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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烟草行业物流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标准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在总结行业物流统计规律及方法和吸收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

规定了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确定了物流统计指标的基本概念及计算方法。

本标准通过对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进行界定，为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工作提供基础

支撑，使统计数据能科学、全面、客观、系统地反映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的资源配置、运行情况和发展趋势，

使卷烟工业企业的物流统计工作进一步规范，从而推动烟草行业物流统计工作和与物流统计相关的其

他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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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D
it

本标准是烟草行业物流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标准经过广泛调查研究 ,在总结业物流统计规律及方法吸收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的基础 ，

规定 d
了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 ,确定了物流统计指标的基本概念及计算方法 。

本标准和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系进行界定,为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工作提供基础
支撑 ,使统计数据能科学全面、客观 ,系统地反映烟工业企业物流的资源配置ett情况和发展趋势 ，

使烟工业企业的物流统计工作进一步规范,从而 行业物流统计工作和与物流统计相关的其
他工作不断间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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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

YC／T 399—201 1

本标准规定了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并给出了物流统计指标的基本概念及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烟草行业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4554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618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16297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18354物流术语

GB／T 19680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

GB／T 21072 通用仓库等级

GB 22337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原料物流logistics for raw materials

烟用原料(包括原烟、片烟、烟梗、烟用薄片、膨胀烟丝等)在购进、存储、养护、配送等环节实体流转

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物流活动。

3．2

烟用材料物流logistics for cigarette materials

烟用材料在购进、存储、养护、配送等环节实体流转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物流活动。

3．3

成品物流logistics for finished products

卷烟成品在存储、养护、配送等环节实体流转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物流活动。

3．4

采购物流purchasing logistics

企业在采购烟用原料、烟用材料和品牌合作生产卷烟成品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物流活动。

3．5

物流费用logistics expenses

原料、烟用材料、卷烟成品等物资在购进、存储、养护、配送等环节实体流转过程中所耗费的各项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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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

1 56E

本标准规定了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 ,并给出 了物流统计指标的基本概念及计算 方法 。

本标准适用于烟草行业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 应用 可少 的 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 日 期的版适用于本文本

件 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本 有 修改单单)用于本文件 。版 (eth "的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4554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T 19680 "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
GB/T 21072 "通用仓库等级
GB 22337 环境品声排放标准

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3.1

原料物流 logistics for raw materials

38S) 13 I§.A ee SP .配送环节实体流转
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物流活动。
3.2

烟材料物流 logistics for cigarette materials

烟用材料在购进 .存储 .养护 .配送等环节实体流转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物流活动。
3.3

成品物流 logistics for finished products

卷烟成品在存储养护 .配送环节实体流转过程中所发生的有物流活动 。
所

3.4
采购物流 purchasing logistics
企业在采购烟用原料 和品牌合作生产卷烟成品的过程BraeWE 有物流活动 。

3.5
物流费用 logistics expenses

原料 .烟用材料.卷烟成品等物资在购进.存储.养护.配送等环节实体流转过程中所耗费的各项资

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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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货币表现，是运输、装卸、保管、配送、信息处理等物流活动所支出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

4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

4．1基本原则

4．1．1代表性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和选择应当完整反映卷烟工业企业原料、烟用材料和成品

物流实践活动，且能够突出重点物流环节。

4．1．2客观性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和选择要以企业客观存在的物流实践活动为依据，有利于

实时录入维护基础数据，预防和杜绝人为因素的影响。

4．1．3有效性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和选择应与卷烟工业企业包括研发、采购、生产、营销、管理

等要素在内的物流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能够及时反映卷烟工业企业物流资源和运行状况，有利于卷烟工

业企业提高物流统计分析质量、改善物流作业过程。

4．1．4可比性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中各个统计指标要明晰统计范围和具体构成，有利于行业统一口

径、开展物流管理对标工作。

4．1．5前沿性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的建立要针对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状况，结合

行业现代物流发展要求，有利于引导卷烟工业企业把握方向、提升水平。

4．2主要内容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以统计指标为主体，分为3个层次，即“统计分类”层、“统计分组”

层和“统计指标”层。“统计分类”层包含9个统计类别，“统计分组”层包含39个统计组别，“统计指标”

层包含192个统计指标。

根据卷烟工业企业物流作业实际情况和统计分析的需要，对统计指标设定了统计周期。统计周期

分为年度和季度。为了提高本标准实施的有效性，对统计指标进行了统计层级划分。统计层级分为A、

B两级。A级指标是卷烟工业企业需要定期抄报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备案管理和分析指

导的指标，共47个；B级指标是卷烟工业企业内部物流管理除A级指标外还要运用的指标，共145个。

物流对象的统计范围包括原料物流、烟用材料物流和成品物流，物流流程的统计范围包括采购物流、收

料物流、备料物流、销售物流和厂间物流(含品牌合作生产Fl'aTl物流)，仓库的统计范围包括自有仓库和

常用外租仓库，车辆的统计范围包括自有车辆、配套企业车辆和常用外租车辆。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的内容见表1。

YC/T 399一 2011

源的货币表现,是运输.装卸.保管,配送.信息处理等物流活动所支出 人力 、物和财力的 总和 。

4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

4.1 若本原则

4.1.1 代表性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

物流实践 活动 ,且能够突出重点物流环节。

卷烟工业企业原料、烟用料和成品

4.1.2 客观性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的计和选择要以企业客观存在的物流实右活动为依据 ,有 利于

实时录人维护基础数据 ,预防和杜绝人为因素的影响。

4. 1.3 有效性

卷烟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和选择应与卷烟工业企业包括研发 .采购 .生产 .营销 、管理

SER Sob企业物流资源和运行状况 ,有 利于卷烟工
业企业提高物流统计分析质量 ,改善物流作业过程 。

4.1.4 可比性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 中各个统计指标要明晰统计范围具体构成 构成 ,有利于行业统一 口

径 、.开展物流对管理标工作。

4.1.5 Wit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的立要针对卷烟业企业物流的现状和未来的发状况 ,结合

行业现代物流发展要 求 ,有利于引导卷烟工业企业把握方向 提升水平 。

4.2 主要 内容

卷烟业 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以统计指标主体 ,分为 3 个层次 即"统计分类?" 层 "统计分组"
层和"统计指标" ."统计分类?"包会 " 个统计类别 ，统计分组"层包含 39 个统计 ,""统计指标"层

