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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与创新研究

朱庆华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针对现实问题，提出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与创新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从传统

企业、再生企业以及整条供应链３个角度，对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驱动、绩效实现机理及运

营创新３个方面进行梳理，探讨已有研究尚待解决的问题；最后提出可持续协同管理与创新未

来的研究方向，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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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应对环境 问 题，发 达 国 家 已 针 对 重 点

行业出台了一系列 法 规，要 求 企 业 开 展 绿 色 供

应链 管 理。如 欧 盟２００６年 启 动 实 施 的 ＲｏＨＳ
指令，即《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

有害成分的指令》，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电子

电气产品中不含６种 有 害 物 质，把 生 产 企 业 的

责任拓展到了 上 游 的 材 料 和 零 部 件 供 应 商；欧

盟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３日正式实施的 ＷＥＥＥ指令，

即《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 令》，要 求 生 产 企 业 对

报废产品的处理处 置 负 责，把 生 产 企 业 的 责 任

延伸到了消费者使用后的产品。由于供应链的

全球化，跨国公司 致 力 于 绿 化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供

应商［１］，如通 用、沃 尔 玛 分 别 于２００５年 在 上 海

和２００８年在北 京 宣 布 实 施 绿 色 供 应 链 管 理 战

略。近几年来，发 展 中 国 家 供 应 商 员 工 权 益 和

社区矛盾等社会责 任 的 问 题，已 成 为 跨 国 公 司

供应链上的风险，因此，发达国家企业的供应链

管理从对环境的关注拓展到了对企业社会责任

的关注［２］，如 苹 果 公 司 由 于 中 国 富 士 康 员 工 问

题受到质疑，２０１２年宣布公平劳工协会将对富

士康工厂进行调查。

由于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中国政 府

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推动企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２００７年３月１日和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

分别启动实施了中国版ＲｏＨＳ和 ＷＥＥＥ法规，

但这些法 规 的 实 施 效 力 以 及 对 企 业 施 加 的 压

力，还有待 进 一 步 提 升［３］。党 的 十 八 大 提 出 的

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五 位 一 体”，把 生 态 文 明

建议提高到 与 经 济 建 设、政 治 建 设、文 化 建 设、

社会建设同样重要的战略高度。由于传统环境

管理的局限性，环境保护部开始在北京、上海和

天津等 地 推 动 绿 色 供 应 链 管 理，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发函同意东莞设立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国家

其他各部委也纷纷致力于推动中国企业的绿色

供应链管理，如国家发改委早在２００１年就启动

探索在汽车行业如 何 实 施 延 伸 生 产 者 责 任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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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于２０１６年 出 台 了 重 点 行 业 和 重 点 领 域

的绿色供应链管理 规 范、标 准 以 及 试 点 示 范 项

目。同时，由于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国资委从

２００８年就要求央企率先承担企业 社 会 责任，央

企已经启动 社 会 责 任 实 践 并 延 伸 到 供 应 链［４］。

在推行“走出去”战略中，央 企 参 与 国 际 竞 争 的

同时，面临着承担 环 境 和 社 会 责 任 的 挑 战 和 壁

垒；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企业的环境和社

会形象受到关注乃 至 质 疑，企 业 必 须 承 担 环 境

和社会责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２０１５年１２
月巴黎会议上中 国 对 世 界 的 承 诺，更 需 要 中 国

企业参与全 球 供 应 链，共 同 实 现 节 能 减 排。与

此同时，移动、华 为、海 尔 等 企 业 也 纷 纷 致 力 于

绿色供应链管理，但 这 些 企 业 如 何 有 效 管 理 和

影响上下游企业，还存在困难。另外，由于环境

问题的日益突出，出现了一类新型的再生企业，

即专门回收处理废旧产品的企业。中国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确保这类企业的生存并促

