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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90_E5_95_86_E5_c40_645519.htm 作为网络经济的必然

产物,电子商务掀起了经济领域的一场革命。面对电子商务大

潮,众多企业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电子商务解决企业的供应链

管理问题。供应链是指从产品开发到售后服务过程中形成的

各个环节纵向一体化网络,是对整个供应链的各参与组织或部

门之间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进行计划、协调和控制等,其

目的是通过优化提高所有相关过程的速度和确定性,使所有相

关过程的净增加值最大化,并提高组织效率和效益。供应链管

理是基于供应链网络上的各组织或部门具有一个共同的战略

目标基础上的管理,它将整个供应链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

系统管理的思想。电子商务为供应链的协调提供了机遇,同时

也使供应链的协同管理面临挑战,关于在供应链内建立协调合

作关系,有两种观点:观点一认为,供应链各方以各种正式合同

来保证合作,一旦合同拟定下来,各方只从自身利益出发以信任

的方式开展合作.观点二认为,由于供应链各方存在一系列相互

作用的关系,信任和合作的关系建立在时间的基础上,积极的相

互作用加强了对方合作的信任。在实际情况中,上述两种观点

各有偏颇,不可能设计出一种能够涵盖未来发生的所有偶然事

件的合同。因此,彼此尚不信任的双方不得不靠建立信任关系,

来解决合同内尚未涵盖的问题。在多数有效率的合作关系中,

两种方案兼而有之。故应从两个方面来完善供应链的协同管

理,一是从供应链的硬环境建设方面,一是从软约束方面,两方

面相辅相成,共同实现供应链的协调运行。基于电子商务的供



应链硬环境协同供应链协同管理的硬环境建设包括两方面,一

是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是供应链成员必须遵守的硬性合同

、制度。由于这两方面都具有一旦建立就保持稳定或具有强

制性、灵活性较差等特点,所以把两方面共同努力达到的供应

链协调称之为供应链,即硬协同管理。硬协同是供应链最主要

的协调管理工具,在供应链管理的初级阶段也是最有效工具,要

想实现供应链的最优化目标,是必不可少的。硬件基础设施建

设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为供应链协调提供技术支持,保证

供应链上信息流、物流和商流等畅通。供应链上各企业的基

础设施必须跟上电子商务发展的步伐,能为供应链各阶段之间

的同步行动创造条件。电子商务要求的基础设施首先就是网

络设施,供应链上必须完善自己的网络基础设施,在企业内部建

立起Intranet(企业内部网)和在企业之间建立外部网

络(Extranet)。使内部供应链与外部供应链连成一个整体,只有

这样,供应链上的信息才能同步传输,信息在出现的同时就能在

供应链上得到共享。供应链上的生产和物流设施必须满足电

子商务的需要,电子商务时代的运输更多的是趋向于第三方物

流,那么传统供应链企业包揽一切运输任务的状况就得改变,许

多不必要的物流设施完全可以省去。供应链上的各企业之间

的设施不匹配会导致供应链不协调,必须进行优化。另外,供应

链上企业的管理系统必须能满足供应链协调运营的需要,管理

系统要能有效的把企业各功能模块集成起来。目前,供应链管

理的工具很多,应用范围各不相同,应用最广的主要是两种系

统,一是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系统),一是客户关系管理系

统(CRM系统)。两种系统基本涵盖了供应链的整个管理范围,

能够满足电子商务环境下供应链管理的需要。ERP系统掌握



了整个企业的原材料、订货、生产安排、成品库存及其他信

息,跨越了企业职能之间的界限,涵盖财务、物流、生产、订单

完成、人力资源和供应商管理等功能模块,这些模块相互关联,

因而每一职能的使用者均能知道公司其他领域发生的情况。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不仅仅纪录整个系统状况,同时还帮助企业

实现自动化、提高效率、减少失误。此外,ERP系统的杰出之

处在于实时提供广阔视野。CRM系统是一种旨在改善企业与

客户之间关系的新型管理机制,具有收集、分析和利用各种关

系获得客户信息的功能,从而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客户关系资源,

扩展新的市场和业务渠道,提高客户满意度和企业盈利能力

。CRM与业务流程紧密结合,加强了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实

现了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它一般由销售、市场营销、服务、电

子商务和电话中心五个功能应用组件构成。 合同制度的建立

对供应链的协调起着关键作用的合同机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信息共享机制供应链要通过联合预测与规划来实现协调,前提

是必须要有共享信息,减少供应链上的波动,必须保证各阶段决

策的基础数据如销售量、需求量和库存量等的一致性,制定一

些合同与制度来要求各阶段都能把自己掌握的数据与其他阶

段共享。许多企业认为,共享信息会泄漏自己的商业秘密,因而

持消极态度,一旦信息共享的合同制度建立起来以后,这种行为

就应该受到惩罚。利益分配机制供应链的协调运营提高了整

条供应链的盈利能力,但是各阶段从这种协调中得到的利益是

不均衡的,这就限制了一部分企业采取协调措施的积极性,把协

调运营所增加的盈利在各阶段之间进行再分配,做到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利益分配的比例只有通过强制的形式规定下来

才能得到承认。由于很难区分各阶段在协调管理中所付成本



的大小,因而比例的确定是一件困难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各阶

段之间的相互妥协。冲突解决机制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能够

显著增强供应链的协调关系,任何供应链关系都难免会出现各

种冲突,如果冲突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就会使合作伙伴关系恶

化。为了促进交流,管理者及合作成员之间应该经常定期举行

例会,在矛盾转化为冲突之前付诸讨论,即便未能采取基本对

策,也为矛盾的深入解决提供了一个基础。详尽的合同是有效

解决争端的有效工具,通过签署合同,鼓励供应链成员协商解决

计划外偶然事件的发生,以此增加彼此的信任。基于电子商务

的供应链软约束协同供应链的软协同就是要在供应链成员之

间建立一种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各成员能够自觉地维护供应

链的整体利益,这是精神、文化、理念上的融合,又称为“文化

协同”。电子商务环境的虚拟性增加了供应链上相互信任的

重要性,因为虚拟的供应链成员更容易做出短期的投机行为,从

而破坏供应链的和谐关系。在建立信任的供应链文化中,管理

者应该注重下列因素。合作中的弹性、信任与守信有助于供

应链关系的成功。直接负责合作关系的管理者,以合作各方自

身期望为依据,界定每一方的价值,这能增进合作关系。明晰各

方行为结果的机制有助于避免冲突,解决纠纷。这种机制有助

于避免某一方的投机行为,并能指出程序的缺陷,提高双方关系

的价值。强势方公正对待弱势方。脆弱的合作伙伴关系越公

正,供应链关系往往就越紧密。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了解。供

应链成员应该主动让对方清楚自己的战略目标、价值趋向以

及具体的管理措施,在此基础上,取得求同存异,达到协调的目

的。奖励有利于供应链协调的行动。这是培养协同文化过程

中有效的工具。供应链中的信任文化是要通过长期培养才能



建立起来的,供应链管理者只有本着信用、公正、互利的方式

设计和管理合作关系,才能在供应链内建立信任与合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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