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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及供应链管理理论的演变
¹

王金圣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创I 旧83)

内容提要 供应健管理是当前 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

本文在分析了现有文献的基础

上
,

论述了供应链及供应健管理思想来源
、

发展背景和发展过程
,

提 出了供应链管理理论及发展过

程的
“

三阶段
”

论
。

关健词 企业 供应链 供应健管理

供应链 (S u pPl y chai n ,

SC )和供应链管理 (Su pPl y C五a in M防刊ra c tu n n g ,

SC M )的概念在 80 年代末提 出
,

提出的时间虽不长
,

但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

近年来随着全球制造 (以山目 Man 1Jfa c tu ri ng )的 出现
,

供

应链在制造业管理中得到普遍应用
,

成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

国际上一些著名的企业如惠普公司
、

IB M

公司
、 DELL计算机公司等在供应链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

使人更加坚信供应链是进人 21 世纪后企

业适应全球竞争的一种有效途径
,

因而吸引了许多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研究和实践供应链管理
。

一
、

供应链管理思想的来源
、

发展背景

王成恩研究员认为
: “
供应链管理起源于后勤学管理

。 ”

其首先使用在军事方面
。

二战中后勤学受到

高度重视
,

得到广泛研究并且应用在军需物品采购和运输等方面
。

二战以后
,

美国公司为了高效地管理

材料采购
、

储藏
、

交通和设施地点规划
,

首先将后勤学引进工业领域
。

后勤学管理委员会 ( Cl卫 )将后勤

学定义为有效计划
、

实现和控制商品
、

服务和信息流的过程
。

它包括从起源点到消费点为满足顾客要求

的全部过程
。 199 9 年

,

CLM 将后勤学定义为供应链管理的一部分
。

SC M 和后勤学之间的主要差别是它们对相似问题采用不同的角度
。

比如
,

后勤学 主要是从一个公

司的角度考虑供应
、

存储和分销
。

其将其他公司当作一种接 口关系处理
,

没有深层次理解其它公司内的

操作 ;而 SC M 将其它公司当作生意伙伴
,

要求对供应链所有节点活动进行紧密的协作
。

其次
,

后勤学强

调一个公司的局部性能优化
,

而且采用运筹学的方法分别独立研究相关问题
。

SCM 将每个公司当作供

应网络中的节点
,

通过紧密的功能协调追求多个企业的全局性能优化
。

后勤学经常是面向操作层次的
,

而 SC M 更关心战略性的问题
。

SC M 研究侧重于全局模型
、

信息集成
、

组织结构和战略联盟等方面的问

题
。

现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也进一步催生了供应链管理理论的发展
。 Fo

~ te r
教授在

五
、

六十年代首先发现一种现象
,

即微小的市场波动会造成制造商在进行生产计划时遇到 巨大的不确定

性
。

许多实证研究与企业调查发现
,

这种现象存在于包括汽车制造
、

计算机制造
、

日用品制造等行业的

供应链中
。

现代管理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
“

牛鞭效应 ( Bull wh iP E伍沈t )
” ,

即向供应商订货量的波动

程度(方差 )会大于向其顾客销售量的波动程度 (方差 )
,

而且这种波动程度沿着供应链 向上游不断扩大
。

¹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十五规划课题
“

企业供应链管理模型 的战略实施研究
”

(批准文号是 01 JA63(X刀0 )的阶段性研究成



这种现象会给企业造成严重的后果
:
如产品库存积压严重

,

供货周期偏长
,

服务水平不高
,

产品成本过高

及质量低劣等问题
。

因此面对这种现象
,

企业必须从战略层次上来管理物流
,

通过供应链管理获取竞争

优势
。

供应链管理也是欧美企业在面临 日本等东亚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 日益强大的情况下提 出的
。

东

亚企业
,

尤其是 日本企业
,

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将供应链 中的各环节进行协调
、

集成
。

比如
,

在

企业内部
,

采用均M(全面质量管理 )
、

川(准时制管理 )
,

强调各部门合作来降低成本
、

提高质量
。

在企

业外部
,

采用外包制并减少零部件供应商数目
,

并与它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以达到共同提高质量
、

降低

成本 ;另外
,

将顾客需求纳人企业管理系统内部
,

采用柔性制造系统 (FMS)
,

提高企业应变能力和服务水

平
。

欧美企业为了应付这种国际化竞争
,

及时引人 了供应链管理理念
,

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克莱斯勒公

司(Ch 汀sl er 伽卿Ia ti o
n)

