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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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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依据我国社会经济现状及发展特点，参考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等

制定。

本标准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北物资流通技术研究所，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秦明森、缪兴锋、别文群、安民、王锋、徐隆久、郑朝霞、郭学勤、祁九鼎、

夏义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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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物流定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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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物流定量预测的内容、工作程序、技术路线、结果检验和预测报告的内容等。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物流管理部门、物流规划部门、物流企业，以及制造企业、商业企业中的物流职能

部门。

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预测forecast

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已知情况，运用人们的知识、经验和科学方法，对未来进行预先估计，并推测事物

未来发展趋势的过程。

2．2

定性预测qualitative forecast

根据人们的观察和经验，以逻辑思维和逻辑推理进行预测的方法。

2．3

定量预测quantitative forecast

根据过去和现在已知的数据资料，运用数学或统计方法进行计算处理，来推测和估计事物未来趋势

的方法。

2．4

定量预测模型quantitative forecast model

根据预测对象的内在规律，作出一些必要的简化假设，运用适当的数学工具，得到的一种数学结构。

2．5

预测模型偏差deviation of forecast model

表示预测模型计算值与估算模型参数所用的已知数据值之间的偏差。可用于衡量模型对已知数据

的逼近程度。

2．6

趋势预测tendency forecast

以过去的变化趋势作为预测的依据，建立一种逼近这种趋势的模型或曲线，然后以逼近曲线的估值

作为预测值。

2．7

因果预测 causality forecast

从某一预测事物(或指标)与其他有关事物(或指标)之间的规律性联系中进行预测。

2．8

物流长期预测long-term logistics forecast

为物流长远规划和经营方向选择等战略性决策而进行的预测，期限一般在五年以上。

2．9

物流中期预测medium-term logistics forecast

为物流技术改造项目等战术性决策而进行的预测，期限一般是一年以上至五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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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物流短期预测short-term logistics forecast

为制定短期的物流工作计划和拟定经营措施等而进行的预测，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

2．11

杜邦分析法Du Pont analysis

利用几种主要的财务比率之间的关系来综合地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这种分析方法最早由美国杜

邦公司使用。

3物流定量预测的内容

3．1物品流通量预测

3．1．1物品流通量

包括运输、仓储、配送等物流环节的物品流通数量。

3．1．2物品流通量的预测

可采用直接预测，即利用运输量、仓储量、配送量等物流量的历史数据，预测未来物流量的趋势和状

态；也可采用相关预测，即对影响流通量的物品市场需求量或生产量进行预测，再通过相关分析，推测出

未来物流量的趋势和状态。

3．2物流资源的预测

3．2．1物流资源

包括物流设施、物流人员、物流机构、物流技术与信息等。

3．2．2物流设施、人员和机构的设置预测

与物流量紧密相关，在预测时可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制定科学的方案，

合理地配置和利用物流资源。

3．2．3物流技术预测

预测与物流系统有关的技术发展水平、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的情况。通过预测，

在制定设备配置方案时，合理引进新技术，避免购置即将过时的技术和设备。

3．3物流经营指标预测

3．3．1物流经营指标

包含经营数量、经营收入、经营成本、经营与投资经济效益等。

3．3．2物流经营数量预测

通过经营额的预测，掌握企业未来的经营规模，也为经营收入预测和成本预测提供基础资料。

3．3．3经营收入和成本预测

根据过去的历史资料，参考经营数量的预测结果，预测未来的经营收入和成本趋势。

3．3．4物流系统的运营经济效益预测

企业物流系统的运营效益的主要指标有经营净利率、资产周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等，其中净资产收

益率是衡量企业获利能力的重要指标。这些效益指标的预测是基于经营收入、经营成本和流动资产效

益的预测结果进行的。

首先利用经营收人与经营成本和费用的预测，推算出净利润的预测值，然后运用杜邦分析法求出其

他效益指标的预测值。

3．3．5物流投资经济效益预测

物流投资经济效益指标包含投资回收期和内部报酬率等指标。为预测这些指标，应先对项目的经

营收入和成本进行预测，然后通过相关分析计算再求出这些指标的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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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流定量预测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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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确定物流定量预测目标