层包含 192 个统计指标 。

根据烟工业企业物流作业实际情况和统计分析的需要 ,对统计指标设了统计周期 。 周期

分为年和季度 。为提高本标准实施的效性,对统计指标进行了统计层级划分 。计层级分为 A、

B两级 。A 企业需要定期抄报国家烟草专卖 局 .中 国烟草总公司备案管理分析指
导的指标 ,共 47 个:也级指标是烟工业企业内部物流理除 A

象的统计范围包括原料物流、烟用材料RA成物流 ,物流流程的统计范围包括采购物流 . 收

AOR.SHOR AGORA DOR SHALE) AM) ,仓库的统计范围 自有FA
常用外租仓库 ,车辆的统计范围包括 自 有车辆 、配套企业车和常用外租车辆。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的内容见表 1。

还要运用的指标 , 共 145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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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

YC／T 399—201 1

统计分类 统计分组 统计指标 统计周期 统计层级

1．1．1物流从业人员总数量 年度 A

1．1 2原料仓储操作人员数量 年度 B

1．1 3烟用材料仓储操作人员数量 年度 B

1．1从业人员 1．1．4成品仓储操作人员数量 年度 B

1．1．5货运操作人员数量 年度 B

1．1．6技术维护人员数量 年度 B

1．1．7物流管理及其他人员数量 年度 B

1．人力资源
1．2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数量 年度 B

1．2按学历划分 1．2．2大专及本科学历人员数量 年度 B

1．2．3大专以下学历人员数量 年度 B

l 3．1合同制人员数量 年度 A

1．3．2人事派遣人员数量 年度 A

l 3按用工形式划分
1．3．3外包人员数量 年度 B

1．3．4其他聘用人员数量 年度 B

2．1．1仓库总容量 年度 A

2．1．2自有仓库容量 年度 A

2 1．3外租仓库容量 年度 B

2．1．4自动化立体仓库容量 年度 B

2．1原料仓储设施
2．1．5楼房库容量 年度 B

2．1．6平房库容量 年度 B

2．1．7洞库容量 年度 B

2 1 8仓库建筑总面积 年度 A

2 2．1仓库建筑总面积 年度 A
2．基础设施 2．2烟用材料仓储设施

2 2．2配盘材料存放区面积 年度 A

2．3．1仓库总容量 年度 A

2．3．2自有仓库容量 年度 B

2．3成品仓储设施
2．3 3外租仓库容量 年度 B

2．3 4自动化立体仓库容量 年度 A

2．4．1停车场面积 年度 B

2．4货运设施
2．4．2其他场地面积 年度 B

2 5 1综合办公区面积 年度 B

2．5综合设施
2．5．2维修服务区面积 年度 B

3．1．1立体货位数量 年度 A

3．作业设备 3．1仓储设备 3．1．2空谪总功率 年度 B

3．1．3风幕机总功率 年度 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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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

统计分类 统计 分 组 统计指标 统计周期 统计层级

11. 1 物流从 业人员总数量 年度 A

年度 B

年度 B

1. 1 从业人员 年度

年度

1, 6 技术维护人员数量 年度

他 年度
1. 人力 资源

1, 2. 1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员数量 年度

1. 2 按学历划分 1.2, 2 大专及本科学历人员数量 年度

1.2, 3 大专下学历员数量 年度

.3. LAR Amee 年度

年度
1. 3 按用工形式划分

3. 3 外包人员数量 年度

年度

2.1.1仓库总容量 年度

2.1,2 自有仓库容量 年度

.1. 3 外租仓库容量 年度

21 4 自动立体仓库容量 年度
2. 1 me仓储设施

雁量 年度

.1.6 平房库容量 年度

2.1, 1 洞库容量 年度

1. 8 仓库建筑总面积 年度

.2.1 仓库建筑总面积 年度
2. 基础设施 2. 2 烟用材料仓储设施

2.2 配盘材料存放区面积 年度

年度

年度
2.3成品仓储设施

2. 3. 3 外租仓库容量 年度

3. 4 自动化立体仓库容量 年度

2.4,1 停车场面积 年度
2.4货运设施

2.4.2其他 场地面积 年度

2. 5 综合设施

3.1.1 立体货位数量 年度

3. 作业设备 3. 1 仓储设备 31-2 空调总功率

31 3 风OLBD 年度

1, 1.2 原料仓储操作人员数量

1, 1. 3 烟用材料仓储操作人员数量

1. 1， 4 成品仓储操作人员数量 B

1 .1. 5 货运操作人员数量 B

1

1. 1. 7 物流管理及其人员数量

1 A

1 .3.ZARREA员数量
1

1, 3, 4 其他聘用人员数量

A

2

2-1 5 B

2

2

2

2 A

2. 3. 1 仓库 总容量 A

2. 3. 2 自 有仓库容量

2

2 .5. 1 综合办公区面积 年度

2 .5.2维修服务区面积 年度

A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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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统计分类 统计分组 统计指标 统计周期 统计层级

3．1．4除湿机总功率 年度 B

3．1．5温湿度监控系统数量 年度 B

3．1仓储设备
3．1．6水分自动检测配套仪器数量 年度 B

3．1．7熏蒸杀虫配套设备数量 年度 B

3．2．1升降货梯数量 年度 B

3．2．2夹包机数量 年度 B

3．2．3叉车数量 年度 B

3．2原料装卸搬运设备 3．2．4码垛机数量 年度 B

3．2．5巷道堆垛机数量 年度 B

3．2．6托盘式输送机数量 年度 B

3．2．7电瓶牵引车数量 年度 B

3．3．1升降货梯数量 年度 B

3．3．2夹包机数量 年度 B

3．3．3叉车数量 年度 B

3 3烟用材料装卸搬运

设备
3．3．4巷遭堆垛机数量 年度 B

3．3．5托盘式输送机数量 年度 B

3．3．6电瓶牵引车数量 年度 B

3作业设备
3．3．7自动导引车数量 年度 B

3．4．1升降货拂数量 年度 B

3．4．2托盘式输送机数量 年度 B

3．4．3件烟输送机数量 年度 B

3．4成品装卸搬运设备 3．4．4码垛机械手数量 年度 A

3．4．5巷道堆垛机数量 年度 B

3．4．6叉车数量 年度 B

3 4．7站台登车桥数量 年度 B

3 5．1打码机数量 年度 A

3．5专用设备 3．5．2扫码机数量 年度 A

3．5．3物流电子锁数量 年度 A

3．6．1卡车数量 年度 A

3．6．2平板卡车数量 年度 B

3．6．3厢式卡车数量 年度 B

3．6运输设备
3．6．4自有卡车数量 年度 B

3 6．5配套企业卡车数量 年度 B

3．6 6常用外租卡车数量 年度 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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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

