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十来年中， 出版社管理理念和管理水平有了

很大的提高， 其中一个标志是企业管理系统的应用，
出版社编印发等主要业务流程均纳入到了信息化管

理之中。 随着出版社主要业务流程的信息化， 仓库

管理的信息化也成为必然。
传统的中小出版社一般都有自己的仓库， 原来

基本上采用手工管理的方法， 仓库管理人员的素质

也普遍不高， 仓库在出版社业务流程中的地位较低。
近些年很多中小出版社出版品种和印数均有了较大

的增加， 发行业务有了较大的发展， 传统的手工管

理已满足不了出版社业务发展的需要， 仓库管理中

出现了诸多问题。 如库存量无法准确、 即 时 统 计，
核对库存量时， 连理论库存都难以对上； 配书速度

慢， 发货速度跟不上市场需要； 发货差错率高且难

以控制； 仓库内图书堆放杂乱， 因存放不当导致的

报废率高。 采用信息化管理手段是有效解决这些问

题的手段。

一、 信息化改造的思路

仓库信息化改造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传统仓库

管理中存在的以上问题， 提高库存数据的准确性和

及时性， 从技术角度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为此， 我

们对以上问题逐条仔细进行了分析， 发现手工操作

的环节无法得到有效的监控， 人为因素是造成失误

的关键。 发货环节的差错库存量不准确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图书数量和种类差错， 还是发货地址的差错，
均是因为手工操作造成的。 同样， 因为人员的素质

和能力问题造成了找书难， 配书速度无法跟上及时

发货的要求。 仓库利用率低是因为较为僵化的库位

划分引起的， 而划分库位是为了能让管理员相对好

找图书， 因此， 实质原因还是人的因素。 仓库信息

化改造的思路就是在现有仓库条件下， 不投入大的

费用， 通过一些必要的设备和一套流程合理的管理

系统， 来减少仓库管理中人为失误的因素， 对于图

书进出库的每一个环节均通过系统得到有效的监控，
从原理上控制出入库不会产生差错， 减轻仓库管理

员的工作压力， 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并将每个步骤

的数据记录在系统中， 以便随时查询工作进展。

二、 信息化改造的具体方法

1．设备上的改造

一是为仓库配备电脑和网络设备， 包括无线路

由器、 标签打印机等， 开通宽带， 以便与社里随时

传输信息。
二是对库位管理进行精细化改造。 如将原来的

大库位改为规则的 1 平方米左右的标准小库位， 适

当增加一些立体书架， 库位上加贴条形码， 每个库

位中存放的图书种类和册数都记录在电脑管理系统

中。 通过这样的库位改造， 可彻底解决靠人记忆图

书存放地点的问题。 如原来为使记忆方便， 要求每

块垫板上放的图书品种要单一， 否则容易搞混。 有

了电脑管理系统后， 每块垫板上可以堆放多种图书，
堆放的数量也可以达到统一的要求， 甚至可以超高。
另外还可将一些存量小的图书集中堆放到立体书架

摘要： 中小型出版社传统的仓库管理方式存在着发货差错多、 库存统计困难、 配货慢、 仓库利用率低、
人员管理困难等诸多问题， 已不适应现代物流和现代企业信息化管理的要求。 在现有仓库条件下， 应通过信

息化改造， 投入少量物流专用设备， 并进行仓库管理流程改造， 将传统仓库管理纳入出版社信息化管理中，
彻底解决传统仓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出版社仓库 信息化 改造

简谈中小出版社仓库的信息化改造
●施高翔

书市营销

栏目主持：石 河

45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60073?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出版发行研究

2011 年第 4 期

上， 这就释放了大量被占用的库位。 这样仓库的使

用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同时因占用空 间 大 大 缩 小，
大量存量小且尚有销量的旧书就不必急于报废， 满

