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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进人九十年代以来
,

供应链管理成为增强企业竞争力最重要方法之一
。

本文介绍了供应链管

理的基本思想
,

说明了供应链管理产生的理论与现实背景
,

介绍了实施供应链管理的基本过程
,

分析

了为辅助供应链管理的模型
,

并说明了供应链管理对我国企业管理的借鉴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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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进人九十年代以来
,

供应链管理 (SuP p ly Ch ai n Man a ge me nt
,

简称 SCM ) 成了学术 界研究

的一个热门领域
。

例如
,

((国际生产规划与控制》 (Int
e

哪
tio n a l Jo

ur n al o f p r o d u c tio n p la俪飞
an d 6 nt ro l) 杂志于 19 95 年 出了一期

“

供应链管理
”

专刊 ; 《国际工业工程会刊》 (n E Tr a ns ac
-

ti o ns ) 也于 199 7 年 出了一期
“

供应链管理
”

专刊
,

同年权威的 《管理科学》 (M ana ge me nt S ci
-

c n c e ) 为了顺应这一 潮流
,

从第四期 开始将
“

供应链管理
”

专门开辟为一个独立 的研究领域
,

以便更好地处理这方 面 的研究成果
。

供应链管理也 已 为企业界所关 注
:
有资料显示

,

惠 普

(H P ) ‘, , 、

数字仪器公司 (D EC ) ‘幻
、

宝洁 (P& G ) 〔, ,
爱立信 (Er ics so n ) 公司等都 已采用这种

管理新方法并 因此而增强了企业 的国际竞争力
。

本文将回答供应链是什么
、

为什么会提出供应链

管理
、

供应链管理的基本过程及其方法
、

以及供应链管理对我国企业借鉴作用等问题
。

1 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思想

进人八十年代
,

企业业务流程 (Bus ine ss Pro ees s) 受到 了广泛 的重视
。

因为
,

企业 的资源

(包括人力资潺 物质资源
、

财务资源) 正是通过业务流程来形成其竞争优势的
。

为此
,

哈佛商

学院的M Po rt er
教授提出了有名的价值链模型

〔司 。

作为一种业务流程模型
,

价值链模型把企业

为顾客
、

为自己创造价值的各种业务活动集成在一起
。

供应链实际上也是一种业务流程模型
,

它

是指由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
、

.

产品的制造商
、

分销商和零售商到最终户 的价值链组成
,

完成由

顾客需求开始到提供给顾客以所需要 的产 品与服务的整个过程 (如图 l)
。

从组织 内部来看
,

供

应链包括有采购
、

制造
、

分销等部门
,

有 时这一部分被称为内部供应链
。

从组织外部来看
,

供应

链包含了原材料供应商
、

制造商
、

销售商
、

最终用户
,

有时这一部分就被称为外部供应链 (或外

部价值链 )
。

收稿日期
: 19燮〕一 1 1一 20

基金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79 8(日)15) ; 江苏省社会科学

“

九五
”

规划基金资助项 目 (04 一 0加)

作者简介
:
沈厚才 (1久沁一 )

,

男 (汉族)
,

江苏
,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

研究方向 : 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
.



中国管理科学 2(X X) 年

一
供应链

一
一麒硫一

;

一
绷龋

一
;

一
针麒

道

一
:

一绷
户

一

原材料
库存

在制品
库存

成品工
厂库存

成品分
销售存

成品零
售库存

妙冷丫口一牵军睁军睁军峥日
采购

订货
车间

订货

主生产

计划
订货

分销

订货
零售

订货

用 户

订货

图 1 供应链中的物流与信息流
‘5 ,

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方法
,

供应链管理就是对整个供应链中各参与组织
、

部门之间的物流
、

信

息流与资金流进行计划
、

协调和控制等
,

其目的是通过优化提高所有相 关的过程 的速度和确定

性
,

最大化所有相关过程的净增加值
,

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和效益
〔。 .

