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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88_E4_BE_9B_E5_c40_65237.htm 供应链管理对企业能否

成功的影响不仅仅是重要，简直是生死攸关。像戴尔人均营

运收入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沃尔玛的营收超过了许多国家

的国内生产总值；丰田汽车现在是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

思科主宰着网络通信市场。这些企业的一个共同点便是：都

得益于它们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卓越表现。 它们很清楚，不

能一味追求供应链的高速或低成本，它还必须“高效”，具

体来说，供应链必须具备灵活性、适应性和协作性。这对供

应链上的各方从供应商到终端用户都很重要。灵活性、适应

性和协作性代表了当前供应链管理的最佳状态。 如果企业的

供应链做不到高效，风险非常明显。当企业担心原材料、零

部件和产品不能准时送达，或者根本就无法送达时，他们可

能改用一些低效的方法，比如提高存货量、增加仓库数量、

对顾客延长交货时间，以及用低质供应商替代顶级供应商等

。这些做法不仅浪费钱，疏远了顾客，还会让企业亏损，且

会误导和扭曲整条供应链。 这类教训可谓不少。上世纪90年

代，思科由于无法满足市场对网络设备产品的需求，供应链

上的各个环节都纷纷下额外定单，使得存货激增。2001年后

市场需求突然下降，思科手上还有价值20亿美元的过量存货

。为了不重蹈思科的覆辙，企业应该审视高效供应链的三个

组成要素灵活性、适应性和协作性，任何一个要素缺失都会

瓦解供应链。 以需带产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一流企业的供应链

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灵活性对供应链是至关重要的，因



为在大多数行业中，需求和供给的波动迅速且剧烈。定制产

品的风行是引起需求和供给波动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一

趋势使得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对生产商造成的直接影响是：

产品的上架时间有限。 面对这种状况，一流企业会与渠道伙

伴紧密合作，库存适销的产品，以此降低渠道伙伴和生产商

双方的存货成本。要做到只储备适销的产品，就意味着生厂

商必须按需生产。生厂商的传统做法是通过生产来获得“充

足”的库存，如果按需生产，它们会因无法应对需求的骤变

而承担风险。宝洁曾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在某个假期前

夕，宝洁的一家工厂早早地停工休息。因为历史销售数据表

明，该厂生产的汰渍洗涤剂足以应付假期的市场需求。但在

假期之前的那个周末，一个大零售商客户下了一笔出人意外

的洗涤剂大订单。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宝洁接下了这笔订

单，立即让工厂重新开工。由于是在假期，公司必须向员工

支付加班费，同时安排加急出货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最终付

出了一百多万美元的成本。 如果管理者完全依赖历史数据做

出销售预测，诸如此类的灾难就可能会发生。对于某些企业

来说，解决方法似乎是尽量提高预测的准确性。但是，谁能

够真正准确地预测销售？正确的问题应该是：当需求发生变

化时，企业的反应速度能有多快？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企业就必须要有销售终端和供应商的实时数据。一旦数据显

示需求突然发生变化，企业必须审时度势，快速调整供给量

。 一切从获取销售终端的数据开始。经理把这些数据输入到

他们的生产进度计划中去，然后，由生产进度计划带动采购

，销售终端数据就成为供应商履行职责的指针。现在，企业

不是储备存货，而是储备信息。 这是以需带产发挥到极致产



生的效果，它和准时生产不同。通常而言，准时生产只是为

了减少把库存转嫁给供应商所产生的浪费，以需带产则是将

客户的数据传递给供应商，供应商根据这些数据来确定生产

。 从灵活的供应链中获益的不仅仅是厂商，零售商也同样受

益。“7-11”是日本盈利最高的零售商，公司充分利用从销

售终端得到的最新需求信息来决定商店的补货速度，这些信

息的更新频率是以分钟来计算的。那些已经采用以需带产的

供应链的企业，和它们的竞争对手相比，应收账款的回收要

早70天，新产品上市的速度要快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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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