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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研究

一、引言

21世纪是服务经济的时代，服务业已经成为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服务业的规模

化、网络化和品牌化经营是中国服务业未来发展

的必然趋势。产品服务化和服务外包的不断增长

以及相关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为服务供应链的形

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1 ]。作为一类典型的

服务供应链，近年来物流服务供应链（Logistics Ser⁃
vice Supply Chain，LSSC）已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

泛关注。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对物

流服务供应链的认识仍然存在不足，大部分物流

企业仍然将其物流运作与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

商、物流需求方之间的关联割裂开来，缺乏网络协

同观念和整合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物流企

业的网络化及其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快速发展。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制造业物流外包促进了

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的转变，并推动了物流整合

（Logistics Integration）研究的不断深化。国内外学

术界对物流整合的研究已经从第三方物流整合

（3PL Integration）的角度，逐步发展到供应链物流

整合（Supply Chain Logistics Integration）的角度，并

进一步发展到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Logistics Ser⁃
vice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的角度。

对第三方物流整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

面：一是研究第三方物流整合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认为第三方物流整合可提高企业绩效，帮助企业

获取竞争优势 [ 2-3 ]，企业特征 [ 4 ]、环境不确定性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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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物流整合的研究经历了从第三方物流整合到供应链物流整合再到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过程，然

而学术界对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内涵、结构和思路尚模糊不清。在对第三方物流整合、供应链物流整合以及服

务供应链整合等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可对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进行规定，并从基础、运作、管理和战略四个层面构

建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综合结构模型。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是产品供应链整合的一部分，更关注物流能力整

合、价值流整合与关系整合。在此基础上，依据整合前因、整合过程、整合程度和整合结果的逻辑构建物流服务供

应链整合的综合分析框架。我国物流企业应转变思维方式，从传统的独占思维转变为整合思维，确定供应链战

略，加强信息共享和流程协调，实现物流服务供应链上服务流、信息流、资金流、知识流和价值流的“五流”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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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会对该关系产生调节作用；二是研究第三方物

流整合的前因，认为依赖 [ 6 ]、信任 [ 7 ]、关系承诺 [ 8 ]

等都是第三方物流整合的重要前置因素。

对供应链物流整合的研究主要包含两种观

点。一种观点认为供应链物流整合是供应链整合

的一部分。阿图尔·维尔切克（Artur Świerczek）[ 9 ]

提出供应链整合包括物流整合、信息流整合和资

金流整合；弗林（Flynn）等 [ 10 ]提出供应链整合包括

供应商整合、客户整合和内部整合，其中供应链物

流整合蕴含在供应商整合之中。这些关于供应链

物流整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应链企业在物流方

面的纵向合作，是供应链整合的一部分。另一种

观点认为供应链物流整合包括供应链物流网络整

合和供应链物流资源整合。陈建华、马士华 [ 11 ]构

建了基于集配中心的供应链物流网络整合方式；

刘安业、王要武 [ 12 ]研究了建筑供应链的物流资源

整合，提出构建物流联盟是一种重要的物流资源

整合模式。

对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

流服务供应链整合和物流服务供应链协调两个方

面。从服务供应链整合的角度看，服务供应链管

理的概念架构包括网络配置、管理过程与管理组

件三个要素 [ 13 ]，基于这三个要素提出了不同的概

念模型，如艾拉姆等（Ellram et al）[ 14 ]、兰伯特等

（Lambert et al）[ 15 ]、克罗克斯顿等（Croxton et al）[ 16 ]、

巴尔塔格鲁等（Baltacioglu Ada et al）[ 17 ]、约翰逊和

曼娜（Johnson & Mena）[ 18 ]、林勇等（Lin Y et al）[ 19 ]提

出的服务供应链管理的五个概念模型，在管理过

程方面，信息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供应商关系管

理和需求管理等已经达成了共识。国内学者认为

物流服务供应链是以“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
物流服务集成商→物流服务需求方”为基本结构