供应链中的物流是指从

供应商到顾客手中的物质产品流
。

供应链 中的信息流包括产品需求
、

订单的传递
、

交货状态及库

存信息
。

供应链中的资金流 (Fi na nc ial n o w s) 包括信用条件
、

支付方式
、

以及委托 与所有权契

约等
。

这些流常常是跨部门
、

跨企业
、

跨产权主体甚至是跨行业的
。

与传统的企业管理对比
,

现

代供应链管理体现了以下几个基本思想
:

(l) 系统观念
: 不再孤立地 看待各个企业及各个部 门

,

而是考虑所有相关 的内外联系体

—
供应商

、

制定商
、

销售商等
,

并把整个供应链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

(2) 共同 目标
:
产品与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对成本

、

质量
、

服务等要求
,

应该成为供应链 中

的所有参与者共同的绩效 目标
,

从而才会使得利润最大化
。

(3) 主动积极的管理
:
对在供应链 中增加 价值的以及成本成有关的所有联系体 (内部的

、

外部的
、

直接的
、

间接的) 进行积极主动的管理 ; 不再把存货看作是供应链中供应与需求不平衡

时的首选方案
。

(4) 采取新型的企业与企业关系 : 在企业主动地关注整个供应链及其管理同时
,

供应链中

各成员之间的业务伙伴关系便得到了强化 : 通过仔细地选择业务伙伴
,

减少供应商数目
,

变过去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敌对关系为紧密合作的业务伙伴
。

这种新型关系主要体现在共同解决问题与信

息共享等方面
。

共同解决问题有多种形式
,

比如供应商
、

顾客参与产品设计
、

质量改进
、

成果降

低等信息共享意味着有关库存水平
、

零货量
、

长期计划
、

进度计划
、

设计调整等关键数据在供应

链中保持透明
。 “

供应商管理的库存
”

(Ve n d or 一Man ag ed 一In ve nt or y
,

简称 V MI) 策略便是实施

信息共享 的一个例子
.

在这种系统中
,

诸如 W a l一 M ar t 这种的创新性的零售商通过 E D I 这样 的

信息系统与诸如 P& G
.

公司这样供应商共享销售信息
,

这样 P&G 公 司便可管理它在 w al一M a rt

处的产品库存
。

同时
,

P& G 能够运用现期的实时销售信息
,

生产即将销售 的产 品
,

而不是去生

产那种可能与现期需求有偏差的预测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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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发核心竟争能力
:
也只有企业本身具有核心竞争能力

,

供应链业务伙伴关系才 会持

久
。

所以
,

供应链业务伙伴关系的形成不能以丧失企业 的核心竞争能力为代价
,

应做到能够借助

其它企业的 (核心) 竟争能力来形成
、

维持甚至强化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
。

供应链管理思想 与方 法 目前 已 在许多 企 业 中得到 了应用
,

并且 取得 了很大的成 就
,

在

Pi tti gh o R ab in To dd & McG ra th 组织资助下
,

一组研究人员对供应链管理的应用效果进行了为

期两年的研究
,

调查了 90 家离散型制造企业和 75 家流程型制造企业
,

发表了
“

1997 年供应链绩

效研究报告
” ,

得出如下结论
〔刃 :

·

供应链管理的应用使总成本下降了 10 %(以 1 9 9 6 年为对比基点
,

以下同飞
·

供应链系统中企业的按时交货率提高了 15 % 以上
,

·

订货 一 生产的周期缩短了 25 一 35 %
,

·

供应链中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了 10 % 以上
,

·

主导企业的资产增长率为 巧一 20 %
.

以上数据说明
,

供应链中的组织在不同程度上都取得 了发展
,

其中以
“

订货 一 生产的周期

缩短
”

最为明显
。

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

完全得益于供应链中组织
、

部 门之间的相互合作
、

相互利

用对方资源的经营策略
。

因此
,

供应链管理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
。

2 供应链管理提出的背景

供应链管理思想
、

方法兴起的原因很多
,

主要原因在于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所发生 的巨大

转变 : 从过去供应商主导的
、

静态的
、

简单的市场环境变成了现在顾客主导的
、

动态的
、

复杂的

市场环境
.

长期以来
,

市场供不应求
,

企业所面对的市场相对稳定
,

所以供应链中各组织之间
、

各部门

之间的协调问题相对比较容易
,

企业绩效也主要取决于本组织 与部 门的绩效
。

进人八十年代以

来
,

市场中供
、

需双方的关系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

顾客在买卖关系 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

所

以
,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再仅仅取决于供应链中各组织
、

部门本身
,

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用户
,

所

以企业应将让顾客满意放在首位
。

然而
,

传统的企业管理很难做到这点
,

因为在传统的企业管理

思想下
,

职能部门是相互独立地进行管理 (如 图 2)
.