统计分类 统计 分 组 统计周期 统计层级

3.1.4除湿机总功率 FE B

B
3. 1 仓储设备

年度

3.1.6水分 年度 B

3.1,7RRA虫配套设备数量 年度

年度

3,2.2夹包机数量 年度

年度

3. 2RR Bis ke 3,2.4码壤机数量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3, 3 1 升降货梯数量 年度

3.3.2夹包机数量 年度

3.3.3叉车数量 年度
3. 3 HF材ARaie

设备
年度

5 托盘式输送机数量 年度

3.3.6 车数量 年度
3. 作业设备

33.7 自动导引 车数量 年度

3.4, 1 升降货梯数量 年度

年度

年度

3.4成品装卸搬运设备 3,4,4 ROLMRFBU 年度

3.4，5 年度

3.4.6 叉车数量 年度

34.7站台登桥数重车 年度

1 打码机数量 FE
3.5专用设备 2 扫码机数量 年度

年度

3.6 .1 卡车数量 年度

3.6 .2 平板卡车数量 年度

3. 6. 3 厅式卡车数量 年度
3.6 运输设备

3.6 .4 自有卡车数最 年度

3.6 配套企业卡车数基5 年度

3.6 常用外租卡车数量.6 年度

统计 指标

3-1 SRE控RARE

3. 2. 1 FERe数量

3, 2, 3 叉车数量

3. 2. 5 451sBRU
3. 2. 6 托盘式输送机孝量

3. 2 7 电瓶牵引 车数量

3. 3 4 SPERMS
3

3. 4. 2 托盘式输送机数量

3. 4. 3 件输送机数量

3

3

3 .5.3物流电子锁数重

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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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YC／T 399—201 1

统计分类 统计分组 统计指标 统计周期 统计层级

3．7．1托盘数量 年度 B

3．7．2电子标签托盘数量 年度 B

3．作业设备 3 7器具
3．7．3手推车数量 年度 B

3．7．4称量装置数量 年度 B

4．1．1物流资本性投资 年度 A

4．1 2物流土地投资 年度 B

4．1．3物流基础设施投资 年度 A

4．1物流投资
4．1．4物流作业设备投资 年度 A

4．1．5物流安全环保设施设备投资 年度 B

4 1．6物流通用系统投资 年度 A

4 2．1费用总量 年度 A

4．2物流费用
4．2．2万支物流费用 年度 A

4．3．1原料物流费用 季度 A

4．3．2原料运输费用 季度 B

4．3．3采购运输费用 季度 B

4．3．4本埠加工运输费用 季度 B

4．3．5品牌合作生产运输费用 季度 B

4．3原料物流费用 4．3．6运输单价 季度 B

4．3．7原料装卸搬运费用 季度 B

4．投资与费用 4．3．8原料装卸搬运单价 季度 B

4．3．9原料保管费用 季度 B

4．3．10原料保险费用 季度 B

4．3．11其他费用 季度 B

4．4．1烟用材料物流费用 季度 A

4 4．2烟用材料运输费用 季度 B

4．4．3采购运输费用 季度 B

4．4．4本埠加工运输费用 季度 B

4．4烟用材料物流费用 4．4．5品牌合作生产运输费用 季度 B

4．4．6烟用材料装卸搬运费用 季度 B

4．4．7烟用材料保管费用 季度 B

4．4．8烟用材料保险费用 季度 B

4．4．9其他费用 季度 B

4．5．1成品物流费用 季度 A

4．5成品物流费用 4．5．2成品运输费用 季度 B

4．5．3本埠加工运输费用 季度 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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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续)

统计分类 统计分组 统计指标 统计周期 统计层级

3.7. 1HARE .

3.7. 2 电子标签托盘数量
3. 作业设备 3.7器具

3.7. 3 手推车数量

3.7. 4 称量装置数量

4.1, 1 物流资本性投资 年度

41. 2 物流土地投资 年度

41.3 物流基础设施投资 年度
4.1 物流投资

4.1.4物流 作业设备投资 年度

4.1.5 物流安全环保设施设备投资 S BE

6 物流通用系统投资 年度

42 1 费用 总量 年度
4.2物流费用

4,2.2 万支物流费用 年度

季度

$B
4,3,3采购运输费用 季度

3 4 本雹加工运输费用 Be
4,3,5 品牌合作生产运输费用 季度

4.3 原料物流费用 季度

4,3,? 原料装印搬运费用 季度

4,. 投资与费用 4.3,8 原料装印搬运单价 季度

43.9 原料 保管费用 季度

3. 10 原料保险费用 季度

4,3,11 其他费用 季度

4,4, 1 烟用材料物流费用 季度

44.2烟用材料运输费用 季度

4,4,3采购运输费用 季度

4.4.4本坊加工运输费用 季度

4.4 烟用材料物流费用 季度

44.6 烟用材料装卸搬运费用 季度

4,4, 7 烟用材料保管费用 季度

#E
4. 4. 9 其他费用 季度

4. 5. 1 成品物流费用 季度

4, 5 成品物流费用 4.5.2成运输费用 季度

季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A

A

4

4, 3, 1 原料物流费用 A

4. 3, 2 原料运输费用

4

4, 3. 6 运输单价

4

A

4. 4. 5 品牌作生产运输费用

4, 4, 8 烟用材料保险费用

A

4.5.3BiaTS teR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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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统计分类 统计分组 统计指标 统计周期 统计层级

4．5．4品牌合作生产运输费用 季度 B

4．5．5运输单价 季度 B

4．5．6成品装卸搬运费用 季度 B

4．5成品物流费用 4．5．7成品装卸搬运单价 季度 B

4．5．8成品保管费用 季度 B

4．5．9成品保险费用 季度 B

4．投资与费用
4．5．10其他费用 季度 B

4．6．1间接物流费用 季度 A

4．6．2差旅及招待费用 季度 B

4．6间接物流费用 4．6．3综合维护费用 季度 B

4．6．4培训费用 季度 B

4．6．5其他费用 季度 B

5．1．1平均存储量 季度 A

5．1．2吞吐量 季度 A

5．1．3入库量 季度 B

5．1．4出库量 季度 B

5．1原料物流规模 5．1．5运输总质量(重量) 季度 A

5．1．6采购运输质量(重量) 季度 B

5．1．7本埠加工运输质量(重量) 季度 B

5．1．8品牌合作生产运输质量(重量) 季度 B

5．物流规模 5．1．9运输总重程量 季度 A

5 2．1平均存储量 季度 A

5．2．2吞吐量 季度 A

5．2．3入库量 季度 B

5．2．4出库量 季度 B

5．2成品物流规模
5．2．5运输总数量 季度 A

5．2．6本埠加工运输数量 季度 B

5．2．7品牌合作生产运输数量 季度 B

5．2．8运输总数程量 季度 A

6．1．1仓储损耗量 季度 B

6．1．2收发货差错量 季度 B

6．1原料物流质量
6．1 3提货延迟次数 季度 B

6．物流质量
6 1．4到货延迟次数 季度 B

6．2．1收发货差错次数 季度 B

6．2烟用材料物流质量
6．2．2配送延迟次数 季度 B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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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

