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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压直至最低，劳动力的成本可以通过机械化等手段一降再

降直至最少⋯⋯当这些手段都被大家认同并实施，所有商品

都走向一致，价格战似乎是保住市场竞争优势的一根救命稻

草。但是降价只可以解一时之急，从长远看，还是需要一条

更加合理并切实可行的措施。那么降低成本的出路何在？ 可

以细细审视一下供应链：采购是供应链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环节。一般来说，生产型的企业通常要用销售额的40p%来

进行原材料、零部件的采购。采购的速度、效率、订单的执

行情况会直接影响到本企业是否能够快速灵活地满足下游客

户的需求。采购成本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企业最终产品的定

价情况和整个供应链的最终获利情况，只有通过企业内部之

间以及与外部的采购协同作业，供应链系统方可准时响应用

户的需求，同时降低库存成本。 财富流变，殊途同归 很多人

都有这样的感觉：产品的更新越来越快，以前一台电脑可以

用3年，但是现在不到一年就要更新了。这种现象正反应出产

品生命周期缩短的事实，而这就给生产预测带来了麻烦，像

备料等工作就无法准确完成，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正是供应链

管理所要讨论的问题。 在制造业，不知从何时起，“全球化

”成了当下最时髦的名词。这个浪潮把商家纷纷推到“全球

运筹”的境地。所谓“全球运筹”就是着眼于世界范围，进

行采购、生产以及配销的行为。制造供应链主要包括三个部

分：首先是客户，这也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一个企业



的客户包括很多种，比如说经营自有品牌的客户，还有代工

生产的客户等，从客户需求的角度看，不同客户，对供应链

的需求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部分就是自己的工厂，以电脑

为例，这台电脑可能是在大陆进行零部件的生产，然后拿到

美国组装，最后销售给墨西哥的客户，这是典型的全球性的

供应链管理；再有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供应商了，这里是

指产品的原材料、零件甚至服务，可能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

。 对于生产厂家而言，要做到的是以如何好的产品、在什么

时间、以什么样的价格、用最快的速度送给客户，最终达到

供需平衡。而这个结果也是衡量一个供应链好与不好的重要

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准确的预测和快速的反应速度是保

证一条供应链良好运作的必要条件。很多人认为一次准确的

预测远比速度快好，但是从统计数字看，快速的反应速度比

一次准确的预测更有效！所以关于一条供应链好或者不好的

评判标准就归结为制造供应链的速度！ 以戴尔为例，他们已

经没有自己的制造工厂，但是对于客户的各种需求，他们都

可以满足，而且3天内就可以完成，这一切就不得不归于快速

反应的功劳了。 在另一个与制造业很不相同的产业积体电路

产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是它的供应链与制造业有很大

的差别，在所有行业中，几乎是垂直分工最深入的产业。这

个行业每产出一个产品，是要经历很多道工序的，比如加工

、测试、封装等。他们的产品将提供给像IBM、INTEL等。但

是这些企业并不是最终的用户，因为他们的产品还将提供给

代工厂、计算机系统制造、通信产品制造等厂家。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些制造厂也不是最终的客户，产品经过营销总部

、分公司、专卖店等程序，最终的客户是普通的消费者，所



以这样一来，这个行业的供应链就显得很长。 对制造业和机

体电路行业的供应链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地突出重点是

完全不同的：制造业原物料的采购等占到50％－80％的比例

，而积体电路行业则完全不关心原料，他们关心的是产能，

因为该行业诸如机器之类的固定资产投入非常大，一台机器

经常要花费几千万的成本，所有他们关心的重点是如何充分

利用产能。从这个层面说，二者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但是稍

加注意也不难发现，现代供应链的正向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发

展。传统的供应链一般包括制造、供应商和客户三个部分，

但现在，半成品的组装以及测试等可能已经被外包，配销可

能已经转让给第三方物流，财务由银行完成⋯⋯每个公司只

负责自己核心竞争力的部分，越来越复杂的供应链给管理带

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各个交易伙伴之间缺乏协同合作的机制

；形成断裂的供应链:信息无法共享、管理无法协同；供应链

中的库存、成本增加，对市场反应能力降低。不同行业的供

应链管理各有所侧重，但最终都朝一个方向发展，正所谓“

殊途同归”。 供需平衡，从协同供应链开始 如何达到真正意

义上的供需平衡？这还要从产品说起，如右图所示：红色为

生产工艺曲线，开始的时候因为刚刚进行量产，所以产量很

小，当产品和市场渐渐成熟起来的时候，产量逐渐达到最大

，直至衰退期到来后产品渐渐退出市场。绿色是渠道（定货

量）曲线，开始的时候大家都预测产品将热销，所以大量定

购，但是产能无法完全满足，同时，定货量与客户需求（虚

线为客户需求曲线）也有一定落差，但最终这三条曲线都将

归为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1.生产无法

满足需求，造成极大的缺货。 2.为满足需求，渠道大量定货



。 3.当供应赶上需求时，订单被取消。 4.财务和生产规划无

法配合市场真正的需求，但生产仍然继续进行。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