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便利店零售业独创商品
供应链创新及启示
—基于延期 - 投机原理的分析

延期 - 投机原理

延期- 投机原理是着眼于流通功能替

换，用来解决经营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

担问题的。所谓流通功能替换是指在流通

功能被分割成买卖、保管、运输、风险承

担、市场信息等情况下，流通机构间通过

各自承担的功能的分割、转移，可使流通

系统重新组合。当风险分担关系处于总系

统的最佳状态时，便能实现理想的流通系

统。最初提出这一分析视角的阿尔德森

（W.Alderson）认为，该原理不只针对流

通，也包括生产。延期- 投机原理分为时

间层次的分析和空间层次的分析，为使讨

论简化，这里只进行时间层次的分析。时

间层次的延期- 投机原理，是以具有购买

力的消费者和产业用户决定购入特定商品

的时点为基准，来建立概念的。

（一）延期与投机的比较

延期是决定延缓进行某产品的形态和库

存投资，即在购买需求发生前或发生时点上

决定产品形态和库存投资。投机是在事前决

定产品形态和库存投资，即产品形态和库存

投资的决定是在购买需求发生前预先进行

的。延期还是投机所确定的是需求（订货）

信息投入的时机。延期中信息投入的时间较

晚，信息内容是最新的或实际的需求信息；

投机中信息投入的时机较早，信息内容是根

据事前计划预测的。生产和流通活动是基于

“实际需求”还是“预测”，其经营的不确定

性和风险负担程度大不相同。接近“实际需

求”、得到准确信息时，能大幅降低生产流

通活动的不确定性；而以事前“预测”进行

生产流通活动的投机，有可能发生预测错误

和事后的突然变化，会增加经营的不确定

性。延期的效果是生产流通活动可根据最新

市场动向进行，不确定性降低；投机的效果

是生产流通活动从计划到实施有充足时间，

可使生产流通批量增大，规模效益达到最

大。总之，延期和投机各有其经济合理性。

（二）生产阶段的延期- 投机原理

根据订货信息的投入时机，生产阶段

时间层次的延期- 投机分为订货生产和预

测生产。实际需求发生时开始的订货生产

是延期型系统，实际需求发生之前进行的

预测生产为投机型系统。二者处于两极位

置，中间有众多不同水平的第三状态延期

投机决策领域。具有延期经济效果的订货

生产是根据实际需求来调整生产和销售的。

当根据实际需求信息的投入进行生产时，

产品库存为零，不发生库存费用和库存风

险，客户需求也能得到满足，是理想的生产

形态。但接受订货后，生产者若未在约定时

间内生产、交货，就会失信于客户，在接受

客户的个别订货进行生产时，生产成本较

高，且由于订货生产没有库存，生产者会受

需求变动的影响，经营上会出现人员设备

过剩或不足等问题。与此相对，具有投机经

济效果的预测生产是以库存应对需求变动

的。如果需求变动在事前预测范围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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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利用缓冲库存而顺利进行，但库存有

费用和风险。如果需求变动超过预测范围，

超出预测需求越多，越会出现库存不足，越

有失信于客户的危险，即发生断货；超出预

测需求越少，越会出现库存积压，从而不得

不缩减生产计划。预测生产是以库存来调

整生产和销售的，即库存吸收了生产的不

确定性风险，生产者承担库存费用和风险。

生产系统的具体选择，可依商品而异。

对满足即时消费需求的方便品，一般采取

预测生产；对客户需求个性化的、难以标

准化生产的生产资料及部分选购品和特殊

品，一般采取订货生产。但选择生产系统

并不一定是从预测生产和订货生产中二择

一。近年来，接近“实际需求”、吸收不确

定性的延期型生产系统备受生产企业青睐。

（三）流通阶段的延期- 投机原理

流通阶段时间层次的延期- 投机的核

心是流通过程中物品转移所需时间长短问

题，即短循环- 长循环问题。商人的业务

分为进货和销售，因此，特定流通阶段的

物品流速，可由进货状态下的从订货到进

货所需时间即交货周期，与销售状态下的

从交货到售货所需时间即店铺库存周期的

合计即销售周期来测定。销售周期越短，库

存投资决策离购买需求发生时点就越近，

这是延期。延期中库存投资的预测时间越

短，最新的需求动向越能反馈给预测。相

反，销售周期越长，流通活动离购买需求

发生时点越远，这是投机。投机中为库存

投资所需的预测时间越长，不确定性就越

大，库存风险就越增加。若在店铺库存周

期中假定销售条件不变，交易批量大小为

变数，则交易批量增大，平均库存量增加，

库存周转将变慢；反之，交易批量小，库

存周转加快。结果是，若延期，便形成销

售预测性强、库存周转率高、短周期、小

批量的快循环流通系统，但供应商负担的

流通费用一定会上升；若投机，供应商的

成本下降，库存断货的担心会减少，出现

长周期、大批量的慢循环流通系统，但库

存风险和库存费用上升。

生产系统是选择订货生产还是预测生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论述延期 - 投机原

理的主要内容，以此为理论基础，对7-

11 等日本四家连锁便利店独创商品供应

链进行比较。比较发现，7-11 等便利店

的竞争优势在于其延期型生产流通系

统，这对我国便利店发展具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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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延期- 投机原理决定生产流通系统

表2   便利店的代表性商品及其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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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在于交货期和库存的均衡关系；流通

