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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49讨了适应性供应链的基本概念、本质特征及发展趋势，并对适应性供应链

与传统供应链进行了详细比较，提出了适应性供应链的基本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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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primary study，including its basic definition，essential characters and its future trend，

difference from other kinds of supply chains，of adaptive supply chains is given．A conception model for

adaptive supply chains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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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企业要长期保持竞争力，必须能够对动态多变的环境和个性化顾客需求做出快速

和柔性的响应，即适应性。传统的供应链模式必须向适应性供应链模式转变，这是供应链管理由集成向协

作，然后向适应方向发展的必然趋势。适应性供应链正在日渐引起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关注。

目前国内外对适应性供应链的研究刚刚开始，仅有少数几篇相关论文。多数文献侧重定性分析，涉及定

量的研究工作较少¨。]。仿真方法尤其多智能体仿真方法颇受欢迎¨q】，如Troy J．Strader、刘三伢、周庆等

学者的研究。而在定量研究方面，没有充分考虑供应链的适应性问题。另外，当前研究往往把供应链的结构

看作固定不变的，而在实践中，供应链的结构是动态可变的：某些企业因为适应不了环境的变化而被淘汰，另

外一些企业可能会作为新的成员加入到供应链系统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深入研究适应性供应链系统的概

念、特征、建模、分析、优化等问题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正如文献[10]指出的那样：虽然对供应链的研

究目前已经有大量文献，但是缺少的是用系统的观点对供应链系统整体规律的研究。

2适应性供应链

根据牛津词典的解释，“适应”是指做调整以适合新的用途或者新的条件(环境)。Hau Lee教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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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适应的目标是“调整供应链(包括结构、供应链战略、生产的产品和采用的技术等方面)以应对市场

的变化”。对于一个企业而言，适应就是能够有效地应对竞争压力，能够紧跟先进技术的发展，快速响应顾

客需求，通过准确预测顾客需求，快速制定可靠的决策，从而尽量提前产品上市时间、缩短订货周期、提高顾

客服务水平。

适应性供应链目前并没有明确的严格统一的定义，下面是几个有关的描述。

根据Forrester研究所的报告"]，适应性供应链是供应链伙伴之间的一种业务网络，通过利用先进技术

(如web服务、因特网、智能代理软件、RFID等)，能够感知环境的变化并且协调地对此做出快速响应。

根据文献[4]，适应性供应链是一个连续的、技术使能的适应循环过程，能够帮助企业预见市场风险、把

握市场机遇，能够对意外事件做出快速恰当的处理，从而持续改进运营效率。该循环过程包括先后3个基本

步骤：感知与解释(即预测将来的风险和机遇，制造业者能够对运作过程实时监测，当监测到重大偏差时能

够及时对相关伙伴做出预警)、决策与行动(接到预警信号后，合作伙伴能够根据当前条件做出最合适的决

策并采取相应行动，然后重整共享资源)、学习与转换(将行动的经验或教训转变为组织的知识，以便将来遇

到类似的问题能够采取更好的行动)。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过程，其中学习与转换是最重要的环节，因

为只有找到了出现意外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如果遇到相似的问题可以更加有效地应对。

比如：对于需求驱动的供应链来说，供应链实体必须具有适应性地预测市场需求、动态调节库存、不同实体之

间有效的协调、提高自主创新等能力，供应链才能很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而维持持续竞争优势。

文献[5]认为适应性供应链管理可以提供内在紧密结合的进程结构，将供应链伙伴联系起来，提供可视

化功能，监控环境的动态变化。当条件发生变化时，立刻确定可能的后果，并通知可能的受影响者，提供相应

的最优解决方案。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立刻采取新的行动，并适当改变计划，以便使供应链整体性能得到

改善。该文献提出适应性供应链管理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适应性执行和适应性计划。

文献[6]认为，适应性供应链就是供应链伙伴能够快速柔性适应环境的变化。

Claus Heinrich和Bob Betts则指出¨o，适应性供应链是一种新的业务交互方式，为企业提供快速响应市

场变化、增加收益、降低总成本的能力。

Robert Cummings和Stefan Schaffer认为¨o。适应性供应链是一组以顾客为中心的公司构成的群体，通过

知识与资源共享，根据市场条件的变化智能地调整经营策略，并形象地表示为“Adaptive(快速感知内部和外

部条件的变化并迅速做出相应)+Supply chain(与供应、生产、销售相关的计划、执行等活动)+Network(供

应链成员之间实时合作与协调的能力)=Adaptive Supply Chain Network”。

除了上面列出的这些描述方式之外，相关文献中还有一些其它的描述方式。虽然这些描述方式从字面

上看起来有一定差别，但是它们的基本含义却是基本上一致。

总之，我们认为适应性供应链网络是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创新管理和学习为手段，不断改进供应链的

整体性能，维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敏捷柔性的学习型虚拟企业(组织、经营方式)。可以形象地用图1表示。

它由一个前馈环和一个反馈环组成，其核心是学习，而且学习在供应链的适应能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适应性供应链的基本特征

根据上面的初步探讨，适应性供应链在组织形式、管理理念等方面都具有其特殊性。其主要特征如图2

所示。

4适应性供应链与传统供应链的区别

适应性供应链是新一代智能供应链，它与传统供应链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一定不同之处，主要区别如

表1所示‘¨12】。

为了有效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顾客需求的多样化等众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

现了许多先进的制造与管理方法，如精益生产、敏捷制造、敏捷精益供应链等，相应地出现了不同形式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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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营目标对

资源进行计划和
再计划

实时感知内外事件
引起的变化并发出

预警

围1适应性供应网络概念模型 图2适应性供应链主要特征

表1 传统供应链与适应性供应网络的比较‘“121

链如敏捷供应链、精益供应链、响应性供应链等⋯一61。毋庸置疑，这些理念和管理方式对于提高企业竞争能

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之间既有许多相通之处也存在很多区别。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已有若干探

讨，正如文献所说，由于企业生存环境的动态多变性和供应链系统的复杂性，很难对此给出一致的结论。通

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和探讨，得出这些概念之间的一些区别与联系，如表2所示。

表2不同形式供应链的简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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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组织结构

以顾客为l}I心
柔性管理结构
柔性资金管理

团队工作

分散自主决策

网络效率：

先进ICT
CE

物流
可靠高效伙伴

熟练应对变化：

预测预见能力
平滑外部变化的影响
知识经验的积累0应用

知识管理‘j智能决策

柔性：

技术
组织
产品
工艺
资源
人员

理性响应：

等待时间最短
应对不确定的稳定性

成熟的过程能力
能动性的计划与调度

持续创新：

市场驱动产品设计
协同产品开发

集成产品与工艺设计
同步工程

L．⋯⋯⋯⋯⋯⋯⋯⋯⋯．．

5适应性供应链模型

儿
＼／

聪娆 囊一 一__

弹性

资源
结构

图3适应性供应链模型

目前对于适应性的探讨多是从技术的角度阐述的，如HP、SAP、IBM等软件供应商提出的多种不同方

案，除此之外还应当包括创新型的管理方法和其它技术(网络化决策支持技术、智能优化与智能调度、学习

与适应、知识创新等)的支持。笔者提出的适应性供应链模型可以简单用图3描述。

6结语

本文初步探讨了适应性供应链的概念、特征及发展趋势，对适应性供应链与传统供应链进行了比较，提

出了适应性供应链的基本概念模型。下一步将建立研究适应性供应链的性能评价指标体系、学习方式以及

适应性策略等关键问题。适应性供应链是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坚信，随着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共同

关注，适应性供应链的研究必然在理论和应用方面都取得更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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