ha 由 也
图 2 传统的管理重视各具体的职能单位

在这种传统的管理思想指导下
,

供应链中的各职能部 门以及各组织通常只追求本部 门的利

益
,

而且各部门
、

各组织之间缺少有效的信息沟通与集成
,

其后果是通常会出现 Fo
r r es ter 教授

在五
、

六十年代首先发现的一种现象
,

即微小市场波动会制成制造商在进行生产计划时遇到 巨大

的不确定性
〔l0)

。

许多实证研究与企业调查 发现
,

这种现象存在于包括汽车制造
、

计算机制造
、

日用品制造等行业的供应链中
‘, 1, 一 〔l4)

。

现代管理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
“

牛鞭效应 (B ul lw hi p

E fl七ct )
, 〔l3) 〔14) 即向供应商订货量的波动程度 (方差 ) 会大于 向其顾客销售量的波动程度 (方

差)
,

并且这种波动程度沿着供应链向上游不断扩大 (如图 3)
.

显然
,

这种现象将会给企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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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后果
:
产 品库存积压严重

、

服务水平不高
、

产品成本过高及质量低劣等 问题
,

这必然会使

企业在市场竟争中处于不利 的地位
。

另外
,

当今企业与企业之 间的竞争不再仅仅是 比价格
、

质

量
,

供货时间已经成为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一个重要 的竞争要素
。

然而
,

随着先进制造技术

在七八十年的迅速的发展以及对传统制造系统的不断改进
,

制造周期已经大大缩短
,

因而非制造

时间在总供货时间中所占比例就有显著的增加
,

要进一步缩短供货时间
,

就必须考虑对现场供应

链的改进
.

脚、州二 制制造商商

顾客需求
量波动

零售商订

货量波动

批发商订

货量波动

制造商订

货费波动

图 3 牛鞭效应 : 订货量的波动程度沿供应链不断扩大

供应链管理也是 欧美企业在面临 日本等东亚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 日益强大情况下提出的
。

东亚企业
,

尤其是 日本企业
,

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 因在于将供应链中的各环节进行协调
、

集

成
。

比如
,

在企业 内部
,

采用 TQM(全面质量管理 ) JI T( 准时制管理 飞强调各部 门合作来降低

成本
、

提高质量
。

在企业外部
,

采用外包制并减少零部件供应商数目
,

并与它们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以达到共同提高质量 ; 降低成本; 另外
,

将顾客需求纳人企业管理系统内部
,

采用柔性制造系

统 (FM S)
,

提高企业应变能力和服务水平
。

欧美企业为了应付这种国际化竞争
,

供应链管理理

念及时引人
,

比较典型的例 子便是克莱斯勒公司 (C h rysl er 助rP or at in n)
.

克莱斯勒公 司在为

n o d g e Int r e p id
、

E ag le Vi s io n
、

C七ry sle r C o
nc

o r d e 等新型 汽车设计 生产线时
,

将至少 70 % 的

零部件外包给少数几个供应商
,

并邀请供应商参与到早期的关键研究开发阶段
。

结果
,

新产品开

发周期
,

从零部件开发到总装成功
,

由通常情况下的 5 一 6 年减少到 39 个月
〔I5)

。

另外一个推动供应链管理的关键因素是近二十年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 (IT) 的飞速发

展
。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地理和文化上的差距大大地缩短了
,

各国的工商组织就能够

在全球范 围之 内获取资源并销售产品
,

加上产品生命周期在不断缩短
,

供应链管理的作用就更加

突出
,

范 围更加广泛的全球性供应链也迫切需要更加有效的管理理念和协调技术
.

而 E D I( 电子

数据交换 ) PD I( 产品数据交换 ) Int er ne t
、

Int ra ne t 及各种信息系统应用的发展
,

极大地促进

了现代供应链管理理念的实现 以及组织结构转变
。

同时
,

八十年代中后期许多企业所开展的业务

流程重构 (B us ine ss Pro ee ss R e 一 e
ng ine er in g

,

简称 B PR ) 也极大地促进 了供应链管理 的发展
。

业务流程重构强调 的是对以图 2 为代表的职能部 门进行横 向集成
,

形成一个管理 良好 的业务流

程
,

以创造更多的顾客的价值
。

许多企业认识到
,

仅仅进行内部业务流程重构其效果十分有限
,

所以还需要考虑促进供应链中其它成员的业务流程的改进
,

并通过它们来增强竞争优势 (如 图

4)
。

从某种方程度上
,

供应链管理实际上是将业务流程重构的思想在企业网络之间进行推广
。

其

实
,

企业为最终顾客的服务
,

除本企业的各个不同的增值活动之外
,

还应包括相关的其它企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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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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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业务流程重构与供应链管理