。

克莱斯勒公司在为 玩魂
e 玩trep id

、

D 犯le vi si on
、

C听
s

ler Con c

耐
e
)等新型汽车设

计生产线时
,

将至少 70 % 的零部件外包给少数几个供应商
,

并邀请供应商参与到早期 的关键研究开发

阶段
。

结果
,

新产品开发周期
,

从零部件开发到总装成功
,

由通常情况下的 5 一 6 年减少到 39 个月
。

另外一个推动供应链管理的关键因素是近二十年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 (rr )的飞速发展
。

科

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地理和文化上的差距大大地缩短了
,

各国的工商组织就能够在全球范围

之内获取资源并销售产品
,

加上产品生命周期在不断缩短
,

供应链管理的作用就更加突出
,

范围更加广

泛的全球性供应链也迫切需要更加有效的管理理念和协调技术
,

而 EDI (电子数据交换 )
、

PD I( 产品数据

交换 )
、

In t
em et

、

In 加川e t 及各种信息系统应用 的发展
,

极大地促进 了现代供应链管理理念的实现 以及组

织结构转变
。

同时
,

80 年代中后期许多企业所开展的业务流程重构(Bus in es : PIDC es s

Re
一 e

峪~ rin g
,

简

称 BPR )也极大地促进了供应链管理的发展
。

业务流程重构强调的是对职能部门进行横向集成
,

形成一

个管理 良好的业务流程
,

以创造更多的顾客价值
。

许多企业认识到
,

仅仅进行内部业务流程重构效果十

分有限
,

所以还需要考虑促进供应链中其它成员的业务流程的改进
,

并通过它们来增强竞争优势
。

从某

种程度上
,

供应链管理实际上是将业务流程重构的思想在企业网络之间进行推广
。

其实
,

企业为最终顾

客的服务
,

除本企业的各个不同的增值活动之外
,

还应包括相关的其它企业组织的各增值活动
:
原材料

、

零部件供应商
、

产品分销商等
。

业务流程重构通常强调的是企业内部各职能活动的协调与集成
,

而供应

链管理则强调了在此基础之上对组织与组织之间业务流程的重新设计与集成
。

此外
,

对供应链及其有效管理的研究近几年空前高涨
,

主要原因还包含了人们对供应链管理在企业

生存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查尔斯
·

法恩教授根据他最近的

个案研究成果和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
:
在今天比拼竞争力的战场上

,

一家企业最根本
、

最核心的竞争力

在于对供应链的设计
。

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
:
许多企业在供应链中发生的费用 约占其国内销售额的

10 %
,

占国际销售额的 40 % ; 由于供应链管理不善
,

企业每年大约损失 300 多亿美元
。

目前
,

SC M 在美

国
、

欧洲
、

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越来越深人
,

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

许多国际著名的大企业如宝洁

(P&G )
、

惠普(HP )
、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 M )等 已在 SC M 的实践中获得巨大收益 ;在中高档时 尚用品
、

办

公用品
、

季节性消费品等行业中
,

SCM 也取得 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

从以上分析得知
,

供应链的发展是源于两个动力和现代管理理论的推动
,

是它们相互作用的共同的

产物
。

二
、

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内涵的发展

供应链最初是指产品生产的完成需要经过许多个厂家(例如供应商
、

制造商
、

销售商)进行原料提

供
、

产品生产和商品销售而形成的一个链状的供需过程
。

进人 80 年代
,

企业业务流程 (Bus ine ss P似es s
)

受到 了广泛的重视
。

因为
,

企业的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
、

物质资源
、

财务资源 )正是通过业务流程来形成

其竞争优势的
。

为此
,

哈佛商学院的 M Po rt e :
教授提 出了有名的价值链模型

。

作为一种业务流程模型
,

价值链模型把企业为顾客
、

为自己创造价值的各种业务活动集成在一起
,

形成 了一条价值增值链
。

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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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及供应链管理应用了价值增值链的思想
,

