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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ventory takes a large proportion in company's property, i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nterprises’ 
capital management and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efficiency. The quality of inventory managemen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nd its stakeholders.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sis the ma- 
nagement of inventory, and elaborates the economical volume of order inventory management model, and its 
research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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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存货在公司的资产中占有的比例较大，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资金占用水平以及资产运作效率。

存货管理的好坏也密切关系到整个公司和公司利益的相关者，本文以存货管理的问题进行分析，主要

阐述了经济订货量存货管理模型，并提出其之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存货管理；经济订货量；总成本最小  
 

1 引言 

存货是指公司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为销售或

者耗用而储备的物资，包括材料、燃料、低值易耗品、

在产品、半成品、产成品及商品等。企业储备存货的

原因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生产或销售的经营需要；另一

方面是出自价格的考虑，零购物资的价格往往较高，

而整批购买在价格上有优惠。但是，过多地存货不仅

会占用较多资金，也会增加包括仓储费、保险费、维

护费、管理人员工资在内的各项开支，增加了总成本。 

因此，存货管理的目的就是尽力在各种成本与存

货效益之间作出权衡，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只有通

过实施正确的存货管理方法，降低企业的平均资金占

用水平，提高存货的利用率，才能最终提高企业的经

济效益。 

2 存货及存货管理模式概述 

企业在生产产品、提供服务过程中，为耗用或销

售而持有的各类资，存货在在企业尤其是工商企业资

产总额中一般占有较大比重。据统计，美国制企业的

存货平均约占资产总额的 25%一 30%，零售商则接

近或超过 50%。在我国，高额的存货水平更是企业、

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普遍现象。 

企业持有存货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1）平衡

订货成本(或生产准备本)和存货持有成本；（2）满足

顾客需求；（3）避免由于机器出现故障、零配有缺陷、

缺少零配件、零配件供货时间被推迟等原因而造成的

生产中断；（4）获取折扣优惠；（5）避免存货未来价

格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等。 

与储备存货有关的成本主要有：（1）购置成本。

包括向供应商支付的货款，以运输费、保险费、装卸

费等；（2）订货成本。是指从发出订单到收到存货整

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比如办公、文书等订单处理成

本；（3）储存成本。包括存货保管费用、存货财产保

险费、存损耗，其中最大的可能是存货占用资金的机

会成本以及固定存货成本，如仓库折旧、仓库职工的

固定月工资等；（4）缺货成本。是指由于存货供应中

断而造成的损失，包括材料供应中断造成的停工损

失、产成品库存短缺造成的拖欠发货损失和丧失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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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的损失（还应包括需要主观估计的商誉损失）；

如果生产企业以紧急采购代用材料解决库存材料中

断之急，那么缺货成本表现为紧急外购入成本。 

存货管理的基本决策问题有四个：确定需补充的

存货，选择供应单位(生产部门)，决定存货补充时间

和决定存货补充批量。前两项决策属于生产、采购管

理决策范畴，后二者才是财务管理决策范畴，即：订

购或生产多少?订购批量或生产批量问题和.何时发

出订单或开始生产?再订货点再生产点问题。 

存货是企业资产配置的一个要领域，应该对投入

的资金提供最低限度的报酬，但企业财务报告很难计

算披露真实的存货成本和存货投资的收益。国内的相

关文献一般认为存货管理的目标是：尽力在各种存货

成本与存质效益之间作出权衡，达到两者的最佳结

合。但是存质效益的概念不清晰。因此存货管理的目

标可以定义为存货总成本最低化，即在存货服务水平

最优前提下实现存货总成本最低。当然，这仍然是一

种理想的目标，在许多实际形下，还需要在存货服务

水平以及存货总成本之间作出权衡。 

自 20 世纪迄今，在存货管理实践中，围绕存货

管理中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相继产生了许多存货管

理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经济订货批量(EOQ)