统计 分类 统计 分 组 统计 指标 统计层级

4.5.4品牌合作生产运输费用 季度 B

4.5.5 运输单价 季度 B

4.5.6 Ride ReHAA 季度 B

4.5 成品物流费用 4 .5.7成品装全搬运单价 季度

4.5. 8 保管用 季度

4 5. 9 成品保险费用 E季 52
4. 投资费用与

4. 5. 10 其他费用 季度

4, 6. 1 间接物流费用 季度

季度.6.2差旅及招待费用

4.6 间接物流费用 46 3 综合维护费用 季度

46 4 培训费用 季度

46.5 其他费用 季度

5.1.1 平均存储量 季度

5.1.2吞吐量 季度

5.1,3 人库量 季度

4 HER 季度

5. 1 原料物流规模 5.1.5运输总质量(重量) 季度

5.1.6 采购运输质量 (重量 ) 季度

5.1.7 本塌加工运输质量 (重量) FE
5.1.8 品牌合作生产运输质量 (重量) 季度

5. 物流规模 5.1.9运输总重重 季度

季度

5.2.25H8 EE
5.2.3 ARE 季度

5.2.4出库量 季度
5.2 物流规模

季度

季度

季度

5.2.8 量 季度

6. 1 1 PeeEE 季度

6. 1. 2 差错量 季度
6.1 原料物流质量

6. 1.3 提货BR数 季度
6. 物流质量

6.1.4到货延次数 季度

6 . 2. 1 收发货错次数 季度
6, 2 烟用材料物流质量

6.2.2 配送延迟次数 季度

Kit

B

4

A

A

5 .2.1 平均存储量

A

5.2.5 数量 A

5. 2, 6 本埠加工运输数量

5 -2-7 品牌合作生产运输数量

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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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YC／T 399—201 1

统计分类 统计分组 统计指标 统计周期 统计层级

6．3．1仓储报损量 季度 B

6．3．2在途损耗量 季度 A

6．3 3收发货差错量 季度 B

6．3成品物流质量 6．3 4提货延迟次数 季度 B

6．3．5到货延迟次数 季度 B

6．物流质量 6．3．6装卸延迟次数 季度 B

6．3．7客户投诉次数 季度 A

6．4．1账物不相符次数 季度 B

6．4．2数据录入差错次数 季度 B

6．4综合质量
6．4．3预算执行相符率 季度 B

6．4．4准运证未及时确认次数 季度 B

7．1．1入库延迟次数 季度 B

7 1．2百万支配料额定时间 年度 B

7．1原料作业效率
7 1．3出入库通道额定能力 年度 B

7．1．4运输车辆周转次数 季度 B

7．2．1入库延迟次数 季度 B

7．2烟用材料作业效率
7．2．2百万支配盘额定时间 年度 B

7．3 1出入库通道额定能力 年度 B

7．3 2物流订单内部周期 季度 B

7．3 3物流单证处理时间 季度 B

7．3．4物流单证送达仓储时问 季度 B

7 3成品作业效率
7．3．5物流订单仓储完成时间 季度 B

7．运行效率 7．3．6单车单通道提货率 季度 B

7．3．7单车单客户送货率 季度 B

7．3．8运输车辆周转次数 季度 B

7．4．1原料人均作业率 年度 A

7．4物流人员效率 7．4．2成品人均作业率 年度 A

7．4．3总人均作业率 年度 A

7．5 1烟用材料仓库库存周转次数 季度 B

7．5．2成品仓库库存周转次数 季度 B

7．5仓库利用效率
7．5．3原料仓库容量利用率 季度 A

7 5 4成品仓库容量利用率 季度 A

7．6．1设备累计故障停机时间 季度 B

7．6设备运行效率
7．6．2设备闲置台数 季度 B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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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统计分类 统计分 组 统计38 统计周期 统计层级

季度 B

季度 A

季度 B

6.3 RisORAS 6. 3. 4 提货延迟次数 季度

6.3, 5 到货延迟次数 季度

6. 物流质量 6.3, 6 延迟次数 季度

6. 3. 7 客户投诉次数 季度

季度

6. 4. 2 数据录人差错次数
6. 4 综合质量

季度

6. 4. 3 预算执行相符率 季度

6. 4. 4 准运证未及时确认次数 季度

71, 1 人上库延次数 季度

7. 1 原料作业效率
年BE

年度

7.1.4 周转次数 季度

2. 1 人FESE迟次数 季度
7, 2 烟用材料作业效率

-2 2 百万es额定时间 年度

力 年度

.3. 2 物流订单内部周期 季度

季度

7.3,4 物流单证送达仓鱼时间 季度
1. 3 作业效率

7, 3.5 物流订单仓储完成时间 季度

7. 运行效率 7. 3. 6 Hp通道提货率 季度

7.3.7 单车单客户送货率 季度

季度

7. 4. 作业率1 年度

7.4 物流人员效率 7 4 成吕.2 人均作业率 年度

7.4.3BA均作业率 年度

7.5. 1 烟用材料仓库库存周转次数 季度

7.5,2成品仓库库存周转次数 季度
7.5 仓库利用效率

7,5,3 原料仓库容量利用率 季度

7. 5 成品.4 仓库容量利用率 ee
7， 6. 1 季度

?7.6 设备运行效率
季度

6. 3. 1 仓储报损量

6. 3， 2 在途损耗量

6. 3. 3 收发货差错量

B

6 .4. 1 账物不相符次数

7.1.2百万支配料定时间
7.1.3 BARE上额定能力

7

7

7 .3. t

7

7.3.3 物流单证处理时间

了

7 .3.8运输车辆周转次数

了 , 6. 2 设备闲置台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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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统计分类 统计分组 统计指标 统计周期 统计层级

