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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形态新研究

摘要：基于供应链管理思想下的虚拟

企业组织形式与传统企业存在着很大的

差异．其独特的组织形态决定了它有许

多独有的特点。文章首先对供应链概念

的出现背景进行简单分析．通过对这些

特点的一一阐述．有助于读者对供应链

管理思想有个全新的认识．从而帮助企

业从供应链的角度来正确地决策企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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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86年美国物流协会正式给出了

物流(109isdcs)的定义以后，越来越多的

企业开始真正地意识到通路革命的重

要性。因为在此之前．大多数企业只关

注生产的社会化．其通过不断地科技创

新、科技发明。使生产力得以膨胀地发

展。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生产成

本的大幅度下降．生产规模不断地扩

大．生产的产品开始不再局限于本国销

售。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易。这种

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趋发达与流通社

会化程度的先天发育不良形成了鲜明

对比．原来企业面对的只是点对点的关

系，现在一转眼．企业和企业的关系变

成了点对面或者面对面的关系。企业所

面对的流通环节越来越多，流通渠道越

来越长。沟通生产和消费的信息成本、

商品流通中的交易费用越来越大。这种

由于生产社会化的发达所带给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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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却在流通环节中变得消失殆

尽。物流问题随之凸显。

供应链的概念是什么?Supplychainis—

thecomplexnetworkoforganizatiomwithcon—

flictingobjectives。供应链是由自利的个体

所组成的复杂网络。下面是一个简易的供

应链图(见图1)，说它简易是因为它是从

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中截取的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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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简易供应链管理

图1中的VOP是价值提供点(value．

offeringpoint)。这一节点非常重要，在后

面会有解释。如果我们图1看成企业的

组织架构图．基于供应链管理思想下的

虚拟企业组织形式与传统企业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它这种独特的组织形态，

决定了它许多独有的特点．而对这些特

点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基

于供应链思想建立起来的企业系的企

业行为。

二、供应链的特点

(一)供应链上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地

位一定不平等．自然它们的利益分配也不

平等

在图1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没

有登场，这个人物就是集成专家(channel-

captain)。许多人往往认为供应链上的成

员会实现共赢．但是共赢并不意味着大家

共分利润．我们可以从比较熟悉的囚徒困

境理论来解释(见图2)。

囚徒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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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甲(抵赣)
(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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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囚徒困境模型图

对于囚徒甲而言．假设他选择“抵

赖”．囚徒乙选择“抵赖”和“坦白”的收

益分别为“一1”和“0”．这时根据利益最

大化的原则，囚徒乙会选择⋯0收益。
同样。囚徒甲选择“坦白”。囚徒乙的收

益分别为“一8”和“一5”．在最大利益驱

动之下，囚徒乙会选择“一5”收益。所以

对于囚徒乙来说．尽管他不知道甲是选

择了“坦白”还是“抵赖”．但是他发现

他自己选择“坦白”都是比选择“抵赖”