足了网络书店的进货需要。
三是使用无线条码枪。 这个设备是信息化改造

的关键设备之一。 通过条码枪可以读取图书上的条

码信息， 同时可以识别不同版次和印次， 解决了同

种图书不同版印次的管理问题。 图书出库时， 条码

枪上可以按库位顺序逐条显示需出库图书的名称和

册数， 指示仓库管理员逐个库位取书， 并通过扫描

图书上的条码核对所取图书是否准确。 图书入库时，
通过条码枪上提示的入库图书种类、 册 数 及 库 位，
将图书堆放在相应库位， 并通过读取库位上的条码

核对入库是否准确。
四是使用电子秤。 通过具有电脑数据接口的电

子秤， 可将每种图书的重量自动记录在系统中， 图

书出库时， 通过称重由系统自动比对理论重量和实

际称重之间的差距， 如相差在一定的 误 差 范 围 内，
系统通知管理员打包发货； 如实际重量与理论值相

差较大， 则不能打包。 这就解决了人工点数差错多、
效率低的问题。 同时通过称重， 运费的计算、 管理

也更加精确。
五是使用规格统一的周转筐。 周转筐的图书容

量正好为一包， 系统自动将每张送货单分解为若干

筐， 以便规范图书打包大小和控制运费。
2．管理流程上的改造

仓库管理系统的开发和使用是信息化改造的核

心之一， 在由系统监控和校验仓库每个工作流程以

及精细化管理的指导思想下， 应对图书进出库各个

环节流程进行了重新梳理， 调整部分流程， 省略了

一些不必要的环节， 以使仓库工作效率提高， 差错

率降低。 信息化改造中的核心步骤主要如下：
一是入库流程。 管理员用条码枪读取图书条码

信息， 根据系统提示输入入库图书的 版 次、 印 次、
数量、 包册数， 然后用电子秤称重量， 根据理论占

库容量选择库位； 储运人员根据管理员确定的数量

和选定的库位， 将图书分别堆放进库位中； 最后通

过扫描库位条码在系统中确认入库完成。 入库中需

要注意的是， 为了达到按印次管理图书的目的， 不

同版次和印次的同种图书不得放在同一小库位中。
二是出库流程。 根据周转筐的容量， 系统自动

将送货单分拆成几个小单， 取书前， 管理员用条码

枪读取周转筐上的条码， 使每一个分拆后的送货小

单与筐相对应， 系统再将小单中的图书按库位顺序

进行排序， 逐条显示在条码枪上， 储运人员按提示

依次取书。 通过读取图书上的条码与送货单上的图

书进行对照， 保证了图书品种不会取错。 取书完成

后， 交管理员检查， 管理员通过称重， 系统自动与

理论重量比对， 保证了图书发货量的准确， 同时根

据重量和运费标准， 计算出每件货包的运费。 检查

合格后的图书即可打包， 系统自动打印对应的发货

标签， 保证了发货地址、 收货人不会出错， 并在上

面标注承运人、 重量和运费等。
通 过 对 出 库 流 程 的 改 造， 配 货 人 员 取 书 容 易，

工作强度降低， 同时配货速度加快， 发货差错率减

到了最小。
三是退书流程。 管理员根据退单在条码枪上输

入退书单位后， 用条码枪读取退书的条码， 管理员

输入退书的版次、 印次， 检查退书， 分出报废书和

可重新入库书， 在条码枪上输入报废数量和入库数

量， 退书即告完成。 与传统的退书流程相比， 采用

该系统后的退书流程简洁， 操作方便， 数据准确。
以上各个操作步骤， 系统均记录下操作人和操

作时间等信息， 一旦今后发现发货有差错， 可以通

过系统查知责任人。 这样， 对仓库管理员的奖惩有

了确切的依据， 解决了以往管理中责任不清的问题。
例如厦门大学出版社仓库经过信息化改造后， 运行

效率提高很大， 发退货差错极少， 保证了通过管理

系统可以随时查询所有图书的实际库存， 可协调好

与印刷厂之间的业务对接， 并为科学确定图书的印

数和重印重版时间提供了依据， 改造达到了预期的

目标。 这一信息化改造办法对于中小出版社提高发

行效率， 对接编辑、 书店等上下游环节良性循环立

见成效。

（本文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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