系统是选择短周期还是长周期，在于交货

周期和流通费用的关系。表1 概括了它们

之间的对应关系。

日本便利店零售业独创商品

供应链的创新：以便当为例

（一）7-11 便利店的便当供应链

在日本，超市经营的食品杂货几乎都

是依靠集中、预测生产的方式生产出来的，

而便利店经营的战略性商品如便当、饭团

等独创商品都是通过分散、订货生产的方

式生产出来的（见表2）。不过，便利店的

订货生产与服装等商品的传统订货生产不

同，后者是，客户订货一般是在具体的制造

工序开始前投入，生产和流通阶段都没有

库存。而前者是，原则上在工厂和配送中心

使产品零库存，但在终端零售阶段会发生

产品库存。即零售阶段承担库存风险，将

“预测销售”与“订货生产”巧妙结合起来。

这种体制称之为汇总订货生产流通系统。

图 1 是与 7 - 1 1 交易便当的供应商

“Warabeya 日洋”从首都圈的工厂到店铺

销售过程的工作时间表。便当每天1 次订

货，3次交货。交货周期最短的是在当天下

午第一次的交货，必须在销售高峰6 点前

完成向所有店铺交货。送货车在8-13个送

货点之间按固定路线配送，算上各店间距

离和店铺滞留时间，在下午3 点半之前必

须到达第一个店铺，否则，就不能在销售

高峰时间前全部送完货品。为此，在临近

工厂的共同配送中心，包括其他供应商的

商品的筛选分类、配货、装货等作业必须

在3点前完成，并将货品运出。可是，订货

在上午10点截止，信息到工厂已11点。便

当的生产工序分为煮饭、做菜等前道工序

和菜肴等15-16 个“配件”组装等后道工

序，前道工序与后道工序各需4小时。尽管

前道工序可事前完成，从投入信息的11点

开始进行后道工序，到中午12点前要结束

生产，再加上搬入共同配送中心的作业时

间，无法及时完成。为解决这一时间差，

Wara b e y a 日洋采用了先进的生产方法。

在7-11总部的帮助下，正确地把握过去的

需求动向，上午8点根据“预测”先行进行

下午运送部分的生产（后道工序），11点前

做出暂定生产量的 8 0 % ；订货信息投入

后，用1 小时对每种商品进行调整，12 点

便可轻松完成全部生产量。也就是构建了

一种订货信息投入后，先行的预测生产便

转换为订货生产的体制。这样订货，当天

深夜送货或第二天上午送货，时间都很宽

裕，大大减轻了供应商的负荷。

通过汇总订货生产，供应商把生产活

动延期到极限，根据实际需求信息的投入，

回避了库存风险。另外，通过分散配置工厂

之间的共同配送中心，努力缩短交货周期。

在流通阶段只是由共同配送中心以天为单

位的库存方式，从几个供应商处搬入便当、

调理面包等进行运输用备货。在零售阶段，

由于是以一个零售商为单位订货进货，结

果压缩了平均库存量，提高了库存周转率。

（二）am/pm、迷你岛等便利店的便当

供应链

以往便利店进行食品加工是采取生产

销售分离型，即在工厂筹集原材料，按前

道工序与后道工序进行加工，形成产品，然

后在配送中心储存产品，当实际需求从店

面被投入后，再将产品配送到店铺。即按

假定需求进行预测生产，存货也是按预测

配送到各配送中心的。am/pm 将便当的预

测生产与预测流通系统延伸到店面。作为

耐保存的冷冻食品，根据预测生产便当，在

店面储存，有顾客购买时（订货后）才有

店员在收银台旁解冻、加热、做成成品。其

供应链特点是，实际需求投入时点在店铺，

形成成品也在店面。与7-11的汇总订货生

产相比，具有可不建立分散的生产与物流

据点、可防止店铺阶段的废弃损失等优点；

缺点是口味与商品品种较单一。与am/pm

相反，迷你岛采取生产销售统合型。即将

调理加工与销售活动一同置于店面（店内

设有快餐角，顾客可在此食用），前道工序

的大部分在店铺的中央厨房进行，后道工

序和销售在店面进行。这样，生产与销售

的实际需求投入点均在店铺，它接近于餐

饮服务。“白杨”则与上述便利店的做法不

同（见图2），仅将后道工序的一部分即煮

饭放在店面，其余生产活动是在中央工厂

进行。其供应链特点是，实际需求投入2

次，在工厂生产菜品和在店面煮饭各1次。

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日本便利店

独创商品供应链创新的关键是考虑将实际

需求投入放在供应链的哪个阶段。若放在

上游，整个供应链的库存风险就会减少，具

体说就是降价和废弃处理的风险消失；若

放在下游、尽量接近销售时点，虽能较好

地保持食品鲜度等优点，却不能有效发挥

规模经济性，还有发生品质与卫生管理上

风险分散的危险。如果像7-11那样进行工

厂化生产，无需面向全部1万多家店铺，只

需控制约280 个工厂的卫生和生产工序基

准即可，风险控制就变得容易。7-11 以便

当为代表的独创商品供应链是订货生产短

循环流通，是最大限度的延期。从一定意

义上说，以7-11为首的日本便利店能创造

20年持续高增长的业绩，就在于隐藏其背

后的延期型生产流通系统。

便利店的竞争力取决于商品力，商品

力既取决于商品开发能力，更取决于商品

供应链的创新能力。便利店企业要想持续

保持竞争力，应按照投机- 延期原理，不

断考虑供应链上的场所配置和实际需求投

入点，即在哪个阶段投入订货，在哪个场

所采购、生产、加工、配送和销售，是靠近

下游的店铺还是靠近上游的工厂，以此为

基础创立新系统或优化原有系统。    

图1   便当类商品供给作业时间表

图2   7-11 等便利店便当供应链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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