的崭新管理模式 [ 20-21，1 ]。这意味着服务供应链整

合必然包括客户整合与供应商整合。因此，在参

考供应链整合理论的基础上，简兆权等 [ 22 ]认为，服

务供应链整合的前因是市场导向和交易成本，并

将服务供应链整合的维度划分为供应商整合、内

部整合和客户整合。从物流服务供应链协调的角

度看，李凤廷等 [ 23 ]提出粮食供应链整合存在链的

合作、链的协调和链的协同三种整合程度，从本质

上讲，协调是整合的一种类型。目前关于物流服

务供应链协调的研究主要包括二级或三级物流服

务供应链协调。在二级协调方面，刘伟华等（Liu
W et al）[ 24 ] 研究了在需求更新条件下二级物流服

务供应链的物流服务能力订购策略的协调机制；

刘伟华等（Liu W et al）[ 25 ]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研究

了二级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订单分配协调问题；崔

爱平、刘伟 [ 26 ]基于期权契约研究了二级物流服务

供应链的协调机制。在三级协调方面，朱卫平等 [ 27 ]

研究了三级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协调；刘三红等 [ 28 ]、

高志军等 [ 29 ]研究了客户企业奖惩下的三级物流服

务供应链的质量与安全激励协调；刘伟华等 [ 30-31 ]

研究了三级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收益共享协调和任

务分配协调。因此，无论是二级协调还是三级协

调，基本都专注于物流服务供应链中功能型物流

服务提供商的整合，却忽视了客户整合的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物流整合的研究

经历了从第三方物流整合到供应链物流整合再到

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过程，对物流服务供应链

整合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物流服务供应

链整合的综合模型、整合动因、整合过程、整合程

度以及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与供应链整合之间的

异同等方面更鲜有成果。鉴于此，本文对物流服

务供应链整合的内涵和特点进行了界定与概括，

从战略、管理、运作和基础四个层次构建物流服务

供应链整合的综合模型，并以供应链整合作为对

比对象，归纳了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特征。在

此基础上，从整合的前因、过程、程度和结果四个

方面构建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综合分析框架，

并对物流企业发展提出了建议。

二、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内涵与结构

（一）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内涵

供应链整合是供应链管理领域中的一个重要

分支，也是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思想。供应链整合

是成员企业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过

程，主要包括企业内部的运营整合以及外部客户

与供应商的整合，也有人认为包括供应链的强度

整合与跨度整合。当前学者对供应链整合的研究

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从资源基础观（Re⁃
source-based View，RBV）的视角来看，企业在供应

链整合过程中能够开发出独特的能力和优势，获

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和更好的企业绩效 [ 32 ]。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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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Relational View，RV）的视角来看，战略性资源

可以来源于组织间层面，通过供应链整合获得的

竞争优势依赖于组织间关系租金的产生 [ 33 ]。从知

识基础观（Knowledge-based View，KBV）的视角来

看，供应链整合可以有效利用跨越供应链中组织

边界的有价值信息交流所形成的知识资源 [ 34 ]。从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SET）的视

角来看，关系治理机制（如信任和承诺等）能够帮

助供应链成员完成更高程度的整合 [ 35 ]。从交易成

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TCE）的视角

看，供应链整合能够帮助企业减少交易成本，实施

保障机制规避机会主义行为，资产专用性和不确

定性是考虑选择组织间治理形式的重要因素 [ 36 ]。

从信息处理理论（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IPT）的视角来看，不断增加的信息流和信息质量