进其发展，但这类企业仍面临供应链不确定带来

的困难［５］。

由于全球竞争和日益严格的法规要求，国

内外领先企业都开展了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相关

实践，但是，全 球 供 应 链 处 于 不 同 的 国 家，面 对

的压力各不相 同；同 时，环 境、社 会 目 标 与 经 济

绩效可能存在冲突；进一步地，供应链某一环节

的努力（如生态设计），其 受 益 方 可 能 不 是 企 业

本身而是上 下 游。由 此 可 见，可 持 续 供 应 链 管

理需要上下游 不 同 企 业 以 及 环 境、经 济 和 社 会

不同目标的 协 同。鉴 于 此，笔 者 在 前 人 的 基 础

上，提出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的概念，从可持

续供应链管理研究框架、驱动与扩散、多目标协

调和运营模式 创 新 方 面 进 行 文 献 综 述，并 提 出

未来研究的内容与方向。

１　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界定及系统框架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就是在企业供应链管理

中，除了考虑经济因素以外，还考虑环境和社会

问题，或者说企业 把 对 环 境 和 经 济 的 关 注 拓 展

到供应链上下游。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是指

企业基于产品生命 周 期 的 经 济、环 境 和 社 会 影

响，识别并主要针对供应链中影响经济、环境和

社会绩效的关键环 节 与 企 业，以 提 升 整 条 供 应

链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绩效为目标，提出上

下游企业协同管理 的 驱 动、绩 效 实 现 和 创 新 模

式，实现整条供应链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同时包括对环境和社会

的关注，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环境的关注，即

绿色供应链管理。从研究发展来看，绿色供应链

管理从１９９６年开始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２００５年以后得到飞速发展；从研究内容与

方法来看，可以分为５个部分，即理论与概念模

型开发、实证理论检验、测度与评估、实践障碍以

及规范数学建模与优化；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

是针对化工、汽车和电子行业的企业，对于新兴

的废旧产品回收利用企业的研究很少；从文章发

表和被ＳＣＩ／ＳＳＣＩ期刊文章他引来看，ＺＨＵ等［５］

和ＦＡＨＩＭＮＩＡ等［６］的 研 究 全 球 领 先。总 体 而

言，大部分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研究都是以企业为

单位开展的，以ＨＡＬＬ［７］为代表开展了少量的以

整条供应链为单位的研究，但缺少整体的可持续

协同管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近几年，有关供应链的社会责任问题日 益

受到关注，主要集中 于 对 发 达 国 家 领 先 企 业 的

研究，ＹＡＷＡＲ等［２］从３个 战 略 层 次（交 流、强

制要求和供应商开发）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领先企业 通 过 延 伸 供 应 链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的 实

践，缓解供应方中断风险、社会风险以及需求方

不确定性问 题［８］，甚 至 希 望 管 理 全 球 供 应 链 来

控制企业 社 会 责 任 相 关 问 题［９］。为 此，这 些 领

先企业已开始对供应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相关

的强制 要 求，并 在 全 球 供 应 链 中 寻 求 合 作［１０］。

ＺＨＵ等［４］利用央企社会责任报告数据，发现在

供应链上延伸企业 社 会 责 任，能 够 为 央 企 带 来

社会形象和财务绩 效，但 目 前 供 应 链 上 的 企 业

社会责任还未受到央企的重视。

综上所述，国际学术界已经对绿色供应 链

管理开展了广泛的 研 究，但 研 究 对 象 主 要 集 中

在传统企业，对于新 兴 的 再 生 企 业 的 绿 色 供 应

链管理，还有待进一步剖析再生企业的特点，以

此开展深入分析。国际学术界启动了对延伸供

应链的企业社会责 任 研 究，但 发 表 文 章 数 量 有

限，而且基本集中在 发 达 国 家 的 领 先 企 业 如 何

管理全球供 应 链 中 的 社 会 责 任 问 题。另 外，可

持续（包括经济、环境和社 会）供 应 链 的 研 究 主

要集中在企业层面，需 要 从 系 统 的 角 度 对 整 条

供应链的协同管理加以 审 视［１１］。由 此，本 研 究

提出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 的 研 究 框 架（见 图

１），以“协同管理、运 营 创 新”为 主 线，以 整 条 供

应链为边界，以提升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绩效

为目标，研究上下游企业的驱动和扩散机理，以

及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的多目标评价与实现。

具体包括：①现有绿 色 供 应 链 管 理 的 研 究 着 重

在传统企业（见图１方 框 所 示），可 持 续 供 应 链

协同管理研究拓展 到 再 生 企 业，如 何 驱 动 再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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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如何实现供应链上