把价值增值的活动从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外部
,

把单一的业

务流程扩展到多业务范围
,

并且除了强调价值增值外
,

更重要 的是要求形成的链稳定
、

协调和快速地应

对市场需求
,

有效地同竞争对手进行竞争
。

从提出概念到现在
,

供应链 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

按涵盖的范围可分为四个层次
:
(l) 内部供应链

:

局限在单个企业内部
,

强调企业 内部市场
、

销售
、

计划
、

制造和采购等部门之间的协调 ; (2) 供应管理
: 强

调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的供需关系 ; (3)链式结构双 向供应链
:
由原材料加工

、

制造
、

组装
、

配送
、

零售商
、

客户等组成的串行系统 ; (4 )网状结构供应链
:
是以

“

我
”

为根节点的双向树状结构所组成的网络系统
,

实

际上已经超出了
“

链
”

的范围
。

供应链生产组织模式的核心思想是
: 在保持一种稳定而有活力的供需关系的同时

,

各个企业实现优

势互补
、

互利合作
,

充分利用现代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例如
,

CIM S
、

FM S
、

并行工程
、

敏捷制造
、

J仃
、

OPr
、

MR Pll
、

ERP 等 )
,

实现集成
,

联手面对竞争
,

合理利用资源
,

尽可能地获得更多 的利润
。

供应链 中的企业

在传统的面向企业 内部管理的基础上
,

向企业外部需求和供应市场两个方 向延伸和扩展
,

在企业间建立

一种合作竞争的战略伙伴关系
,

优势互补
,

最大限度地培育和发挥各自核心的竞争力
,

使处在供应链上

的所有企业面临的风险降至最低水平
。

SCM 的最终 目标是缩短产 品从概念构思到用户手中的时间
,

降

低物流成本
,

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
,

使顾客更加满意
。

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方法
,

供应链管理就是对整个供应链 中各参与组织
、

部门之间的物流
、

信息流与

资金流进行计划
、

协调和控制等
,

其目的是通过优化提高所有相关的过程的速度和确定性
,

最大化所有

相关过程的净增加值
,

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和效益
。

供应链 中的物流是指从供应商到顾客手中的物质

产品流
。

供应链中的信息流包括产品需求
、

订单的传递
、

交货状态及库存信息
。

供应链中的资金流包括

信用条件
、

支付方式以及委托与所有权契约等
。

这些流常常是跨部门
、

跨企业
、

跨产权主体甚至是跨行

业的
。

供应链管理涉及的具体功能包括
:
定单处理

、

原材料存储
、

生产计划安排
、

库存设计
、

货物运输和售

后服务等
。

有的学者认为供应链管理是物料管理的延伸
,

但实际上供应链管理 与物料控制及储运管理

有很大的差别
,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l) 供应链管理强调与企业外部的合作

,

而不是仅仅关注企业

内部的优化
。

(2) 供应链管理认为库存不是必须的
,

而是起平衡作用的工具
,

其强调低库存甚至零库存
。

(3) 供应链管理以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统筹整个供应链
,

并最终依据整个供应链进行战略决策
。

供应链分为内部供应链和外部供应链
。

内部供应链是指企业内部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涉及的

采购部 门
、

生产部门
、

仓储部门
、

销售部门等组成的供需网络
。

而外部供应链则是指企业外部的
,

与企业

相关的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涉及的原材料供应商
、

生产厂商
、

储运商
、

零售商以及最终消费者组成的

供需网络
。

内部供应链和外部供应链共同组成 了企业产品从原材料到成品再到消费者的供应链
。

可以

说
,

内部供应链是外部供应链的缩小化
。

如对于制造厂商
,

其采购部 门就可看作外部供应链 中的供应

商
。

它们的区别只在于外部供应链范围大
,

涉及企业众多
,

企业间的协调更困难
。

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虽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定义
,

但可以肯定的是供应链不仅是一条联接供应商

到用户的物料链
,

而且是一条增值链
,

物料在供应链上因加工
、

运输等过程而增加其价值
。

而且这样的

一条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制造
、

全球竞争加剧的环境下
,

它形成 了一个围绕核心企业 的网链而不仅

仅是一条简单的从供应商到用户的链
。

供应链管理也不仅仅是针对供应链进行计划
、

协调和控制的一

种管理活动
,

而是从企业战略管理的高度对企业发展的谋划
,

考虑的是企业未来发展 目标
,

寻求的是长

期的
、

核心的竞争优势
。

三
、

供应链管理理论发展的阶段划分

供应链至今尚无一个公认的定义
,

在供应链管理的发展过程中
,

有关的专家和学者提 出了大量的定

义
,

这些定义其实是在一定的背景下提出的
,

而且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

可以把这些定义大致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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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三个阶段
:

1
.