能够引导决策者改善企业绩效，并且对供应链绩

效具有积极的影响 [ 37 ]。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供应链

整合，既拓宽了供应链整合的研究思路，同时也为

研究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提供了借鉴，为整合要

素的分析提供了有益参考。

尽管大量学者对供应链整合进行了系统研

究，但鲜有学者研究服务供应链整合。李红 [ 38 ]认

为，服务供应链整合要实现信息流、资金流、物流、

服务流和价值流的“五流”合一。简兆权等 [ 22 ]认

为，服务供应链整合是以服务为主导，以服务集成

商为核心，对供应链上的服务提供商、服务集成商

以及顾客的资源、能力、知识和流程等进行整合，

同时由服务集成商承担各要素和环节的整合与管

理任务，以实现信息流、资金流、物流、服务流和价

值流的顺畅流通，最终提高服务供应链绩效。但

在二人的定义中，这“五流”中的物流值得商

榷，因为在服务供应链上只存在服务流而不

存在物流，服务供应链为产品供应链提供集

成化服务，而物品作为承载集成化服务的载

体，物的流动存在于产品供应链中，而不存在

于服务供应链中。虽然这两种定义存在一定

问题，但仍然能为研究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

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依据史蒂文斯（Stevens）[ 39 ]提出的供

应链整合三层级视角，即战略、战术和运作，

结合李红和简兆权对服务供应链整合的定

义，参考供应链整合的相关研究视角，对物流

服务供应链整合做出如下规定：物流服务供应链

整合是以利益趋同为基础，以物流集成商为核心，

对供应链上的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物流集成

商和客户的战略、计划与控制、组织、过程、资源、

知识、关系、信息和资金等要素在战略、管理和运

作三个层次上进行整合，同时由物流集成商承担

各物流要素和环节的集成与管理职能，实现物流

服务供应链上知识流、信息流、资金流、服务流和

价值流的“五流”合一，并最终实现降低交易成本、

加强组织间关系、改善物流服务质量、提高物流服

务绩效的效果。

（二）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结构模型

根据上述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定义，可以

构建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综合结构模型（如图1
所示），该模型包含战略、管理、运作和基础四个层

次，每个层级都包含了一个或多个整合要素。

1. 基础层

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基础是利益趋同（Ben⁃
efit Alignment），利益趋同也是触发物流服务供应

链运作过程中其他所有相关活动和维持供应链可

持续性的基础。企业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物流

服务供应链整合取决于成员之间的共赢合作关

系。利益趋同的实现，一方面需要签订一个正式

协议，通过协议确定物流服务供应链中每个企业

的义务和责任，建立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实

现供应链网络中的风险、成本和奖励的合理分摊

与分配。另一方面要基于情感承诺、规范承诺和

持续承诺维持物流服务供应链合作伙伴的长期与

稳定关系。

2. 运作层

图1 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综合结构模型[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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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层面的整合主要包括资源、流程和关系