8 1．1仓储管理系统覆盖率 年度 B

8．1．2运输管理系统覆盖率 年度 B

8．1信息化水平 8．1．3全球定位及地理信息系统覆盖率 年度 B

8．1．4烟用材料RFID标识率 年度 B

8．1．5成品RFID标识率 年度 B

8．专业程度 8．2．1行业物流标准采用率 年度 A

8 2．2行业标准托盘使用率 年度 B

8．2标准化水平
8．2．3成品行业标准托盘使用率 年度 B

8．2．4物流专业等级测评通过项数 年度 B

8．3．1成品自动化立体仓库容量比例 年度 A

8 3自动化水平
8．3．2烟用材料自动化立体仓库覆盖率 年度 A

9．1．1仓储消防系统覆盖率 年度 B

9．1物流安全专业化 9．1．2视频监控系统覆盖率 年度 B

9 1．3安全报警系统覆盖率 年度 B

9．2．1物流安全事件次数 年度 B

9．安全与环保
9．2物流安全事件 9．2．2物流安全事件伤亡人数 年度 A

9 2．3物流安全事件直接经济损失 年度 A

9．3．1排放未达标或污染次数 年度 A

9．3物流环境保护
9．3．2物流环节节约利用资源项目数 年度 B

4．3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的解释及计算方法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的解释及计算方法按照附录A的规定。

4．4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

部分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按照附录B的规定。

¥C/T 399-2011

表 1 (续 )

统计分类 统计分 组 统计指标 ETTFH 统计层级

8.1-1 仓储管理系统覆盖率 年度 B

8.1. 2 运输管理系统覆盖率 B年度

8. 1 信息化水平 1. 3 全球定位及地理信息系统覆盖率 年度 B

8.1. 5 成品 RFID标识率 年度

8.28. 专业程度 1 行业物流标准采用率 年度

8.2. 2 行业标准托盘使用率 年度
8, 2 标准化水平

8.2. 3 Rs TTUL标ETEwe 年度

8.2. 4 物流专业等级测评通过项数 年度

年度
8. 3 自动化水平

8.3 烟用材料 自动化立体仓库覆盖率2 年度

9.1,1 仓储消防系统覆盖率 年度

9. 1 物流安全专业化 2 视频监控系统覆盖率 年度

年 BE

9. 安全与环保
9.2.1次数 年度

9. 2 物流安全事件 9 2. 2 物流安全事件伤亡人数 年度

9.2.3物流安全事件直接经济损失 年度

9. 3. 1 排放未达标或污染次数 年度
9.3 物流环境保护

9. 3.2 物流环节节约利用资源项目数 年度

8. 1. 4 烟用材料 RFID标识率 年度

A

8. 3. 1 成品自动化立体仓库容量比例

A

9

9 .1.3 安全报警系统材盖率

全事件

A

A

A

4.3 卷烟业 企业物流统计指标的RR计算方法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的解释及计算 A 的规定 。

4.4 着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间的数量关系

部分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按照附录 B 的规定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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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人力资源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的解释及计算方法

A．1．1从业人员

A．1．1．1物流从业人员总数量

YC／T 399—20 11

统计周期末，企业从事仓储、货运、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物流活动的各类人

员总数。计量单位：人。

A．1．1．2原料仓储操作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企业原料仓库(含外租仓库)中从事具体仓储操作业务的日常人员(包括保管人员、装

卸人员和后勤人员)数量。计量单位：人。

A．1．1．3烟用材料仓储操作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企业烟用材料(含香精香料)仓库(含外租仓库)中从事具体仓储操作业务的日常人员

(包括保管人员、配盘人员、装卸人员和后勤人员)数量。计量单位：人。

A．1．1．4成品仓储操作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企业成品仓库(含外租仓库)中从事具体仓储操作业务的日常人员(包括保管人员、装

卸人员和后勤人员)数量。计量单位：人。

A．1．1．5货运操作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企业从事具体货运操作业务的日常人员(包括自有车辆、配套企业车辆和常用外租车

辆驾驶人员以及货运配套操作人员)数量。计量单位：人。

A．1．1．6技术维护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企业从事仓储设备、装卸搬运设备、信息设备、运输设备等物流作业设备和物流信息系

统(如仓储管理系统、运输管理系统、工商卷烟物流在途信息系统、物流综合管理系统等)维护和保养的

人员数量。计量单位：人。

A．1．1．7物流管理及其他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企业在仓储、货运、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物流活动管理岗位上

工作的人员(包括物流中心管理人员、仓储管理人员、货运管理人员、装卸管理人员和物流技术与业务管

理人员)以及从事除物流管理、仓储操作、货运操作、技术维护业务以外的其他物流业务人员的数量。计

量单位：人。

YC/T 399-2011

附 录 A
(规范性 附录 )

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统计指标的解释计算方法

A.1 人力资源

A.1.1 从业人员

A.1.1.1 物流从业人员总数量

统计周期末 , 企业从事仓储 、货运 装全 .搬运 .包装流通加工 配送、信息处理等物流活动的类人
员总 数 计量单位 :人 。

A.1.1.2 原料仓储 操作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 , 业原料仓库(含外租仓库)中从事具体仓储操作业务的 日人员 (包括保管员 、 装企
人

BA员和后勤员 )数 量 计是单 位 人 。

4. 1.1.3 烟用材料仓储操作人员数量

末 ,企业烟用材料(含香精香料)仓库( ) 中从事具体仓储操作业务的 的 日常员
(包括保管员 ,配盘人员 RBARAGHAR Be. RBA.
A.1.1.4 成品仓储操作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 ,1企成品仓库( 含外租仓库 中从事具体仓储操作业务的 的 日常员 (包括保管人员 、 装业

RRS
A115 货运操作 AH人 量

统计周期末 ,企业从事具体货运控作业务的 的 日 (包 括 有车辆.配套企业车辆和常用外租车
辆驶人员以及货运配套操作人员)数 计量单位 。

4A.1.1.6 技术维护员数量人

统计周期末,企业从事仓储设备.装卸搬运设备 .信息设备 .运输设备等物流作业设备和物流信息系

统(如仓储管理系统 .运输管理系统 工商卷烟物流在途信息系统 .物流综合管理系统等) 维和保养的
人员数 量 计量单位 。

A1.1.7 物流管理及其 他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 ,企业在 货运 EA RE .包装 .流通加工 .配送 、信息处理 活动管理岗位上
工作的人员 (包括物流中 心管理员 仓储管理员 货运管理员 ,装卸管理员和物流技术业务管人

理人员 ) 以及从事除物流管理.仓储操作货运操作 ,技术维护业务以外的其他物流业务员的数量 计

量单位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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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按学历划分