强调是物流管理过程的阶段

对供应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 由浅到深的过程
。

马士华教授认为
, “

供应链管理的研究最早是从物流

管理开始的
” 。

起初
,

人们并没有把它和企业的整体管理联系起来
,

主要是进行供应链 管理的局部性研

究
,

如研究多级库存控制问题
、

物资供应问题
,

较多的是研究分销运作问题
,

如分销需求计划 (Di
stri bu tion

Re qu i

~
t plann ing

,

D Rp )等
。

机械工业部设计研究院陈启申认 为
“

Su pp 卜Cha in
”

翻译为
“

供需链
”

更加

确切
,

因为译成
“

供应链
”

会使
“

人们简单地只想到物流
、

仓库
、

运输等物料的单方向供应过程
” 。

而
“
S叩

-

nly Ch ai n’’有供需两个方面的含义
。

Jone 救形ley (19 85 )将供应链管理 (sC M )定义为从供应商到最终消费

者的物流整合计划和控制
。

凡翻
e
(19% )认为

,

供应链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在供应链 中每一节点之间

的障碍
,

以取得较高水平的服务和持续的成本降低
,

—
“

通过对原来是敌对关系的供销商 之间的组织

结构和契约关系的重新界定
,

取得双赢
、

多赢
” 。

早期的观点认为
:
供应链是指将采购的原材料和收到的零部件

,

通过生产转换和销售等活动传递到

用户的一个过程
。

因此
,

供应链也仅被视为企业内部的一个物流过程
,

它所涉及的主要是物料采购
、

库

存
、

生产和分销诸部门的职能协调问题
,

最终 目的是为了优化企业内部酌
、
’

性务流程
,

降低物流成本
,

从而

提高经营效率
。

基于这种认识
,

在早期有人将供应链仅仅看作是物流企业 自身的一种运作漠式
。

此后
,

随着产业环境的变化和企业间相互协调重要性的上升
,

人们下步将对供应环节重要性的认识

从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之间
,

从而
,

供应商被纳人了供应链 的范畴
。

在这一阶段
,

人们主要是从某种产

品由原料到最终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来理解供应链的
。

在这种认识下
,

加强与供应商的全方位协作
,

剔

除供应链条中的
“

冗余
”

成分
,

提高供应链的运作速度成为核心问题
。

2
.

强调是价值增值链的阶段

进人 20 世纪 90 年代
,

人们对供应链的理解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
首先

,

由于需求环境的变化
,

原来被

排斥在供应链之外的最终用户
、

消费者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

从而被纳人了供应链的范围
。

这

样
,

供应链就不再只是一条生产链了
,

而是一个涵盖了整个产品
“

运动
”

过程的增值链
。

清华大学蓝伯雄

教授认为
: 所谓供应链就是原材料供应商

、

生产商
、

分销商
、

运输商等一系列企业组成的价值增值链
。

原

材料零部件依次通过
“

链
”

中的每个企业
,

逐步变成产品
,

交到最终用户手中
,

这一系列 的活动就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从供应商的供应商到客户的客户 )的全部活动
。

美国的史蒂斯(st
e ve ns )认为

: “通过

增值过程和分销渠道控制从供应商的供应商到用户的用户的流就是供应链
,

它开始于供应的源点
,

结束

于消费的终点
。 ”

概念中强调供应链的外部环境
。

F代过 A
.

