加工 

考核点 

1.流通加工概述 

流通加工的概念及其与生产加工的区别，流通加工的地位和作用。 

2.流通加工的形式 

水泥的流通加工，商品混凝土的流通加工，钢板的流通加工，木材的流通加工，煤炭及其他燃料的流

通加工，平板玻璃的流通加工，生鲜食品的流通加工，机械产品及零配件的流通加工。 

3.流通加工的合理化 

4.不合理流通加工的几种主要形式，流通加工合理化的主要措施。 

识记：流通加工的地位和作用。 

领会：流通加工的概念及其与生产加工的区别，水泥的流通加工，商品混凝土的流通加工，钢板的流

通加工，木材的流通加工，煤炭及其他燃料的流通加工，平板玻璃的流通加工，生鲜食品的流通加工，机

械产品及零配件的流通加工。 

简单应用：不合理流通加工的几种主要形式。 

综合应用：流通加工合理化的主要措施。 

第九章 物流信息 

考核点 

1.物流信息概述 

信息的基本属性，物流信息的特点、作用，物流信息的种类。 

2.物流信息技术 

物流信息技术的构成，主要的物流信息技术，物流信息技术发展趋势。 

3.物流信息系统 

物流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物流信息系统的类型、构成。 

4.物流信息化 

物流信息化的内涵、层次，我国物流信息化的主要制约因素。 

识记：信息的基本属性，物流信息的种类，物流信息技术的构成。 

领会：物流信息的特点、作用，主要的物流信息技术，物流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物流信息系统的类型、

构成，物流信息化的内涵、层次。 

简单应用：物流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我国物流信息化的主要制约因素。 

第十章 配送 

考核点 

1.配送的概念与类型 

配送的概念、分类、作用。 

2.配送中心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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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中心的含义、功能、内部结构、种类。 

3.配送作业的程序与方法 

配送作业的程序与方法。 

4.配送模式与配送管理 

5.配送模式，配送管理。 

识记：配送的分类，配送中心的内部结构、种类。 

领会：配送的概念与作用，配送中心的含义与功能，配送模式，共同配送与互用配送的区别，配

送管理。 

综合应用：配送作业的程序与方法。 

第十一章 物流系统 

考核点 

1.系统与物流系统 

系统的基本性质，物流系统的概念及组成，物流系统的特点。 

2.物流系统的要素与结构 

物流系统的一般要素、功能要素、支撑要素和物质基础要素、流动要素，物流系统的功能结构、

治理结构、产业结构。 

3.物流系统的冲突 

物流系统的目标冲突、产权冲突、运作冲突，要素协同是物流系统形成的关键。 

4.物流系统分析与集成 

物流系统分析的原则、内容、步骤和方法，物流系统集成的主体、范围和层次。 

识记：系统的基本性质。 

领会：物流系统的概念及组成，物流系统的特点，物流系统的一般要素、功能要素、支撑要素和

物质基础要素、流动要素，物流系统的功能结构、治理结构、产业结构。 

简单应用：物流系统分析的原则、内容、步骤和方法，物流系统集成的主体、范围和层次。 

综合应用：物流系统的目标冲突、产权冲突、运作冲突，要素协同是物流系统形成的关键。 

第十二章 物流管理 

考核点 

1.物流管理概述 

物流管理发展的历史，物流管理的内容、原则与目标。 

2.物流管理组织 

物流管理组织的分类，企业物流管理组织，物流企业的组织形态。 

3.物流成本管理 

“物流冰山”说，物流成本的构成与控制，物流成本管理的新思维。 

4.物流差异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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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品的物流差异化战略，基于顾客的物流差异化战略，基于渠道的物流差异化战略，基于生产的

物流差异化战略，基于销售的物流差异化战略。 

识记：物流管理的内容、原则与目标，物流管理组织的分类，企业物流管理组织，物流企业的组织形

态。 

领会：物流管理发展的历史，“物流冰山”说，物流成本的构成与控制。 

简单应用：物流成本管理的新思维。 

综合应用：基于产品的物流差异化战略，基于顾客的物流差异化战略，基于渠道的物流差异化战略，

基于生产的物流差异化战略，基于销售的物流差异化战略。 

第十三章 物流服务 

考核点 

1.物流服务的概念与特点 

传统物流观念的局限性，物流服务的概念与特点，物流服务营销的特殊性。 

2.物流服务内容的设计 

传统物流服务的内容，现代增值性物流服务的内容。 

3.物流服务水平的确定 

根据顾客对缺货的反应来确定物流服务水平，通过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来确定物流服务水平，运用 ABC