A．1．2．1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数量

卷烟工业企业日常物流从业人员中，具备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数量，计量单位：人。

A．1．2．2大专及本科学历人员数量

卷烟工业企业日常物流从业人员中，具备大专及本科学历的人员数量，计量单位：人。

A．1．2．3大专以下学历人员数量

卷烟工业企业日常物流从业人员中，具备大专以下学历(含高中、中专、技校、初中、小学)的人员数

量，计量单位：人。

A．1．3按用工形式划分

A．1．3．1合同制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物流从业人员数量。计量单位：人。

A．1．3．2人事派遣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由企业委托的人才服务专业机构聘用的派驻企业定岗工作，以岗定薪的物流从业人员

数量，此类人员参照企业在册人员。计量单位：人。

A．1．3．3外包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企业El常物流从业人员中属于委托人才或劳务中介机构聘用的派驻企业工作、以劳务

计费的劳务外包人员和把企业内部业务的一部分承包给外部专门机构的业务外包人员的数量，此类人

员不参照企业在册人员。计量单位：人。

A．1．3．4其他聘用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企业以其他形式委托聘用的物流从业人员数量。计量单位：人。

A．2基础设施

A．2．1原料仓储设施

A．2．1．1仓库总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仓库的额定存储量。计量单位：t。

仓库总容量一仓库有效存储面积×单位面积额定存储量。

A．2．1．2自有仓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所有权属于本企业的仓库的额定存储量。计量单位：t。

自有仓库容量一自有仓库有效存储面积×单位面积额定存储量。

A．2．1．3外租仓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外租的仓库的额定存储量。计量单位：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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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按学历划分

A.1.2.1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数量

卷烟工业企业 日 常流从业人员 中 ,具备研究生及上学历的员数量 ,计量单位 。

A.1.2.2 大专及本科学历人员数量

卷烟工业企业 日 流从业人员 中 ,具备大专及本科学历的员数量 ,计量单位 人 。

A. 1.2.3 大专以下学历员数量

卷烟业企业 日 常物流从业人员 中 校. 初 中小学) 数人

量,计量单位 。

以 学CSF 中 中专、技.中

A.1.3 按用工形式划分

4.1.3.1 合同制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 ,与企业签订正式动合 业人员数量 。 计量单位 。

4.1.3.2 人事ik人员数量

统计局期末, 由企业委托的人才服务专业机构聘用的 定岗工作 薪的 业人员
数量 ,此类人员人参照业在册人员 。 计量单位 。

A.1.3.3 外包人员数量

统计期末 ,企业 日

计费的劳务外包人员和把业内部业务的 部分承包给外部专门机构的业务外包人员 的数量,此类人
员不参照企业it人员。 计量单位 人 。

业人员中属于委托才或劳务介机构聘用的派驻企业工作 、以劳务

A. 1.3.4 其他聘用人员数量

统计周期末 ,企业以 "其 形式委托聘用的物流从业人员数 量 计量单位 。他

A.2 基础设施

A.2.1 原料仓储设施

A.2.1.1 仓库总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仓库 BYaE存储 计量单位 : t，

仓库 总容量 =仓库有效存储面积 面积 义单位面积定存 储量 。

A.2.1.2 自 有仓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有权属本企业的仓库的额定存储量所
量 计量

自 有仓库容量 自 有仓库有效存储面积 X单位面积额定存储量 。

te

A.2.1.3 外租仓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外租的仓库的额定存储 量 计量单位 : 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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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租仓库容量一外租仓库有效存储面积×单位面积额定存储量。

A．2．1．4自动化立体仓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自动化立体仓库的额定存储量。计量单位：t。

自动化立体仓库容量一自动化立体仓库有效货位数量×单个货位额定存储量。

A．2．1．5楼房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楼房仓库的额定存储量。计量单位：t。

楼房库容量一楼房库有效存储面积X单位面积额定存储量。

A．2．1．6平房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平房仓库的额定存储量。计量单位：t。

平房库容量=平房库有效存储面积×单位面积额定存储量。

A．2．1．7洞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山体洞库的额定存储量。计量单位：t。

洞库容量一洞库有效存储面积×单位面积额定存储量。

YC／T 399—201 1

A．2．1．8仓库建筑总面积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仓库平面面积之和。计量单位：m2。

A．2．2烟用材料仓储设施

A．2．2．1仓库建筑总面积

企业用于存储未配盘烟用材料和已配盘烟用材料(含车间内烟用材料工艺平衡区)的仓库平面面积

之和。计量单位：m2。

A．2．2．2配盘材料存放区面积

企业用于存储已配盘烟用材料(含车问内烟用材料工艺平衡区)的仓库平面面积之和。计量单

位：m2。

A．2．3成品仓储设施

A．2．3．1仓库总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成品的仓库的额定存储量。计量单位：万支。

仓库总容量=仓库有效存储面积X单位面积额定存储量。

A．2．3．2自有仓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成品的所有权属于本企业的仓库的额定存储量。计量单位：万支。

自有仓库容量一自有仓库有效存储面积X单位面积额定存储量。

A．2．3．3外租仓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成品的外租仓库的额定存储量。计量单位：万支。

外租仓库容量一外租仓库有效存储面积×单位面积额定存储量。

YC/T 399 2011

外租仓库容量外租仓有效存储面积单位面积定 存储基 。

A.2.1.4 自动化立体仓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 的 自动立体仓库的额定存储 量 计量单位:t。
自动化立体仓库容量 自动化立体库有效货位数量勾单货位额定存储量 。

个

A.2.1.5 楼房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楼房库的额定存储 量 计量单位 te
楼房库容量=楼房库有效存储面积 X单位面积额定存储量 。

1.2.1.6 平房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平房仓库的额定存储量 。 计量单位 : t。

平房库容量 =平房库有效存储面积 X单位面积额定存储量 。

A.2.1.7 洞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出体洞库的额定存储量。 计量单位: t。
洞库容量 洞库有效存储面积 X单位面积额定存储量 。

A.2.1.8 仓库筑总面积

企业用于存储原料的仓库平面面积和 。 计量单位:m2
。

A.2.2 烟用材料仓储设施

A.2.2.1 仓库建筑总面积

企业用于存储未配盘烟用材料和已配盘烟用材料(含车间 内烟用材料工艺平衡区)的仓库平面面积
之和 。 计量单位 : m*。 9

A.2.2.2 配盘材料存放区面积

企业用于存储已配盘用材料(含间内烟用材料工艺平衡)的仓库平面面积 。 计量单车

位 :mi 。

A.2.3 成品仓储设施

A.2.3.1 仓库总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成品的仓库的额定存储 量 计量单位 :万支 。