Ku gl in 在其(以顾客为中心的供应链管理》一书

中
,

把供应链管理定义为
: “

制造商与它的供应商
、

分销商及用户
—

也即整个
“

外延企业
”

中的所有的环

节
—

协同合作
,

为顾客所希望并愿意为之付出的市场
,

提供一个共 同的产品和服务
。

这样一个多企业

的组织
,

作为一个外延的企业
,

最大限度地利用共享资源 (人员
、

流程
、

技术和性能评测 )来取得协作运

营
,

其结果是高质量
、

低成本
,

迅速投放市场并获得顾客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

根据美国生产和库存控制协会 (APICS )第九版字典中的定义
: “

供应链管理是计划
、

组织和控制从最

初原材料到最终产品及其消费的整个业务流程
,

这些流程链接了从供应商到顾客的所有企业
。

供应链

包含了由企业内部和外部为顾客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各职能部门所形成 的价值链
。 ”

API CS 关于 SC M

的定义的前半部分说明 SCM 所涉及的理论源于产品的分销和运输管理
。

供应链
“

涵盖 了从原材料供应

商
,

经制造和分销商到最终用户的整个产品的物流
。 ”

事实上许多作者对 SCM 和后勤管理 (肠gi
sti cs M an

-

叫奖m e n t)的定义并没有严格地区分
,

认为 SCM 不过是 LM 的新名词而已
,

然而 SCM 更着重于从原材料供

应商到最终用户所有关键业务流程的集成
,

许多非后勤管理的流程也必须集成到整个供应链中
。

SC M

定义的后半部分说明价值增值是供应链的基本特征
,

有效的供应链必定是一个增值链
。

也就是说
,

在供

应链中的各个实体
,

无论从事什么样的活动
,

其对产品转换流程的增值必须大于成本
。

3
.

强调是
“

网链
”

的阶段

一 6 7 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产业不确定性的增加
,

今天的企业间关系正在呈现 日益明显的网络化趋势
。

与此同时
,

人们对供应链的认识也正在从线性的
“

单链
”

转向非线性的
“

网链
” ,

实际上
,

这种网链正是众

多条
“

单链
”

纵横交错的结果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哈理森(H aJ 行s

ion
,

199 9) 才将供应链定义为
: “

供应链是

执行采购原材料
,

将它们转换为中间产品和成品
,

并且将成品销售到用户的功能网链
” 。

2的 1 年发布实

施的《物流术语》国家标准 (G B灯183 54
一

2(X) l) 是这样定义供应链的
: 生产及流通过程中

,

涉及将产品或服

务提供给最终用户活动的上游与下游企业
,

所形成的网链结构
。

伊文思 (Eve ns )认为
: “

供应链管理是通

过前馈的信息流和反馈的物料及信息流
,

将供应商
、

制造商
、

分销商
、

零售商
,

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

体的管理模式
。 ”

马士华教授认为
: “

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
,

通过对信息流
、

物流
、

资金的控制
,

从采购原

材料开始
,

制成中间产品以及
·

最终产品
,

最后 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
、

制造商
、

分

销商
、

零售商
、

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模式
。 ”