分析与帕累托定律来确定物流服务水平，通过物流服务审计的方式确定物流服务水平。 

4.物流服务模式的选择 

行业物流服务模式，项目物流服务模式，定制式物流服务模式，物流服务延伸模式，物流管理输出模

式，物流连锁经营模式，物流咨询服务模式，物流战略联盟模式。 

识记：物流服务的特点，物流服务营销的特殊性，传统物流服务的内容。 

领会：传统物流观念的局限性，物流服务的概念，现代增值性物流服务的内容，行业物流服务模式，

项目物流服务模式，定制式物流服务模式，物流服务延伸模式，物流管理输出模式，物流连锁经营模式，

物流咨询服务模式，物流战略联盟模式。 

简单应用：根据顾客对缺货的反应来确定物流服务水平，通过物流服务审计的方式确定物流服务水平。 

第十四章 物流企业与第三方物流 

考核点 

1.物流企业概述 

物流企业的概念、职能与分类。 

2.第三方物流的概念 

第三方物流的含义、分类，第三方物流的供需主体。 

3.第三方物流的特点与作用 

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特点，使用第三方物流的优越性，第三方物流的社会效益。 

4.第三方物流的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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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物流的典型运作模式，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合作经营方式。 

识记：物流企业职能与分类，第三方物流的分类，第三方物流的供需主体。 

领会：物流企业的概念，第三方物流的含义，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特点，使用第三方物流的优越性，

第三方物流的社会效益。 

简单应用：第三方物流的典型运作模式，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合作经营方式。 

第十五章 物流政策 

考核点 

1.物流政策概述 

物流政策的主体，物流政策的分类。 

2.发达国家物流政策 

发达国家物流政策的变迁历史，发达国家的物流政策导向，发达国家物流政策的调整趋势。 

3.我国的物流政策体系 

我国主要的强制性物流政策种类，我国主要的非强制性物流政策种类。 

4.我国综合性物流政策的主要内容 

《六部委意见》、《九部委意见》、《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主要内容。 

识记：物流政策的主体，物流政策的分类，我国主要的强制性物流政策种类，我国主要的非强制

性物流政策种类。 

领会：发达国家物流政策的变迁历史，发达国家的物流政策导向，发达国家物流政策的调整趋势，

《六部委意见》、《九部委意见》、《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主要内容。 

第十六章 物流发展新趋势 

考核点 

1.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的概念，供应链管理的概念。 

2.绿色物流 

3.第四方物流 

第四方物流的概念、特征，第四方物流的价值贡献，第四方物流的运营方式。 

4.互联网+物流 

“互联网+物流”的模式 

识记：发展绿色物流的意义，绿色物流体系，电子商务对物流的影响，第四方物流的特征，第四

方物流的价值贡献。 

领会：供应链的概念，供应链管理的概念，绿色物流产生的背景，绿色物流的概念，第四方物流

的概念。 

简单应用： 第四方物流的运营方式；“互联网+物流”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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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试方式与试题类型 

考试方式：闭卷，笔试 

考试时间：150 分钟。 

试卷满分：200 分。 

试题类型：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 

 

六、考试内容覆盖率 

第一章 物流概述 95% 

第二章 物流的分类与形式 100% 

第三章 包装 100% 

第四章 集装化与集装单元器具 100% 

第五章 装卸搬运 95% 

第六章 运输 100% 

第七章 储存 95% 

第八章 流通加工 100% 

第九章 物流信息 95% 

第十章 配送 100% 

第十一章 物流系统 95% 

第十二章 物流管理 95% 

第十三章 物流服务 98% 

第十四章 物流企业与第三方物流 100% 

第十五章 物流政策 60% 

第十六章 物流发展新趋势 60% 

 

七、关于试卷结构及考试的有关说明 

本考纲是根据课程标准制订的。考核知识点覆盖课程各章主要教学内容，重点章节考核内容的覆盖密

度偏大，分值偏高。 

考题范围不超出考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考核目标不高于课程标准中所规定的相应最高能力层次要求。 

“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个认知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其含义是： 

识记：要求应考者能够对该知识点，如定义、名词、概念、性质等有清晰的认识，并能做出正确的判

断和选择。 

领会：要求应考者能够对该知识点，在识记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理解，清楚地知道与有关知识点的联系

与区别，并能做出正确的表述和解释。 

简单应用：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相关章节的几个知识点，解决生产实践与生活中的一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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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要应考者能够综合运用各章节多个知识点，解决生产与管理实践中稍复杂一点的问题。 

“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个认知层次的试题在试卷中所占的分数比

例依次约为：20%、20%、3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