下游企业可 持 续 实 践 的 扩 散 与 协 同？②经 济、

环境和社 会 目 标 可 能 出 现 在 供 应 链 的 不 同 环

节，如何从整条供应链去实现３个目标的协同？

③从供应链的某一 环 节，环 境 和 社 会 目 标 可 能

与经济目标存在冲 突，是 否 可 能 通 过 运 营 创 新

去实现３个目标的协同？下面分别从这３个方

面进行文献综述。

图１　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研究框架
　

２　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驱动与扩散研究

如何驱动企业开展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并实

现创新扩散？近 年 来，学 术 界 的 关 注 点 主 要 集

中于 对 绿 色 供 应 链 管 理 的 驱 动 与 扩 散 研 究。

ＤＩＡＢＡＴ等［１２］识 别 出４种 绿 色 供 应 链 管 理 驱

动力，包括民主、被支配、关系和支配，并用解释

结构模型分析 了 驱 动 力 之 间 的 关 系。ＳＡＲＫＩＳ
等［１３］与美国、香港地区的合作伙伴总结 了 相 关

理论（制度理论、资 源 基 础 观、利 益 相 关 者 理 论

等）在 绿 色 供 应 链 管 理 驱 动 中 的 应 用，截 止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底，该 文 献 被ＳＣＩ／ＳＳＣＩ引 用２９９
次，为ＥＳＩ高被 引 论 文。随 后 有 很 多 研 究 参 考

此文献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如 ＷＵ等［１４］通过

多层回归分析，研究组织支持、社会资本和政府

参与对台湾纺织服装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作

用，并分析了制度压力的调节影响；ＴＡＣＨＩＺＡ－
ＷＡ等［１５］在对西班牙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

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剖 析 不 同 类 型 企 业 受 到 来

自不同利益相关者（消费者、政府、竞争企业、社
会、企 业 内 部 高 层、金 融 机 构）压 力 的 差 别；

ＧＯＶＩＮＤＡＮ等［１６］综 合 应 用 文 献 综 述、企 业 调

研等方法，识别绿色制造的驱动力，并用模糊多

属性方法分析了驱动力的关系。

国际上已有诸多研究是基于制度理论和利

益相关者理论，分 析 绿 色 供 应 链 管 理 的 驱 动 与

扩散，但少量研究 发 现，对 于 生 态 创 新（包 括 绿

色供应链管理），制度压力需要通过内部资源与

能力产生影响［１７］。ＺＨＵ等［１８］用 制度 理 论 分 析

了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的绿色供应链管

理的 实 践 驱 动，同 时，应 用 制 度 理 论 和 动 态 能

力，研究企业建立环境管理系统的动因［１９］，通过

路径分析，剖析不同 的 制 度 压 力 如 何 驱 动 绿 色

供应链管理，并最终带来 经 济 绩 效［２０］。现 有 研

究主要集中在传统 企 业，对 新 兴 的 再 生 企 业 研

究有 限，并 且 主 要 集 中 于 障 碍 和 困 难 分 析。

ＭＡＲＳＥＫ［２１］提出，再制造企业需要统一的产品

和行 业 标 准；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ＭＡＮ 等［２２］分 析 了

再生企业回收逆向物流中的管理、财务、基础设

施障碍；ＺＨＵ等［５］分 析 了 再 生 企 业（再 制 造 企

业）供应链管理的障碍。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绿色供应链的驱 动

与扩散因素有较多 的 分 析，但 研 究 方 法 主 要 是

案例研究和统计分 析，数 据 获 取 主 要 来 自 问 卷

调查，对环境以外的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供 应 链 管 理

的驱动与扩 散 研 究 有 限。另 外，现 有 研 究 都 是

考虑对传统企业绿 色 供 应 链 管 理 的 驱 动，对 再

生企业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３　面向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综合提升的

