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物流师考试辅导：绩效评估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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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46244.htm 本文主要介绍物流师考试中基

于流程的绩效评估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供大家参考学习

。 很多企业在运营管理的过程中往往为设计怎样的绩效指标

，以及如何分析这些绩效指标而感到困惑。就切身体会来谈

谈基于流程的绩效评估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同样这样的

方式也可用于对供应商订单履行效率进行评估。 1.学会分解

流程要素 从来不推荐复杂的概念，在英文中Process就是过程

的意思，而所谓之流程，认为主要是由投入、加工过程、资

源和产出四个要素构成的，投入通过加工工作和资源消耗成

为产出，这样的理解将非常方便我们分解流程要素，并赋予

不同的绩效指标。当然流程还可以分解为更多要素，但是上

述四个要素才是我们所要分析关键要素。 2.选择合适的方法

与指标进行科学统计 事实上学过概率统计的人都清楚，统计

出一个指标绝对不是加、减、乘、除那么简单，有许多需要

考虑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对于流程管理而言，尤其需要重

视统计方法和指标的选择，希望能够形成一套标准的操作办

法来指导相关工作。在过程中进行统计分析是符合流程管理

的需要的，因为它有动态性、准确性、系统性的特点，能真

实的反映企业运营的实际状况。 首先我们看一看传统绩效分

析的弊病，在传统分析方法下，企业管理者往往过多的关注

流程产出结果，但并没有关注上道流程的投入与本道流程的

加工过程。比如生产经理以单纯的AQL作为分析指标，而忽

视了生产过程中物料的损耗、上级投入对产出质量的影响等



因素，虽然获得了高AQL值，但却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巨大

的浪费，往往是得不偿失。因此，笔者认为绩效的评价方法

应不仅仅局限于产出结果，也要基于产出过程，由此产生基

于流程过程的绩效评价办法。事实上，对于供应链管理而言

，只有相关协作方团结起来共同做出改善的努力才能产生巨

大的协作的力量，而这种改善在流程上体现得更为突出。通

过基于流程的绩效分析，可以很高效地找到流程改进的关键

点，并共同做出努力。 假设有这样一套简单流程：从接收仓

库物料开始生产零件，然后总装，最后交货。可以这样分析

，分成三个段落，一是零件生产，二是总装，三是交货。那

么每个段落我们可以结合投入、资源、加工、产出四个要素

简单的赋予三个评价指标：导入指标、加工指标和输入指标(

但是导入指标、加工指标和输入指标只是针对流程要素的通

用叫法，并不仅仅只针对生产工艺)。 (1)零件生产 由于零件

生产的工艺自动化程度比较高，那么可以把设备产能使用效

率作为加工指标((设计生产能力-计划内损耗-计划外损耗)/(设

计生产能力-计划内损耗)=设备产能使用效率=66%)，而将产

出零件的合格率作为输出指标(零件合格率=90%)，将投入用

料的合格率作为导入指标(来料质量×供应商交货准时

率=77%)，可以得到：66%×96%×87%=46%，作为该流程段

落的整体效率。 (2)总装配(整机生产) 由于总装配的工艺自动

化程度比较低，那么可以把人工工时的使用效率作为加工指

标(人工工时使用效率=68%)，而将产出整机的合格率作为产

出指标(整机合格率=90%)，将投入用料的合格率作为投入指

标(零件合格率=90%)，可以得到：68%×90%×90%=55%，作

为该流程段落的整体效率。 (3)交货 交货这道程序并不考虑一



般的仓耗，因为机械产品很少有仓耗，也无须考虑投入质量

，因为产出指标已经考虑了整机产出质量。可以考虑将准时

交货率作为产出指标(整机产出质量×准时交货率=87%)，将

人工装箱效率作为加工过程指标(人工装箱效率=80%)，可以

得到：80%×87%=70%，作为该流程段落的整体效率。 而将

这三个段落的效率整体相乘(46%×55%×70%=18%)就得到从

投料到交货的整体效率是18%。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问

题，这样孤立的来看指标没有意义： 3.系统地分析绩效评估

结果 虽然可以得到一个科学的评价结果，但是指标并不具有

绝对意义，必须在整个系统中来看待。如上文所述，我们得

到了18%的从投料到交货的整体水平，但是18%这个数值独立

的看并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将其视做供应链的整体流程的一

部分才有实际的评价意义，不能说看见18%好象很低就说其

效率很低必须改进，这是一个应该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当18%的指标被代入所有各段流程绩效当中去才能比较得出

相关结论，比如18%、22%、7%这三个对应不同流程的数值

相比发现7%才是关键瓶颈，而并非孤立的看待某一个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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