4．1．1 根据物流活动的需要，确定物流预测应解决的问题，并根据定量预测需解决的问题，明确规定物

流定量预测应达到的目标。

4．1．2根据物流定量预测目标制定预测工作方案。

该方案应包括：

a)预测的内容；

b)预测可用的方法；

c)项目所需资料J

d)预测的进程和完成时间；

e)经费预算等。

4．2收集物流定量预测资料

4．2．1原始数据资料是预测的主要依据，应确保数据资料完整并真实可靠。

4．2．2预测所用的数据不应包含系统误差，只能包含随机误差。对于统计或收集的数据，应进行预处

理，剔除或修正含有系统误差的数据。

4．3选择预测方法

根据预测目标和数据状况，选取适用的预测方法和模型。所选取的方法应力求简便，切实可行，容

易使用，具有可操作性。

4．4物流预测的实施

运用所选择的预测方法和模型，对数据进行计算处理，求出预测结果。

4．5预测结果评价和检验

根据选定的预测方法和建立的预测模型所进行的定量预测，对其结果应进行评价和检验。

4．6修正预测结果

用定量方法进行的物流预测，有些因素由于数据不足或无法定量加以表示而影响预测精度。应使

用定性的方法考虑这些因素，并借以修正定量预测结果。

4．7提出预测报告

根据物流定量预测结果，对预测工作做出预测报告。

5物流定量预测的技术路线

5．1 采用多种预测技术进行比较

对于时间序列的趋势预测项目，应采用两种以上的预测技术方案，对各方案及其预测结果进行比较

分析，从中选择适宜的方案。

5．2验证预测模型的假设条件

在选用预测模型时，预测模型的假设条件应与预测所用的数据属性相吻合。

5．3定量预测与定性预测相结合

对于中、长期预测，应把定量预测与定性预测相结合，也可把专家经验判断融合在预测模型(如生长

曲线模型)中进行预测，有条件的单位可采用人机对话的智能系统进行预测。

5．4采用供应链管理模式和现代信息技术

供应链物流管理强调时效性，强调服务环节的有机组合，应进一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预测工作不

仅需要改进传统的预测方法，而且需要逐步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供应链管理技术(如信息共享、快速反

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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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测结果的评估与检验

6．1预测模型偏差的估算

预测模型与历史数据的逼近程度一般用预测模型偏差或相关系数来评价。预测模型偏差的表述方

式更为直接。对于时间序列数据的趋势预测，用式(1)计算预测模型偏差。

S一匿孓焉
式中：

s——预测模型偏差，单位为预测对象计量单位；

n——历史数据的数目；

y，——表示对应于时间f，的历史统计数据，单位为预测对象计量单位；

Z——用预测模型计算的对应于时间≈的估计值(或预测值)，单位为预测对象计量单位。

对于多种预测方法和模型，可以比较它们的偏差值，以便了解它们的拟合程度。

6．2事后检验的实际预测误差

物流定量预测结果通常是通过事后检验来完成最终评价。最根本的检验方式是实际数据与预测值

的吻合程度的检验。对于系列化产品或服务，可以每月对预测的准确性进行跟踪。

6．3预测模型偏差和实际预测误差的控制范围

预测模型偏差和实际预测误差的控制范围应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而定。实际预测误差的范围可按

模型偏差范围的三倍来计算(实际值处于此范围的概率为99．7％)。对于一些重要的物流预测目标，一

般要求事后检验的预测误差不超过预测值的20％，则相应的预测模型偏差(即拟合误差)应小于预测值

的6．7％。

6．4对检验结果的处理

6．4．1如果偏离程度在规定范围之内，则认为物流定量预测结果反映了预测项目发展趋势。

6．4．2如果这个偏离程度超出规定范围，则需要进行调整，重新预测。这个调整包括对预测方法、预测

模型的调整和对所使用的信息、数据的调整。

7物流预测报告

7．1预测报告的题目

7．1．1预测报告标题是对预测报告内容的高度概括。应醒目、明确、与文中的内容相符。

7．1．2撰写标题可参照下列两条原则：一是经常性预测，以反映目标为主，预测报告标题主要是反映预

测目的、对象、范国及时间界限。二是应急性预测，以反映预测结论为主。

7．1．3标题也可采用“主标题+说明性副标题”的形式。

7．2内容摘要

7．2．1在预测报告的正文前，通常将调研的主要发现、预测结果及建议采取的对策等予以摘要说明。

应与预测报告标题配合，以便引起有关人士对预测的重视。

7．2．2当预测分析较多、篇幅较长时，可突出重大结论与行动建议。

7．2．3当分析和预测过程中运用了较多的技术性语言，如图表、公式、模型或其他专业语言时，可扼要

介绍主要观点。

7．2．4摘要中的要点应从预测结论和对策意见中提炼概括，切忌以正文内的小标题作简单的罗列。

7．3预测的背景、原则和目标

在正文前宜简单交代预测的背景、原则和目标，以作为正文的引子。

7．4正文

7．4．1预测报告正文应包括分析及预测过程、模型及说明、必要的计算方法及图表、预测结论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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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7．4．2正文的重点是资料分析。正文应紧紧围绕中心论题，保持论题的同一、稳定，使结构紧凑。

7．4．3资料及论据应真实、客观，论证应符合逻辑，结论应明确。

7．5结论与建议

7．5．1应说明预测结果，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行动建议及对策。

7．5．2对制约因素和控制条件也应作必要的说明。

7．6附录

包括必要的附表、资料来源、较复杂计算方法的说明及其他未列入正文的有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