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研究

　　对于可持续供 应 链 协 同 管 理，有 学 者 从 企

业各个部门协调、上 下 游 传 统 企 业 合 作 及 再 生

企业与传统企业的协调等方面开展了研究。对

于企业 内 部 的 研 究，ＲＹＯＯ 等［２３］通 过 问 卷 调

查，分析企业内部各 个 部 门 的 协 调 对 绿 色 实 践

带来绿色绩效的影响；ＺＨＡＯ等［２４］分析了再制

造供应链 中 的 供 应 和 需 求 不 确 定 性 的 协 调 问

题。对于传统 企 业 供 应 链 的 协 调，ＡＲＡＳ等［２５］

通过数学建模，发现 二 步 收 费 制 合 同 可 以 促 进

零售 商 与 制 造 企 业 绿 色 供 应 链 管 理 的 协 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用一 期 专 刊 来

讨论全球各利益相关者如何协调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构建和实现全

球可持续供应链的协调 管 理［２６］。近 年 来，再 生

企业与传 统 企 业 的 协 调 成 为 学 术 界 的 研 究 热

点，ＳＡＶＡＳＫＡＮ等［２７］发现，一个简单的协调机

制就能促进零售商 回 收 产 品 的 积 极 性，从 而 提

高再生供应链的整体 利 润；ＡＲＡＳ等［２５］运 用 仿

真优化，分析制造或 再 制 造 产 品 如 何 满 足 消 费

者的需求；ＭＡＮＧＵＮ等［２８］提 出，把 再 制 造、再

利用和再循环融入 到 产 品 最 初 的 设 计 中，但 设

计面向的是不同的 供 应 链 阶 段，彼 此 存 在 着 冲

突，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存在困难。

发达国家企业由于法规要求，开展了绿 色

供应链管理。然而，在全球供应链环境中，发达

国家企业面临两个 主 要 挑 战：①如 何 管 理 发 展

中国家 的 供 应 商？②除 原 来 考 虑 环 境 问 题 之

外，如何考虑 新 的 社 会 问 题，以 实 现 经 济、环 境

·７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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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的供应链协调管理？中国政府和企业面

临更大的资源环境 和 社 会 挑 战，借 鉴 发 达 国 家

经验，政府和企业 已 经 启 动 和 实 施 了 相 应 的 可

持续供应链管理战 略 与 实 践，但 仍 面 临 以 下 现

实问题：①政府面对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如何

识别和抓住重点企 业，有 步 骤 地 推 动 可 持 续 供

应链管理？②与发达国家以强制性要求为主不

同，在 经 济 发 展 阶 段，中 国 政 府 如 何 同 时 使 用

“萝卜”和“大棒”政策？企业如何有效开展可持

续供应链协同管理，以实现综合绩效的提升？

学术界已经从企业、供应链和利益相关 者

３个层 次 开 展 研 究，并 取 得 了 有 价 值 的 结 果。

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 对 环 境（或 绿 色）和

经济绩效的关注［２９］，如何进一步融入对 社 会 绩

效的评价以及协同分析，是个研究难点。另外，

现有研究分析 了 零 售 商 与 制 造 企 业、制 造 企 业

与再生企业的协同 管 理，但 上 下 游 企 业 可 能 由

于地域、所有制和 规 模 等 方 面 不 同 而 存 在 文 化

差异，对此缺少相应的研究。

４　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运营模式研究

创新是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并同时提升

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的 关 键［３０］。运 营 模 式 创

新包括整条供应 链 的 改 进 和 企 业 内 部 的 提 升，

机会和威胁并存［３１］。ＦＬＡＭＭＥＲ［３２］发现，股东

环境和社会相关的提案获得通过的数量逐年提

高，也因此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ＹＡＮＧ
等［３３］提出，创新性 的 精 益 生 产 能 够同时 带 来 经