仓库 总容量 仓库有效存储面积单位面积额定储量。

A.2.3.2 自 有仓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成品的有权属本企业的仓库的额定存储所
量 计量单位 :万支 。

自 有仓摩容量 一 自 有仓库有效存储面积 X单位面积额定存储量 。

A.2.3.3 外租仓库容量

于存储成品的外租仓库的额定存储 量 计量单位 : 万支 。

外租仓库容量外租库有效存鱼面 积义单位ARE存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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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4自动化立体仓库容量

企业用于存储成品的自动化立体仓库的额定存储量。计量单位：万支。

自动化立体仓库容量一自动化立体仓库有效货位数×单位货位额定存储量。

A．2．4货运设施

A．2．4．1停车场面积

企业用于停放货运车辆的停车场面积，包括库区停车场、厂区停车场、装卸货月台停靠场地。计量

单位：m2。

A．2．4．2其他场地面积

企业除货运停车场外用于处理货运业务的场地面积，包括货运办公区、货运加油站、货运修理场地

等。计量单位：m2。

A．2．5综合设施

A．2．5．1综合办公区面积

企业物流业务综合办公区域面积，包括物流中心办公区、仓储办公区等。计量单位：m2。

A．2．5．2维修服务区面积

企业仓储业务相关的维修服务区域面积，包括仓储设施设备维修操作场地、仓储充电设备暂存场

地、除货运停车场以外的其他停车场等。计量单位：m2。

A．3作业设备

A．3．1仓储设备

A．3．1．1立体货位数量

自动化立体仓库、数字架库、普通架库中配置码放托盘的货位数量。计量单位：个。

A．3．1．2空调总功率

用于调节仓库内部的空气温度、洁净度、气流速度等使之达到一定要求的空气调节器的累计额定功

率。计量单位：kW。

A．3．1．3风幕机总功率

安装于仓库门口上方，产生一定气流将室内外空气隔开的设备的累计额定功率。计量单位：kW。

A．3．1．4除湿机总功率

用于调节仓库内部的空气湿度，使之达到一定要求的空气调节器的累计额定功率。计量单位：kW。

A．3．1．5温湿度监控系统数量

用于监控和自动调节仓库内部空气温度及湿度的系统(包括控制系统及其配套设备)的数量。计量

单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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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4 自动化立体仓库容量

成品的自动化立体仓库的额定存储基 量 计量 单位 : 万支 。

容量 A 立体仓库有效ih数 X 存储量 。

企业用于存储

A.2.4 货运设施

A.2.4.1 停车场面入

企业用于停放货运车辆的停车场面积,包括库区停车场 .厂区停车场 .装卸货月 台停礁场地。 计量
单位 :m: 。

A.2.4.2 其他场地面积

企业除货运停车场外用于处理货运业务的场地面积,包括货运办公区 、货运加油站 、货运修理场地
等 计量 单位 : m* 。

A.2.5 综合设施

A.2.5.1 综合办公区面积

企业物流业务综合办公区域面积,包括物流 中 心公区 .仓储办公区 等 计量位 : m 。

A.2.5.2 维修服务区面积

企业仓储业务相关的维修服务区域面积 ,包括仓储设施设备维修操作场地.仓储充电设备暂存场
地 、除货运停车场外的 "其 停车场 等 计量位 Im他 2

A.3 作业设备

A.3.1

A.3.1.1 立体货位数量

自动化立体仓库 .数字架库 .普通巢库中配置码放托盘的货位数量。 计量单位 :个 。

A.3. 1.2 空调总功率

用于调节 仓库内部的气温度 .洁净度 .气流速度等使之 达到 定要求的空气调节器的丸计额定功
率 计基单 位: kW。

A.3.1.3 风幕机总功率

安装于仓库 门口上,产生 定气流将室内外气隔开的设备的果计额定功率 > 计量单位kW,

A.3.1.4 除湿 总功率

用于调节仓库内部的空气湿度 ,使达到之 定要求的ia器的累计额定功率 计量单位: KW。

-.3.1.5 温湿度监控系统数量

机

用于 监控和 自动调节仓库内部气温度及湿度系统(包括控制HR其配设备 ) 的 数量 计量

单位 :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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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流作业环节中，对原料水分含量进行自动检测的配套仪器的套数。计量单位：套。

A．3．1．7熏蒸杀虫配套设备数量

对原料进行蒸熏杀虫处理的配套设备(包括磷化氢回收设备等)的数量。计量单位：套。

A．3．2原料装卸搬运设备

A．3．2．1升降货梯数量

通过人工对控制系统的按钮操作，完成原料上下层之间运输的起重升降机械设备的数量。计量单

位：台。

A．3．2．2夹包机数量

原料装卸搬运作业中，能够将货物从两侧夹住并在垂直或水平方向搬运及装卸作业的车辆数量。

计量单位：台。

A．3．2．3叉车数量

用于原料装卸搬运作业，具有各种叉具，能够对物品进行升降和移动以及装卸作业的搬运车辆

(GB／T 18354)的数量。计量单位：台。

A．3．2．4码垛机数量

在原料物流作业环节，通过手动、半自动或全自动方式码垛或拆分原料的机械设备的数量。计量单

位：台。

A．3．2．5巷道堆垛机数量

专用于原料自动化立体仓库，在自动化立体仓库货架之间的巷道内运行，用于搬运整托盘原料的机

械设备的数量。设备主要由起升机构、运行机构和机架等组成，起升机构采用钢丝绳或链条提升。计量

单位：台。

A．3．2．6托盘式输送机数量

用于内部物流作业衔接的，自动完成整托盘原料在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连续运送的机械设备的数

量。计量单位：台。

A．3．2．7电瓶牵引车数量

用于内部物流作业衔接的，由电动机驱动、电瓶供电完成原料输送的牵引车的数量。计量单位：台。

A．3．3烟用材料装卸搬运设备

A．3．3．1升降货梯数量

通过人工对控制系统的按钮操作，完成烟用材料上下层之间运输的起重升降机械设备的数量。计

量单位；台。

A．3．3．2夹包机数量

7用于烟用材料装卸搬运作业，能够将货物从两侧夹住并在垂直或水平方向搬运及装卸作业的车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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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6 水分自动检测配套仪器数量