他认为
,

供应链是一个范围更广的企

业结构模式
,

它包含所有加盟的节点企业
,

从原材料的供应开始
,

经过链中不 同企业的制造加工
、

组装
、

分销等过程直到最终用户
。

所以 卯 年代后期供应链的概念更加注重围绕核心企业的网链关系
,

即核心企业与供应商
、

供应商

的供应商的一切前向关系
,

与用户
、

用户的用户及一切后 向关系
。

供应链 的概念已经不同于传统的销售

链
,

它跨越了企业界线
,

从扩展企业的新思维出发
,

并从全局和整体的角度考虑产品经营的竞争力
,

使供

应链从一种运作工具上升为一种管理方法体系
,

一种运营管理思维和模式
。

此时的供应链的概念形成

为一个网链的概念
,

像丰田(肠扣ta )
、

耐克(Ni ke
)
、

尼桑 (Ni
s

san )
、

麦当劳(Mc D o n al d s
)和苹果(Ap ple )等公司

的供应链管理都从网链的角度来实施
,

强调供应链的战略伙伴关系问题
,

菲力浦 (Ph illi p )和温德尔

(从飞
n ds ll) 认为供应链中战略伙伴关系是很重要 的

,

通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

可以与重要 的供应商和用

户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

因此
,

基于上面这种发展阶段的划分
,

我们可以把每个阶段的一些代表性的定义
、

关注的重点和主

要的特点表述出来(表 1)
。

表 1

「
一

— 「
一
展应链的定义 】 供应链管理的定义 { 特点 }关注的重点 }

强调 是 物

流管 理 过

程的阶段

供应链是指将采购的原材料和

收到的零部件
,

通过生产转换和

销售等活动传递到用户的一个

过程

供应链管理是对由供应商
、

制造商
、

分销商
、

零售商和顾客所构成的链条

中的物流进行管理
、

计划和协调工作

链结 构 比较 单

一
,

与 外部 供应

链成员企业的联

系不紧
,

甚至有

冲突

企业内部操

作
,

企业 自

身的利益目

标

强调是 价

值增值 链

的阶段

供应链是指产品生产和流通过

程中所涉及的原材料供应商
、

生

产商
、

批发商
、

零售商以及最终

消费者组成的供需网络

供应链管理是指人们利用管理的计

划
、

组织
、

指挥
、

协调
、

控制和激励职

能
,

对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各个环节所

涉及的物流
、

信息流
、

资金流
、

价值流

以及业务流进行的合理调控
,

以期达

到最大组合
、

发挥最大的效率
、

迅速

以最小的成本为客户提供最大的附
加值

供应链是比较完

整的系统
,

链的

结点间比较协调

价值增值

节约成本

供应链的协

调

强调是
“

网

链
”
的阶段

供应链管理是指围绕核心企业
,

通过对信息流
、

物流
、

资金流的

控制
,

将产品生产和流通中涉及

的原材料供应商
、

生产商
、

分销

商
、

零售商以及最终消费者连成

一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模式

供应链管理是指一种集成化的管理

思想和方法
,

是对供应链 中的物流
、

信息流
、

资金流
、

增值流
、

业务流以及

贸易伙伴关系等进行的计划
、

协调和

控制一体化管理过程

链条形成了核心

结点
,

结构复杂

紧密

战略伙伴关

系

快速反应

供应链的战

略架构



四
、

现代供应链管理的基本特点

1
.

以顾客满意为核心
。

让最终顾客满意是供应链全体成员的共同目标
,

顾客满意 的实质是顾客获

得超出他们承担的产品价格以上的那部分
“

价值
” ,

供应链可以使得这部分
“

价值
”

升值
。

比如
,

由于供应

链中供应商与制造商
、

制造商与销售商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因此供应商可以将原料

或配件直接送给制造商
,

制造商可直接将产品运送给销售商
,

企业间无须再进行原来意义上的采购和销

售
,

这两项成本就大大削减了 ; 同时
,

包装和管理等项成本也随物流环节的减少而降低
,

因此
,

供应链完

全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向客户提供优质产品
。

此外
,

供应链还可通过改善产品质量
、

提高服务水平
、

增加

服务承诺等项措施来增大顾客所期待的那部分
“

价值
” ,

从而提高了顾客的满意度
。

2
.

新型合作竞争理念
。

与传统企业经营管理不同
,

SC M 是对供应链全面协调性的合作式管理
,

它不

仅要考虑核心企业内部的管理
,

还更注重供应链中各个环节
、

各个企业之间资源的利用和合作
,

让各企

业之间进行合作博奕
,

最终达到
“

双赢
” 。

早期的单纯竞争观念完全站在企业个体的立场上
,

以 自己的产

品销售观在现有的市场上争夺产品和销售渠道
,

其结果不是你死我活就是两败俱伤
,

不利于市场空间的

扩大和经济的共同繁荣进步
。

SC M 的合作竞争理念把供应链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

将每一个成员企业

视为子系统
,

组成动态联盟
,

彼此信任
,

互相合作
,

共同开拓市场
,

追求系统效益的最大化
,

最终分享节约

的成本和创造的收益
。

3
.

以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
。

SC M 战略是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与战略联盟思想的结晶
,

高度集成

的网络信息系统是其运行的技术基础
,

E R P(企业资源计划 )就是 SC M 广泛使用的信息技术
。

ERP 综合

应用了多项网络信息产业的成果
,

集企业管理理念
、

业务流程
、

基础数据
、

企业资源
、

计算机软硬件于一

体
,

通过信息流
、

物流
、

资金流的管理
,

把供应链上所有企业的制造场所
、

营销系统
、

财务系统紧密地结合

在一起
,

以实现全球内多工厂
、

多地点的跨国经营运作
,

使企业超越 了传统的供方驱动的生产模式
,

转向

需方驱动生产模式运营
,

体现了完全按用户需求制造的思想
,

通过信息和资源共享
,

实现以顾客满意为

核心的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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