的整合，以及服务、知识、信息、资金和价值的整

合。资源整合（Resource Integration）在物流服务供

应链中更多关注的是物流能力的整合，物流集成

商的资源整合过程包括资源识取和资源配用两个

阶段，前一阶段包括识别资源和获取资源，后一阶

段关注于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在前一阶段中，物

流集成商如何选择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如何

获取其资源，是该阶段工作的重点；在后一阶段，

物流集成商如何配置和使用物流提供商所提供的

物流资源，实现物流的时空价值，是该阶段的工作

重点。流程整合（Process Integration）反映物流集

成商、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和客户之间保持行

动一致性的程度，服务于双方共同的利益。流程

整合主要包括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层面的流程

整合与客户层面的流程整合，其目的是实现物流

服务供应链内部成员之间的无缝链接。关系整合

（Relationship Integration）反映了物流服务供应链

上下游企业之间基于依赖、信任和承诺所形成的

稳定关系，有利于促进供应链整体绩效的提升。

物流服务供应链上存在服务流、知识流、信息流、

资金流和价值流，这“五流”合一决定着物流服务

供应链运作的协调程度，也反映物流服务供应链

运作的绩效情况。服务流整合决定着物流服务供

应链上服务传递效率的高低，知识流整合决定着

物流服务供应链上物流创新程度的高低，信息流

整合决定着物流服务供应链上信息交换程度的高

低，资金流整合决定着物流服务供应链上现金流

的充裕程度，价值流的整合决定着物流服务供应

链价值增值程度的高低。

3. 管理层

管理层面的整合包括物流服务供应链中的组

织整合和计划与控制整合。这部分整合在企业组

织结构中处于中间层面，起着连接战略层和运作

层的作用，是这两个层次中间的缓冲地带。

物流服务供应链的高效率运作需要跨越组织

层级构建多方合作的工作关系，流程整合需要通

过物流服务供应链成员之间的跨组织工作团队和

日常交流来实现。组织整合能够使跨组织的商业

流程实现功能性协同，并改进组织结构来适应物

流服务供应链整合。在此过程中，文化和态度是

不可低估的要素。其中，企业文化的兼容性对物

流服务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保持合作是至关重要

的，否则可能导致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潜在冲突。

计划和控制整合位于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模

型的更高层次，主要包括协作预测、计划、控制、绩

效评估和风险管理等活动。计划和控制整合的目

标是平衡物流服务供应链上的供给和需求关系，

以保证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均衡有序运作。整合计

划和控制活动是以物流服务供应链成员的决策权

力分配为基础的，在物流服务供应链中，物流集成

商作为主导企业，依托物流供给与需求关系，联合

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和客户进行预测、计划、控

制、风险管理和绩效评估等管理活动，在此基础上

实现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平稳性运作。

4. 战略层

战略层面整合是指企业长期战略目标和战略

愿景、协同战略投资计划、能力和实施计划以及相

关实施项目的交流活动。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战略

层面整合，是指物流集成商与功能型物流服务提

供商和客户之间基于调整和安排所形成的一个相

互关联、相互配合的战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取得

战略协同影响的动态过程。物流服务供应链上长

期合作和可信赖公司的存在使战略层面整合成为

必然，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战略层面整合主要包括

物流集成商、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和客户之间

的使命与目标整合、总体战略整合、经营战略整合

以及职能战略整合。使命与目标整合是物流服务

供应链整合的先导战略，总体战略整合是物流服

务供应链整合的指导方针，经营战略整合是物流

服务供应链整合的保障机制，职能战略整合是实

现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执行基础。

5. 整合要素的相互作用

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利益趋同是物流集

成商推进战略、管理和运作层面整合以及共享收

益、共担风险的基础。战略层面整合指导管理和

运作层面的整合活动，同时成功的管理和运作整

合也会促进战略层面整合。服务、知识、信息、资

金和价值的整合能够确保资源合理分配并整合组

织间商业流程，整合流程的输出是顾客满意、关系

联结、物流价值增值、信息反馈、知识累积和资金

收益。组织整合依赖于整合流程和物流服务供应

链的计划与控制机制，计划和控制既是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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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也是整合组织功能的一部分，同时也有

助于促进物流服务供应链上信息流、资金流、服务

流、知识流和价值流的“五流”合一。

（三）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特征

物流服务供应链与产品供应链之间存在较大

的差异，物流服务供应链具有如下特征：物流服务

供应链是产品供应链的一条子供应链；物流服务

供应链是一条物流能力链；物流服务供应链是一

条增值服务链。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物流

服务供应链整合也与产品供应链整合存在一定的

差异，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是产品供应链整合的

一部分，更注重的是物流能力整合、价值流整合与

关系整合。

三、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综合分析框架

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是物流集成商对供应链

内、外部的战略、管理和运作进行动态整合的过

程。对于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我们需要分析整

合的前因是什么，整合的要素有哪些，整合的过程

如何，整合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整合的结果如何

等。本文依托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内涵与结

构，提出了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综合分析框架，

将整合的前因、整合的过程、整合的程度以及整合

的结果有机联系在一起（如图 2所示）。在该框架

中，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前因和过程位于模型

的左半部分，是对战略层、管理层、运作层和基础

层进行交互整合。整合的程度和结果位于模型的

右半部分，描述了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过程和整

合层次的绩效结果。

（一）整合的前因

已有部分学者对供应链整合的动因进行了探

讨，简兆权等 [ 22 ]将供应链整合的动因归纳为降低交

易成本、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等。赵亚蕊 [ 41 ]将

供应链整合的诱因归纳为降低交易成本、资源依

赖、规避不确定性、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等。

物流集成商通过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获取能力、

资源、知识、信息、关系等以降低成本，并通过资源

整合与信息共享规避运作风险和不确定性。鉴于

此，我们认为从成本、信息、风险和竞争等方面分

析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前因是可行的。本文从

市场导向、交易成本、信息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

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动因。

第一，市场导向是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一

个动因。在物流服务供应链中，顾客需求不再是

某种形式的产品，而是更广义的“一站式”物流解

决方案。由于物流服务具有无形性、异质性、易逝

性和不可储存性等特点，物流服务不能被保存、转

售或者退回，也无法进行“库存”，这决定了物流服

务供应链需要通过完全拉动市场反应的模式来运

营，物流企业需要随时储备大量的物流能力。然

而，大部分物流企业属于轻资产型的物流企业，所

需要的物流能力需要通过契约等方式与其他企业

构建物流服务供应链来获取。因此，物流服务的

特点决定了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市场驱动模式，物

流企业的轻资产属性决定了物流能力的整合性，

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是市场导向下的物流资源与

能力的整合。在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过程中，顾

客的需求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也决定了物

流服务供应链是需求驱动型的供应链，是以顾客

需求为前提和导向的。市场导向可以划分为顾客

导向、竞争者导向和跨部门协作三个维度，顾客导

向要求物流集成商通过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向顾

客提供集成化的物流服务，竞争者导向要求物流

集成商通过整合提升竞争能力，跨部门协作是物

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保证。市场导向要求物流集

成商通过与顾客、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之间的

互动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从这个层次上讲，市

场导向可以看作是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一

个动因。

第二，降低交易成本是物流服务供应链

整合的又一个动因。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不

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是影响交易

成本的重要因素，当三者变量程度较低时，较

低的机会主义风险和完整的契约使市场成为

有效的协调手段；当三个变量程度较高时，企
图2 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综合分析框架