织 的各增值活动
: 原材料

、

零部件供应商
、

产品分

销商等 (如图 4)
。

业务流程重构通 常强调 的是企

业内部各职能活动的协调与集成
,

而供应链管理则

强调了在此基础之上对组织与组织之间业务流程的

重新设计与集成
〔’。 。

此外
,

对供应链及其有效管理的研究近几年 的

空前高涨
,

主要原因还包含了人们对供应链管理在

企业生存发展 中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

麻省

理工学院斯隆管理 学院的查尔斯
·

法 恩教授根据

在现他最近的个案研究成果和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
:

今天比拼竞争力的战场上
,

一家企业最根本
、

最核心的竞争力在于对供应链的设计 ¹
。

总之
,

代供应链管理理论与方法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产生的
,

是 当今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 中生存与

发展的一个重要武器
,

是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一种最新的手段
。

, 才J未 .月 , 亡生介 之亡 了中
、~ ‘丁口

‘尸 .1 、矛‘日‘ 和人‘ 「胃 户毛口二 沪
,
‘‘

’

舀口二

在实施供应链管理以前
,

企业往往面 临着一 系列 的问题
,

例如
: ¹ 过高的供应链 作 业成

本
,

估计占净销售值的 5% 一 20 % ; º 顾客服务水平不高
,

这主要体现在交货时间长
、

常常缺

货
,

可靠性不高以及对顾客反应不快等 ; » 供应链 中的各部 门
、

各组织存在冲突的 目标
,

等

等
。

供应链管理过程主要包括竞争环境分析
、

企业现有供应链诊断
、

新的供应链开发与设计以及

供应链改进方案的实施等四个阶段
。

竞争环境分析主要是 为了识别企 业供应链所面对的市场特

征
。

在竞争环境分析过程中需要第一手准确的数据
、

资料
。

通常可采用调查或 / 以及观察原材料

供应商
、

顾客与竞争对手的方式进行资料收集
。

这样
,

就可 以明确诸如
“

顾客需要什么
”

以及
“

各需要的权重分别是多少
”

等问题
,

据此可 以对企业的各产品市场列 出一系列特征
,

这些特征

将按其重要性进行描述
。

一旦识别了企业所面对的产品市场特征
,

下一步就是要对企业现有供应链进行诊断以找出可

能改进的领域
。

在这一阶段
,

最重要的问题是采用合适的方法与技术手段来进行供应链分析
。

惠

普为此曾专门成立了一个
“

战略规划与建模 (S t r a te g ic p lanm 飞 a nd M o d e li飞
,

简称 s p aM ) 小

组
.

由于传统的成本会计系统不能有效地对各产品或市场细分分配作业成本
。

所以
,

他们于 19 89

年首先开发了一个称为
“

B u bb le 成本模型
” ,

它比较好地反映了供应链中各节点的 固定成本与变

动成本
〔l7J

。

然后
,

他们又开发了一个有名的 W IN O 模型
〔l8) ,

帮助惠普分析 了它 的喷墨打印机

供应链中物流与相应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
,

据此惠普公司将分析结果与所设定的基准 比较
,

从

而找出现有供应链中所存在问题及其严重程度
,

等等
。

目前 W I N O 模型 已经成为一种应用非常

广泛的供应链分析技术
,

以 至后来 SP aM 小组聘请专业的系统程序设计员将它编成专门软件
,

取名为
“

供应链分析工具 (S u PPly 一 Cha in 一A na lys is T o o l
,

简称 SCA T )
。

现在 SCA T 已经是惠

普公司供应链管理过程中进行供应链诊断时最常用的工具之一
〔” 。

通过供应链诊断
,

找出了对顾客满意水平有影响的是哪些供应链作业活动
,

即回答了哪些活

¹ 参考消息
,

1望巡〕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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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可以做得更好? 还需要进一步 回答
:
可 以做得更好的改进措施是什么 ? 采用什么具体措施 ? 这

就是新 的供应链开发与设计阶段所要做的工作
.