模式、物料需求计划(MRP)模式、适时制(JIT)模式等

三个基于单个企业的存货管理模式，以及供应商管理

存货(VMI)模式等基于供应链的存货管理模式。在本

文中我们主要介绍经济订货批量存货管理模式。 

3 EOQ 存货管理模式 

在财务管理中，与存货有关的成本有取得成本、

储存成本和缺货成本，取得成本又分为订货成本和购

置成本，储存成本分为储存固定成本和储存变动成

本。如果以 TC 来表示储备存货的总成本，它的计算

公式为： 

a c sTC TC +TC +TC  

1 2 c
Q=F + K+DU+F +K +TC2Q

D
s  

其中， 为订货固定成本， 为储存固定成本，

D 为存货年需求量，Q 为每次的进货量，K 为每次订

货的变动成本， 为单位储存变动成本。 

1F 2F

cK

企业存货的最优化，即是使上式 TC 值最小。 

3.1 经济订货量基本模型 

经济订货量基本模型需要设立的假设条件是： 

1、企业能够以使补充存货，即需要订货时便可

立即取得存货。 

2、能集中订货，而不是陆续入货。 

3、不允许缺货，即无缺货成本， 为零，这

是因为良好的存货管理本来就不应该出现缺货成本。 

sTC

4、需求量稳定，并且能预测，即 D 为已知常量。 

5、存货单价不变，即 U 为已知常量。 

6、企业现金充足，不会因现金短缺而影响进货。 

7、所需存货市场供应充足，不会因买不到需要

的存货而影响其他。 

设立了上述假设后，存货总成本的公式可以简化

为：TC  1 2
QF + K+DU+F +K 2Q

D
c  

当 、K、D、U、 、 为常数量时，TC 的

大小取决于 Q，此时为一个线性问题。对 TC 进行求

导演算，可得出下列公式：Q*=

1F 2F cK

c

2

K

KD
，这一公式

称为经济订货量基本模型，求出的每次订货批量，可

使 TC 达到最小值，即TC（Q*）= c2KDK 。 

3.2 基本模型的扩展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存货不能做到随用随时补

充，因此不能等存货用光再去订货，而需要在没有用

完时提前订货。此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提前订货

的情况下，企业再次发出订货单时，尚有多少库存量，

即再订货点的确定。 

在建立基本模型时，假设存货一次全部入库，存

货增加时存量变化为一条垂直的直线。事实上，各批

存货可能陆续入库，使存量陆续增加。 
设每次订货数为Q，每日送货量为P，则送货期

为Q/P，每日的耗用量为d，送货期内的全部耗用量

为
Q

d
P

，每批送完时，最高库存量为 Q- 
Q

d
P

，平

均存量为
1

2
（Q- 

Q
d

P
），这样，此时的 TC（Q）= 

K
Q

D
+ 

Q

2
（

d
1

P
 ） ，此时求其极小值。Q*=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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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利用线性规划求最优解得方法可以求出储

备存货总成本最小时的经济订货量，即实现了存货管

理的目标，在其他条件一定得条件下使得存货总成本

最小。在实际的应用中，陆续供应和是用的经济订货

量模型，可以用于自制和外购的选择决策，自制属于

我们这里的扩展模型，外购属于基本模型，从而我们

可以比较两者的总成本，及时做出有利决策。 

 

4 EOQ 存货管理模型的优缺点 

 经济订货量模型建立的一个前提是企业持有存

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预期的未来需求，经济订货量模

型适用于从外部补充存货，解决了存货管理中的第一

个问题，确定需要采购多少存货的数量；经济订货量

的扩展模型，解决了存货管理中的第二个问题，什么

时候采购的问题，即订货点的确认。 

经济订货量模型简便易用，且可以合理的平衡订

货成本和存货持有成本，其扩展模型通过使用安全存

量，解决了在不确定的供给和需求情况下的存货量问

题，另外，经济订货量模型还具有灵活性，在一定的

范围内，订货量在一定程度之内的偏差只引起较少的

不利，因为它本身就平衡了订货成本和持有成本，正

因为此，该模型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经济订货量模型是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下成立

的，例如存货需求连续，均衡，可预测，并且企业可

以及时购得，缺货成本为零。在实际工作中，企业管

理者可能难以获得订货成本、生产准本成本和持有成

本的准确数据，就会限制经济订货量模型的应用。企

业的需求量往往是很据历史记录和经验来估计未来

的存货需求，这就可能导致判断发生失误时，会总成

存货积压或者短缺的后果。 

基于上述经济订货量模型的优缺点，在实际的企

业存货管理中，该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结论 

本文通过对经济存货量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

出在实际的企业存货管理中我们所使用的基本办法，

即是求出其他条件一定的条件下，储备存货成本最

小。衡量企存货管理绩效的指标体系必须完善和创

新，要兼顾存货投资和存货的服务水平避免误导存货

管理活动只注重在降低存货投资或只注重在提高存

货服务水平。在现有的仅以存货周转率来衡量存货管

理绩效的基础上，应该增加衡量存货务水平的指标，

比如存货满足需求比例，等于满足需求的存货/存货

总需求等。此外，企业存货管理效率的高低还有其他

的影响因素，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不健全、管理人

员专业素质的缺乏、落后的 存货管理技术、各职能

部门的不及时沟通等，因此企业存货管理还值得更加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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