LSSC合作市场导向
战略层整合
管理层整合
运作层整合
基础层整合

物流服务
供应链整合

的绩效

LSSC
整
合
战
略不确定性

交易成本

LSSC协同

LSSC协调

整合的前因与过程 整合的程度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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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出现会更具有优势。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和

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组织更倾向于自愿建立和

维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于是就形成了威廉姆斯所

谓的中间性组织。物流服务供应链正是这样一种

类型的中间性组织，通过信息共享和相互信任来

降低交易成本、协调成本和机会主义风险。而物

流服务供应链整合恰好是不完全契约下的一种治

理结构，是市场交易行为的一种补充，对降低交易

成本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降低交易成本是物

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一个动因。

第三，信息不确定性是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

的另一个动因。信息不确定性理论认为，管理者

由于难以获取必要的决策信息从而导致在不完全

信息情形下做出决策，容易产生决策失误的风险，

以至于无法改变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不完全

竞争和不完全信息是导致物流企业产生不确定性

的重要原因，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有助于解决物

流服务供应链内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

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物流服务供应链牛鞭效应。

因此，为了克服物流服务供应链所面临的环境不

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风险不确定性

等问题，实施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是规避不确定

性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二）整合的过程

第一，物流集成商供应链战略的制定。物流

集成商是物流服务供应链的主导企业，决定着供

应链战略的制定。在物流集成商的领导以及功能

型物流服务提供商、客户企业存在合作意愿的条

件下，基于物流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合作驱使供应

链战略应运而生。物流集成商供应链战略管理包

括物流资源的采购与获取、物流资源整合、物流资

源配用等，物流集成商的战略定位、核心价值决定

着供应链战略的差异。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必须

以物流集成商为主导，对企业内部以及与功能型

物流服务提供商、客户在战略、管理、运作和基础

等层面进行整合。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既要遵循

供应链战略设计的目标与原则，又要考虑供应链

上不同企业在结构、文化和风险等方面的适应性

和兼容性。

第二，物流集成商的内部整合。内部整合是

指物流集成商在战略、管理、运作和基础等层面进

行的企业内部要素的整合。对内部整合来说，如

何基于不同功能单元在物流集成商内部执行的工

作联结成一个紧密无缝的流程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问题，鉴于此，在物流集成商内部推行跨部门会

议、标准化运作、简单化改进和服从性行政程序是

至关重要的。通过跨部门会议协调物流集成商内

部各部门行动的一致性，通过标准化运作提高物流

服务的效率，通过简单化改进推动物流服务流程的

优化，通过服从性行政程序提高行政部门的服务效

率。因此，通过物流集成商内部在战略、管理、运作

等层面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可实现内部协同效应。

第三，物流服务供应链外部整合。物流服务

供应链外部整合是指物流集成商与上游功能型物

流服务提供商和下游客户企业之间在战略、管理、

运作和基础层面要素的整合。物流服务供应链外

部整合主要通过信息整合、流程协调以及组织互

联三个维度来实现。通过信息整合，物流服务供

应链成员分享物流市场需求、物流资源状态、能力

计划、需求预测等信息，同时还可以调整和预测物

流能力订购计划。通过流程协调优化物流服务运

作过程，提高物流服务运作效率，实现物流服务供

应链的稳定性。通过组织互联提高物流服务供应

链协调配合的适应能力，保证整合过程中各成员

之间行动的一致性，其中跨组织的信息沟通渠道

和贯穿供应链的绩效评估是整合的保障。

（三）整合的程度

根据李凤廷等 [ 23 ]的研究，供应链成员之间竞

争与合作的程度将从零和竞争逐步演化为合作、

协调和协同。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程度正是企业

竞合关系不断演进的反映。鉴于此，本文将物流

服务供应链整合程度从低级到高级划分为链的合

作、链的协调和链的协同。

第一，链的合作发生于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

的低级阶段，是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一种自发

行为。在物流市场中，第三方物流大多属于轻资

产型物流企业，固定资产比例相对较低，为了维持物

流项目的正常进行，通常会向运输企业、仓储企业等

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寻求合作，这种合作仅仅是

供需不平衡驱动下的自发行为。因此，链的合作一

般发生于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低级阶段，但却是

物流企业从零和竞争转化为合作关系的必经阶段。

第二，链的协调发生于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

的中级阶段，是在物流服务供应链合作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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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定的保障机制所导致的。在物流服务供应