可能的措施包括
:
改进库存管理策略

、

采用不同

的运输工具
、

运用先进制造技术
、

运用信息技术集成供应链
、

新的供应链 内部 (部 门与部门
、

组

织与组织之间) 的协调机制等等
。

在决定选择什么措施 时
,

应充分运用前面两个 阶段所做的工

作
,

使供应链与顾客需求
、

市场特征及企业能力充分一致起来
。

如何使所设计的供应链与产品或

市场细分特征匹配
,

W lla rt o n 商学院的 Fi she
r 教授

(l9)
,

根据他多年来供应链管理的理论研究与

企业咨询经历
,

开发了一个矩阵框架来辅助供应链战略决策
。

他认为可将企业供应链所处的市场

特征综合起来分成两类
: 可预测性市场和不可预测性市场

。

对于可预测性市场环境
,

企业供应链

的改进措施应该侧重于提高供应链的效率
,

降低物质成本 ; 对于不可预测性的市场环境
,

共产品

的生命周期非常短
,

因此企业供应链的改进方案应侧重于增强供应链对市场变化的应变能力和创

新能力
.

本文作者在此基础之上
,

提出了一种 Q FD 矩 阵技术对于如何根据企业产品细分市场 中

目标顾客的需求来对供应链改进方案进行评价
,

来进行评价的框架
〔却

.

在设计和开发了供应链改进方案之后
,

就进人了供应链管理 的最后 一步
—

实施供应链改

进方案
,

以形成协调的
、

集成的供应链
,

实现供应链管理所争取的绩效目标
。

在实施供应链管理

时
,

应该从战略层次
、

战术层次与运营层次分别展开
.

在供应链管理战略层次上 的问题主要 包

括
: ¹ 为供应链确定 目标与政策

,

即为了保证业务的需要
,

供应链是应该 以对变化能作出迅速

反应为重点
,

还是 以最低成本运营为重点
,

还是 以保证产品可供货为重点等等 ; º 用关键的设

施及其选址描述供应链 ; » 构建一个能够打破职能界 限
、

组织界 限
、

有效运作的
、

集成的供应

链组织结构轮廓
,

等等
。

在供应链管理战术层次上
,

战略 目标被转变成供应链协同一致 的组织
、

部门目标
。

以这一层次上
,

还涉及决定为做好供应链管理所需的设备
、

方法及资源
,

尤其是为供

应链管理提供信息基础设施 的 M R Pl l
、

D R P
、

JI T 等系统组合
。

在供应链管理 的运营层次上
,

所涉及的问题是供应链运营的效率
,

关心的是具体系统
、

程序以及保证有效的控制与绩效测量能

够得到实施
。

综上所述
,

供应链管理大致可分成四个阶段 : 竞争环境分析
、

现有供应链诊断
、

新的供应链

开发与设计以及供应链改进方案的实施
,

其中前面三个阶段进行的是供应链规划
。

由于供应链管

理是一种最新的管理方法
,

所以大量 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主要集中于如何有效地进行供应链规

划
。

为此管理科学家为此还开发了许多定量模型来辅助供应链分析与规划
,

下面我们将简单地综

述一下这方面的工作
。

4 辅助供应链管理的决策模型评述

除了进行供应链管理实证研究与概念分析之外
,

为了支持企业供应链管理
,

如何开发有效的

供应链管理的决策模型
,

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
.

供应链管理的模型可分成供应链设计层

的决策模型与供应链运营层 的决策模型
。

在设计层次上
,

供应链管理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 : 为了满足一定的顾客服务水平下的产品市

场需求
,

如何找出年度经营成本最低的公司生产与分销 网络结构
。

它要求经理必须决定 : ¹ 供

应链中所采用的制造工厂及仓储的数目
、

地址
、

能力以及类型 ; º 选择原材料供应商; » 采用

何种物资运输渠道与运输方式 ; ¼ 在供应商
、

工厂
、

仓储及用户之间原材料及产品的生产量 与

运输量 ; ½ 在供应链各环节或各地点的原材料
、

中间产品及成品的库存量
,

等等
.

为解决供应



第 1 期 沈厚才等 : 供应链管理理论与方法
·

7

链设计问题
,

现已开发了许多数学模型及其计算机软件
,

所采用的优化技术主要是混合整数规划

方法
。

随着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发展
、

后勤管理逐渐成为企业中的一个单独的综合职能部门
,

加

上优化算法的不断发展以及计算机数据开发与管理工具的进步
,

运用混合整数规划方法来分析设

计供应链网在技术上更加可行也将会更加 实用
。

文 〔2〕 介绍 了混合整数规划技 术在 D E C 公 司

的全球供应链分析与设计中的应用效果
,

〔2 1〕 〔2 2〕评述了供应链设计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及其问

题解决的进展
。

在运营层次上
,

供应链管理关注的主要问题是
:
在供应链网络中

,

如何使各决策点的行动协

调一致起来
。

解决这一问题所采用的优化技术是多层库存模型
,

因为供应链中各决策点的行动可

以简单地用库存决策模型来描述
。

长期以来
,

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单层库存决策模型
.