好的优战略。同样．根据对称性。甲也

会选择“坦白”。结果是甲乙两人都“坦

白”。我们称(坦白。坦白)为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是局中人战略选择上构成的

一种僵局，给定其他局中人的选择不



变．任何一个局中人的选择是最好的，

他也不会改变其战略选择。所以，可以

预期(坦白．坦白)是甲乙最终完成的

稳定的选择。

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纳什均衡并

不是上述所有组合中的最优组合。于是

我们就在模型中引入一个重要人物——

黑手党。他的介入带来了新的游戏规则：

黑手党分别警告囚徒甲和冈徒乙，如果

你们要坦白的话．我不但杀了你们。而且

还有你们全家。这一警告可不要紧，囚徒

甲和囚徒乙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决策，

心须推倒一切来重新洗牌。从他们个人

利益的角度来说．原来他们都视为自己

平平安安地出狱为最大的利益．但是现

在他们不但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而且

还搭进去了自己家人的命。于是他们都

不自觉地选择了(抵赖。抵赖)，这一选择

令他们都吃惊不已．因为他们无形之中

却选择了最优的组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相反的结果呢?是

的．正是我们介绍的新人物登场的结果。

那么，黑手党又是何许人也呢?没错，他就

是我们供应链中的集成专家(channelcap—

rain)。

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到我们的主题：供

应链上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地位一定不平

等。假设现在是囚徒乙威胁冈徒甲，甲深

深地了解乙的背景．他和自己的地位和身

份都是一样的平等关系．他非常清楚囚徒

乙的势力程度．囚徒乙的威逼和恐吓都不

会在囚徒甲的内心留下什么刻骨铭心的

烙印．自然囚徒甲也不会理会乙的胁迫，

最后的结果还只是(坦白，坦白)。但是现

在换成了黑手党去威逼囚徒甲和囚徒乙，

他的身份和地位都要比囚徒甲和乙高的

多．他们也深深地体会过黑手党的心狠手

辣．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他会说到做到，于

是在这种强势的威逼中．囚徒甲和乙便很

自觉地双双就范．也很莫名其妙地成为这

场游戏中的赢家．

现在我们放到供应链中来理解这个

特点。上面提到过．在现代供应链管理思

想中．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优化资源

已成为主题。如果要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和

集成互相自利的个体资源的话，要是没有

关系上的强势．没有地位上的强势，你在

整个供应链当中推行你的规则．调动其他

成员的资源就会变得举步维艰。其实，你

完全可以把集成专家等同于你所在企业

里的领袖。作为领袖．他自然有成为领袖

的原因(或者叫做本事)．无论是他的个人

职位、人格魅力或者是知识专长，都具备

一种对你需求欲望深深控制的能力．这也

就是为什么要用领袖而不用领导这个字

眼的缘故。想象一下你的领袖是如何成功

地协调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资源，是什么因

素促成了他的成功．这些都会帮助你很好

地理解和把握你在供应链中所处的角色

和作用。

(二)供应链管理是以最终客户多样

化的需求为中心．供应链成员资源的整合

之源皆来于此

既然供应链上的成员之间的关系

是不平等的．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新问

题，集成专家完全可以以自己的优越地

位来对其他成员胡作非为．任意地调配

其他成员的资源来为己用。这种可能性

是存在的．但我们需要静静地思考：组

建供应链大家庭就和你成立一家公司

一样．我们都希望企业基业长青，而不

是昙花一现。企业为了自己利益的增长

谋求到了一家供应链。他们不希望这是

一家没有前途的供应链．他们指望通过

供应链的竞争优势来抗拒残酷的竞争

环境。作为大家庭的家长。每一个棋子

的移动都会牵动到满盘棋局的输赢。所

以集成专家在动用企业资源的时候，必

须要有一个行为准则和行事依据。在供

应链企业中．它的行事依据就是以客户

多样化的需求为中心。

可能你会进一步质疑，每一个企业不

都是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吗?是这样

吗?否。

在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出现之前。每

一个企业的视角都比较狭隘．它们只与

自己的上下游氽业扣‘交道．它们所谓的

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只不过是满足自

己下游客户的需求。比如原材料供应商

依据生产厂商的要求来提供原材料。分

销商按j．j零售商提供的市场需求来分销

商品．那么．我们进一步从供应链中的牛

鞭效应来分析．所谓牛鞭效应就是指信

息在供应链上的传递过程．就像我们经

常看到的赶牛的牛鞭一样。牛鞭末端的

细微变化反映到鞭梢是一个很大的弧

度。所以供应链中不可避免的牛鞭效应，

决定最终用户需求的稍微变动．沿着整

条供应链传递会被逐级地放大。这也就

是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每一个企业的

下游客户的需求总不等于最终用户的需

求。在供应链的概念出现以后．我们是将

最终用户纳入到整条供应链当中．不再

只将自己的视角放在局部范围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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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变得更广．所有资源一切流向都

是源自于最终用户的喜好．最终用户愿

不愿意为你掏钱．那就看你如何来对他

们承诺和兑现。而也正是因为集成专家

在供应链当中的特殊地位和艰巨使命．

它一定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以客户的需

求为己任．调配供应链的资源。沃尔玛以

自己投资4亿美元的人造卫星给出了答

案．UPS以自己拥有世界上唯一能提前

六年时间来安排最佳航班时间表的计算

机监控、计划与调度系统(COMPASS)做

出了表率。还记得VOP(valueoffering-

point)吗?它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它最靠

近最终用户端．最能真实地反映客户的

价值。

(三)在供应链中我们要用更广的视

角看问题

在分析特点二的时候．我们已经用

过了这个特点。很明显，在供应链出现前

和出现后．我们看问题的视野有很大的

差异。我们举库存管理的例子来看，在供

应链中．任何一件商品不会无缘无故地

跑进仓库里增加库存．它一定有自己的

来路，我们就循着它流经的环节，看看到

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也就是说．对

于库存问题．我们不能只将眼光盯在发

生库存的这一节点上．我们应该清楚，问

题暴露的这一节点是由许多问题沿着供

应链积累的结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

问题看得更准．剖析得更到位。从而解决

得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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