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资源库》



存货管理的主要方法

企业通过对存货信息的管理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决策分析，达到有效控制和

提高经济效益的方式叫做存货管理。实现存货管理的目标，要求企业要以客户的

需求为基础， 并且要有计划有组织地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协调、控制存货，除了做

到保证企业自身所需要的必须存货之外，还需要做到最小化存货持有量，最大程度地

降低存货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一般通过存货周转速度、存货相对规模等指标来衡量

存货管理水平。

1、ABC 分类法

ABC 分类法是一种由帕累托曲线转化而来的分类方法，在企业的存货管理中

被广泛运用。这种方法主要把企业的存货分为三类：价值比率在 65%-80%、品种

数比率在20%-25%的存货称为 A 类；B 类存货指的是价值比率在 15%-20%、品种

数比率在 30%-40%的产品；最后一种称为 C 类存货，指的是价值比率在 5%-15%、

品种数比率在 40%-55% 的产品[28]。企业对 A 类存货实行重点管理，B 类则为

一般管理，C 类处于管理中的次要地位，对不同类的存货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能够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A 类存货需要给予重视，不能够让这种物品

缺货，并且要维持它的最小库存水平；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的需求决定了 B 类产

品的持有量；C 类产品重要性水平较低，而且因为种类多 所以管理起来比较复杂

应该尽可能地简化管理步骤，缩短管理时间。一般情况下，不仅 要通过采购的需

求量和工作量来分类，价值的大小和重要程度也是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 在运用

这种方法得时候一定要注意对各种产品都要合理地分类。

2、经济订货批量（EOQ）

经济订货批量（EOQ）也叫作订购点法，是一种固定的订货批量模型，可以用

来确定企业一次订货的数量。经济订货批量在盘点企业存货的时候采用永续盘存

制，补货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库存量与订货点的关系。经济订货批量模型充分研究

了存货成本和保管成本的关系，在确定最合适订购量的时候按照成本最低的原则。

经济订货批量一般比较适合价格方面偏低、需求稳定并且会因为缺货而造成巨大

损失的物品。但是这种订货法也有一定的问题，比如它无法提前准确确定订货的



时间，会增加提前制定生产计划和安排的难度。

3、准时制（JIT）

准时制理论（JIT）也叫作无库存生产方式理论，它的基本思想是“在市场需

要的时候按照消费者需求生产需要的量”。JIT 以准时制为出发点，基本内容就

是对生产工作的计划和控制以及对库存的管理。无库存也叫做零库存，就是指企

业几乎不存在库存物资或者库存物资的数量接近零，当然企业如果不存在库存管

理活动或者库存的各种消耗等于零或接近零也叫作零库存。按照经济解释来看，

JIT 不仅能够用来降低企业的库存，它还能够作为一种极其特殊的存储办法（即

企业要结合社会和自身的需求来设置库存） 被企业广泛运用。JIT 的最终目标是

要对库存进行充分的管理运用，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及时将产品

输送到市场，在此过程中减少生产和销售的时间周期，从而提高企业绩效。但是

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销售过快会导致产品脱销，运送的多批次会导

致配送成本的增加等。

4、物料需求计划（MRP）

物料需求计划（MRP）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美国 J. A. Orlicky 博士提出，

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产品的生产过程、生产数量和交货时间推算出每道工

序的产成品数量及完成时间，并用电脑编制生产作业计划。这种方法主要有以下

几个优点：第一，能够通过电脑自动计算出生产作业计划，速度极快；第二，能

够根据情况变化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第三，能够将推算出的生产计划进行动态

模拟，保证了方案的合理性，若有多个方案可供选择时，可以利用动态模拟选择

最合适的方案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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