从七
、

八

十年代开始
,

供应链中各决策点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

尤其是在八十年

代
,

许多学者用两层确定性库存模型研究了原材料供应商与成品制造商之间以及制造商与分销商

之间的协调机制
,

所提出的协调手段主要是 采取数量折扣策略
。

G oy al 与 G uP ta 综述 了这方面

的工作并将学术界开发的模型分成四种
‘23) : ¹ 联合决定经济批量策略模型

,

º 买方
、

卖方 同时

决定订货量模型
,

» 订货量非同时决定的整体模型
,

¼ 考虑市场营销决策 的买方与卖方协调模

型
,

等等
。

进人九十年代以后
,

在分析技术上更多 的是采用随机多层库存模型以更好地分析现实

问题
,

如供应链协调机制
〔脚 ‘均

、

供应链信息共享
〔26J 等问题

。

在协调机制研究工作中
,

除继续

研究过去的数量折扣策略外
,

还研究如 时间折扣策略
‘25) 等其它协调手段

,

以使得整个供应链中

的成员能够从整体上满足顾客在成本
、

质量
、

交货时间等方面的要求
。

目前
,

在所开发的众多供应链管理决策模型中
,

无论是战略设计模型
,

还是运营协调模型
,

离真正辅助供应链管理还有一段距离
,

这主要表现为 : 真正被应用去解决实际 问题的模型还很

少
.

其主要原因是
: 一方面

,

供应链管理这一新的管理理论与方法提出的时间很短
,

还有很多基

本概念还不明确 ; 另一方面
,

现有的模型大多是建立在诸如对供应链所有参与者有全面信息这一

假设条件基础之上
,

而且大多是以现有的供应链绩效改进为研究导向
,

这些都限制了这些模型的

实际应用
,

加上真正的供应链管理又十分复杂
,

现有 的优化技术还很难较好地分析解决这些 问

题
。

不过
,

这些供应链管理的决策模型加深了我们对供应链管理 问题的认识
,

并且许多分析结果

对诸如供应链中的组织之间冲突
、

供应链中的信息扭曲等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指 明了方向
。

今后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加上管理科学家与企业界 的共同努力
,

供应链管理决策模型将会充分发挥

其决策支持作用
.

5 结束语

作为九十年代增强企业竞争力最主要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之一
,

供应链管理目前已经受到了国

际学术界与企业界普遍的重视
。

在管理理念上
,

它与传统的管理理论着显著的不同
,

是激烈的全

球市场竞争及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
。

供应链及其管理的理论研究我国的企业管理有重要的意义
。

一方面
,

我国正经历 由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时期
,

股份制改造
、

组建企业集团等组织创新举措巫需理论上和方法上的

指导
,

将国外先进的组织管理方法与技术与我国企业改革实践相结合
,

应 该说是一个重要 的方

向
。

在一些企业可以优先考虑运用供应链管理思想
,

帮助它们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

另一方面
,

我

国企业库存积压十分严重
。

根据 1997 年 4 月 9 日的 《人民 日报》 报道
,

我 国手表积压达 已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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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只 ; 称雄全球的 自行车行业
,

19 9 6 年生产达 400 0 万辆
,

而 当年销售只有 28 00 万辆 ; 电冰箱现

在已达到年产 1600 万台的能力
,

而 19 % 年实际销售只有 800 万 台
。

根据对全国 38 家独立核算

制造企业的统计
,

到 1 9% 年 11 月
,

产品积压 已达 5 430 亿元
,

比年初增加 800 亿元
,

若按年利

率 10 % 计算
,

这些企业一年仅因产品积压就给国家造成了 543 亿元 的经济损失
。

究其原 因
,

有

过去制度及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原因
,

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企业供应链缺乏有效的管理有关
。

据此
,

研究国外近来产生与发展迅速的供应链理论与方法
,

并根据我国企业的情况研究如何

协调
、

集成我国企业的供应链以控制库存
、

保证服务水平甚至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

成为我

国管理科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为此
,

我们希望通过在本文基础之上继续努力
,

为提高我国

企业在供应链管理水平 的提高作出一点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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