济和环境绩 效。对 企 业 来 说，实 施 绿 色 供 应 链

管理 包 括５个 方 面，即 内 部 环 境 管 理、绿 色 采

购、与 客 户 的 环 境 合 作、逆 向 物 流 和 生 态 设

计［３４］。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ＩＳＯ）在瑞 士 日 内 瓦 正 式 发 布ＩＳＯ２６０００，提 出

企业 社 会 责 任 包 括７个 方 面，即 组 织 管 理、人

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消费者 权 益、社

区参与和发展。设计是减少产品生命周期资源

环境 影 响 最 有 效 的 方 法。ＭＡＮＧＵＮ 等［２８］提

出，在设计阶段就应该考虑产品的再生，但面向

产品生命周期的不 同 阶 段，设 计 要 求 存 在 着 差

异。《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用 一 期 专

刊讨论可持续设计，内 容 涉 及 与 传 统 设 计 的 融

合，以及设计所带 来 的 产 品 环 境 与 经 济 绩 效 冲

突等［３５］。另外，获得经济利润是企业生存之本，

因此，消费者的认 可 是 企 业 可 持 续 供 应 链 管 理

创新的必要条件［３６］。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和标准提出了多种 可

持续供应链的运营管理创新。对于不同类型的

企业而言，如何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可持续供

应链协同管 理？现 有 文 献 对 此 已 有 零 星 研 究，

但还缺少基 本 的 框 架 与 方 法。面 对 不 同 经 济、

环境和社会目标，如 何 推 动 上 下 游 企 业 合 作 与

协同创新？在政府重大战略的支持和消费者环

境偏好相对较弱的 情 境 下，中 国 企 业 如 何 开 展

可持续供应 链 协 同 管 理 创 新？另 外，消 费 者 的

认可是最终决定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创新最

为关键的因素，但 是，如 何 考 虑 消 费 者 偏 好、分

布以及动态发展过程，仍是个难点。

５　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研究可以针对中国 企

业实施可持续供应 链 管 理 面 对 的 现 实 问 题，借

鉴发达国家经验，并 结 合 中 国 政 府 重 点 推 动 的

行业，界定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的系统边界，

识别出中 国 可 持 续 供 应 链 协 同 管 理 的 关 键 环

节、重点内容和特征。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以

下问题。

（１）探究可持 续 供 应 链 协 同 管 理 的 驱 动 与

扩散机理　识别我 国 政 府、非 政 府 组 织 和 公 众

等利益相关者驱动企业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

的路径。针对 不 同 类 型 企 业，尤 其 是 传 统 企 业

和再生企业的驱动与扩散机理的相似性和不同

点，通过不同的数据收集和处理办法，建立计量

经济学和管理科学 决 策 模 型，分 析 如 何 驱 动 企

业强化在社会责任各个维度的协同管理。

（２）面向 经 济、环 境 和 社 会 综 合 绩 效，探 究

不同利益相关者以及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博弈

与协同机理　如何 综 合 评 估 经 济、环 境 和 社 会

绩效？如何综合考虑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偏好，研究综合绩效提升的协同机理？同时，

供应链上的企业处 于 不 同 的 国 家，来 自 政 府 和

消费者的环境社会 责 任 要 求 也 各 不 相 同，如 何

分析不同协调机制 对 经 济、环 境 和 社 会 绩 效 的

综合影响？

（３）提出适用 于 不 同 类 型 企 业 的 可 持 续 供

应链协同管理的创新模式与实现路径　现有文

献和标准提出了多种可持续供应链的运营管理

创新。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而言，如何有重点、

有步骤地开 展 可 持 续 供 应 链 协 同 管 理？另 外，

如何综合分析消费 者 偏 好，并 建 立 模 型 来 剖 析

企业的成 本－收 益 关 系？仍 是 未 来 研 究 的 难 点

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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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与创新研究———朱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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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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