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物流师考试辅导：供应链管理在我国企业的应用与要

点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7_89_A9_c31_646157.htm 本文主要介绍供应链管理在我

国企业中应用的意义与要点，供大家参考学习。 研究供应链

管理对我国企业实现"两个转变"、彻底打破"大而全、小而全"

、迅速迈向国际市场、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存和竞争能力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尤其从我国目前许多企

业的运作方式来看，供应链管理的研究与实践是十分必要的

。例如，大型百货商场看起来气势不凡，然而其内部却是作

坊式的管理模式，各个部门单独进货，各有各的进货渠道。

这不仅加大了进货成本，而且使整个企业失去了抵御市场变

化的能力，没有发挥集团公司应有的优势。连锁经营是国际

零售业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经营方式，然而我国许多模仿建立

起来的连锁公司却半路夭折，原因就在于连锁商店不连锁，

名为连锁，实则各自为政，根本没有发挥连锁经营的长处。

此间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观念落后、管理模式跟不上时代

发展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服务企业尚且如此，制造企业

的供应链应用情况就更差了。从服务业企业的单独进货、制

造业的大而全、小而全等现象，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界还没有

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链，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其结果是使

我国企业失去竞争实力。 国际上对供应链管理的早期研究主

要集中在供应链的组成、多级库存、供应链的财务等方面，

主要解决供应链的操作效率问题。近来的研究主要把供应链

管理看作一种战略性的管理体系，研究扩展到了所有加盟企

业的长期合作关系，特别是集中在合作制造和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方面，而不仅仅是供应链的连接问题，其范围已经超越

了供应链出现初期的那种以短期的、基于某些业务活动的经

济关系，更偏重于长期计划的研究。 国内对供应链管理的研

究才刚刚起步。过去国内企业对供应链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供

应商－制造商这一层面上，只是供应链上的一小段，研究的

内容主要局限于供应商的选择和定位、降低成本、控制质量

、保证供应链的连续性和经济性等问题，没有考虑整个从供

应商、分销商、零售商到最终用户的完整供应链，而且研究

也没有考虑供应链管理的战略性等问题。因此，可以说目前

在我国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供应链，供应链管理的研究

与应用都是很不够的。 为了适应供应链管理的发展，必须从

与生产产品有关的第一层供应商开始，环环相扣，直到货物

到达最终用户手中，真正按链的特性改造企业业务流程，使

各个节点企业都具有处理物流和信息流的运作方式的自组织

和自适应能力。因此，对我国企业传统制造模式的改造应侧

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1）供应链管理系统的设计。 怎样将

制造商、供应商和分销商有机地集成起来，使之成为相互关

联的整体，是供应链管理系统设计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其中

与供应链管理联系最密切的是关于生产系统设计时间问题。

就传统而言，有关生产系统设计主要考虑的是制造企业的内

部环境，侧重点在生产系统的可制造性、质量、效率、生产

率、可服务性等方面，对企业外部因素研究考虑较少。在供

应链管理的影响下，对产品制造过程的影响不仅要考虑企业

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要考虑供应链对产品成本和服务的

影响。供应链管理的出现，扩大了原有的企业生产系统设计

范畴，把影响生产系统运行的因素延伸到了企业外部，与供



应链上所有的企业都联系起来，因而供应链管理系统设计就

成为构造企业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2）贯穿供应链的分

布数据库的信息集成。 对供应链的有效控制要求集中协调不

同企业的关键数据。所谓关键数据，是指订货预测、库存状

态、缺货情况、生产计划、运输安排、在途物资等数据。为

便于管理人员迅速、准确地获得各种信息，应该充分利用电

子数据交换（EDI）、Internet等技术手段实现供应链的分布

数据库信息集成，达到共享采购订单的电子接受与发送、多

位置库存控制、批量和系列号跟踪、周期盘点等重要信息。 

（3）集成的生产计划与控制模式和支持系统。 供应链上各

节点企业都不是孤立的，任何一个企业的生产计划与控制决

策都会影响到整个供应链上其他企业的决策，因此要研究出

协调决策方法和相应的支持系统。运用系统论、协同论、精

细生产等理论与方法，研究适应于供应链管理的集成化生产

计划与控制模式和支持系统。 （4）适应供应链管理的组织

系统重构。 现行企业的组织既然都是基于职能部门专业化的

，基本上适应可制造性、质量、生产率、可服务性等方面的

要求，但不一定能适应于供应链管理，因而必须研究基于供

应链管理的流程重构问题。为了使供应链上的不同企业、在

不同地域的多个部门协同工作以取得整个系统最优的效果，

必须根据供应链的特点优化运作流程，进行企业重构，确定

出相应的供应链管理组织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应采取的结构形

式。 （5）研究适合我国企业的供应链绩效评价系统。 供应

链管理不同于单个企业管理，因而其绩效评价和激励系统也

应有所不同。新的组织与激励系统的设计必须与新的绩效评

价系统相一致。 辅导推荐： #0000ff>2011年物流师考试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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