在物流作业环节中,对原料分含量进行动检测的配套仪器的套数 计量单位 : 套 。

A3.1.7 车蒸杀虫配套设备数量

对原料HEATH下杀虫 的配套设备 (包括磷化氨回收设备等) 的数量 计量单位 : 套 。

A.3.2 原料装卸搬运设备

A.3.2.1 升降货梯数量

控制系统的按钮操作 ,完成原料下层之间运输的起重降机械设备的数量 计量单
位 : 台 。

A.3.2.2 夹包机数量

计量单位 : 台 。

原料装卸搬运作业 中 ,能够将货物从两侗夹#在垂直或平方向搬运及装务作业的车辆数基 。

A.3.2.3 又车数量

用于原料装件据运作业,具有各种叉具 ,能对物品进行 移动及 85 作业的搬运车辆
(GB/T 18354)钓数量 计量单位 : 台 。

A.3.2.4 码翅机数量

在原料物流作业环节 ,般过手动 .半 自 动或全 自动方式码志或拆分原料的机械设备的数量 计量单
位 : 台 。

A.3.2.5 巷道堆翅机数量

专用于原料 自动化立体仓库 ,在自动化立体仓库货架之间的巷道内运行 ,用于搬运整托盘原料的机
械设备的;数量 设备主要由起升构、运行机和机架等组 成 ,起升构采用钢丝强或链条提升 计量
单位 : 台 。

A.3.2.6 托盘式输送机数量

用于内部物流作业衔接的 , 自动 托托盘原料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连续运送的机械设备的数
量 计量单位 : 台 。

4.3.2.7 BRE引FRE
用于内部物流作业衔接的,由 电动机驱动 ,电瓶供电完成原料输送的牵引车的数量 计量单位 : 台 ，

A.3.3 烟用材料装印搬运设备

A.3.3.1 升降货梯数量

通过人工对控制统的按钮操作 完成烟用材料下层之运输的起重升降机械设备的数量 。计
量单位 : 台

A.3.3.2 夹包机数量

""
用于烟用材料装印撒运作业 ,能够将货物从两两侧夹住并在垂直水平方搬运及装卸作业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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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计量单位：台。

A．3．3．3叉车数量

用于烟用材料装卸搬运作业，具有各种叉具，能够对物品进行升降和移动以及装卸作业的搬运车辆

(GB／T 18354)的数量。计量单位：台。

A．3．3．4巷道堆垛机数量

专用于烟用材料自动化立体仓库，在自动化立体仓库货架之间的巷道内运行，用于搬运整托盘烟用

材料的机械设备的数量。设备主要由起升机构、运行机构和机架等组成，起升机构采用钢丝绳或链条提

升。计量单位：台。

A．3．3．5托盘式输送机数量

用于内部物流作业衔接的，自动完成整托盘烟用材料在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连续运送的机械设备

的数量。计量单位：套。

A．3．3．6电瓶牵引车数量

用于内部物流作业衔接的，由电动机驱动、电瓶供电完成烟用材料输送的牵引车的数量。计量单

位：台。

A．3．3．7自动导引车数量

用于烟用材料装卸搬运业务，具有自动导引装置，能够沿设定的路径行驶，在车体上具有编程和停

车选择装置、安全保护装置以及各种物品移载功能的搬运车辆(GB／T 18354)的数量。计量单位：台。

A．3．4成品装卸搬运设备

A．3．4．1升降货梯数量

通过人工对控制系统的按钮操作，完成成品上下层之间运输的起重升降机械设备的数量。计量单

位：台。

A．3．4．2托盘式输送机数量

成品仓库内用于物流作业衔接的，自动或半自动完成整托盘卷烟成品在水平或垂直方向连续运送

的机械设备的数量。计量单位：套。

A．3．4．3件烟输送机数量

成品仓库内用于物流作业衔接的，完成成品件烟连续运送的机械设备的数量，包括普通皮带式、可

伸缩皮带式、滚筒式、链条式和滑道式件烟输送机。计量单位：台。

A．3．4．4码垛机械手数量

在成品物流作业环节中，通过电机及光电、接近传感器的控制，将成品卷烟以件烟形式按设定的程

序堆垛或拆垛的自动化设备的数量。计量单位：台。

A．3．4．5巷道堆垛机数量

专用于成品自动化立体仓库，在自动化立体仓库货架之间的巷道内运行，用于搬运托盘件烟的机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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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计量单位 : 台 。

A.3.3.3 叉车数量

用于烟用材料装卸搬运作业 ,具有各种叉具,能够对物品进行降和移动以及装卸作业的搬运车辆
(GB/T 18354)的数量。 计量单位 : 台 °

A.3.3.4 巷道堆坷机数量

专用于烟用材料 自动化立体仓库 ,在自动化立体仓库货架之间的巷道内运行,用于搬运整托盘烟用
材料的机械设备的数量。 设备主要由起升机构 ,运行机构和机架等组成 ,起升机构采用钢丝绳或链条提
升 。 计量单位 : 台 。

A.3.3.5 托查式输送机数量

用于内部物流作业衔接的 烟用材料在水平方 向或垂直方向连续运送的机械设备
的数量 计量单位 :套 。

A.3.3.6 电瓶引车数量

用于内部物流作业衔接 ,由 电动机驱动 输送的 牵引 车的数量 计量单的

位 : 台 。

A.3.3.7 BmSs]=数量

用于烟用材料装卸搬运业务,具有 自动导引装置 ,能够沿定的路径行驶 ,在车体具有编程停
车选择装置.安全保护装置以及各种物品移载能的搬运车辆 (GB/T 18354)的数量 计重单 : 台 。

A.3.4 成El搬运设备

A.3.4.1 升降货梯数量

通过人工对控制系统的按钮操作 品下层间运输的起重升降机械设备的数量 计量单
位 : 台 。

A.3.4.2 输送机数量

成品仓库内用于物流作业衔接的 ,自动或半自动完成整托盘卷烟成品在水平或垂直方向连续运送
的机械设备的数量 计量单位 :套 。

A.3.4.3 件烟输送机数量

成品仓库内用于物流作业衔接的 ,完成成品件烟连续运送的机械设备的数量 ,包括普通皮带式、可
伸缩皮带式、滚简式 、链RK和滑道式 输送机 。 计量单位 : 台 。

A.3.4.4 BRURFAM
在成品物流作业环节中 ,通过电机及光电 、接近传感器的控制 ,将成品卷烟 以件烟形式按设定的程

序堆 吉 数量 计量单位 ,人台Alo

A.3.4.5 #222588
专用于成品 品 自动立体仓库 ,在自动化立体仓库货架之间的巷道内运行 ,用于搬运 烟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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