链整合初期，由于物流服务供应链受到信息不完

全、需求不确定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物流

服务供应链上节点企业都是基于自身实际进行决

策的，缺乏对供应链的整体考虑，极易导致物流服

务供应链及其节点成员的收益受损。因此，需要

通过构建供应链契约来协调供应链，通过制度、流

程和文化方面的兼容，以持续不断的沟通与互动

机制来保障供应链的成员之间在战略、管理和运

作层面的协调。

第三，链的协同发生于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

的高级阶段，是在物流服务供应链协调的基础上

构建良好的组织间关系，通过在战略、管理与运作

层面的互动，进而形成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常规惯

例和程序，在吸收嵌入其中的资源基础上，链上节

点企业共同创造价值，这种共同性又强化了物流

服务供应链的信任，构建良性循环机制，最终实现

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协同。因此，链的协同强调物

流服务供应链的成员企业之间的信任、互惠、依赖

和承诺机制，这种协同是在协调收益的基础上所

形成的关系协同，更强调的是基于组织间关系的

精神协同。

综上所述，从链的合作到链的协调，再到链的

协同，体现了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程度的不断提

高，与此同时整合的难度也不断加大。由于物流

服务供应链上各个节点企业的关注点、所处的竞

争环境、资源状况、管理能力、企业文化与伦理等

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战

略、整合的层次也不尽相同，所能达到的整合程度

也不同，最终所得到的整合绩效结果也存在差异。

（四）整合的结果

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最终目的是取得整合

后的协同效应以及各节点企业绩效的提升。第

一，从物流服务供应链整体性视角来看，整合程度

从链的合作到链的协调，再到链的协同，反映了节

点企业的状态是从无序向有序转化，突出了整合

要素之间的积极相干能力，强化物流服务供应链

整合过程中不同层次结构要素的协调与合作的性

质，体现为物流服务供应链整体绩效的提升。第

二，从物流集成商的视角来看，通过整合获取了上

游企业的物流资源，弥补了自身物流资源的不足，

提升了企业的物流运作绩效、竞争能力、经营绩效

和整体物流效率。第三，从客户企业的视角来看，

物流集成商通过资源整合提升了物流运作能力，

有助于为其提供更高质量的物流服务，提升了客

户企业绩效。第四，从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的

视角来看，整合一方面有助于使闲置的物流资源

得到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功能型物流服

务提供商的运作收益，提升了物流运作水平，亦可

以通过与物流集成商的合作提升管理水平，促进

企业的转型与升级。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系统研究了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整合问

题，根据我国物流企业构建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实

际需求，提出了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定义，并从

战略、管理、运作和基础四个层面描述了物流服务

供应链整合的综合结构模型，比较分析了物流服

务供应链整合的特征。最后，依据整合动因、整合

过程和整合结果的逻辑构建了物流服务供应链整

合的综合分析框架，有助于我国物流企业服务供

应链的构建及高效运作。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是

以利益趋同为基础，以物流集成商为核心，对供应

链上的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物流集成商和客

户的战略、计划与控制、组织、过程、资源、知识、关

系、信息和资金等要素在战略、管理和运作三个层

次上进行整合，同时由物流集成商承担各物流要

素和环节的集成与管理，实现物流服务供应链上

知识流、信息流、资金流、服务流和价值流的“五

流”合一，并最终实现降低交易成本、加强组织间

关系、改善物流服务质量、提高物流服务绩效的集

成过程。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前因包括市场导

向、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信息不确定性等，物流服务

供应链整合过程包括主导企业确定供应链整合战

略以及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

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程度主要包括链的合作、

链的协调和链的协同。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的结

果主要是为了获取整合后的协同效应及节点企业

绩效的提升。

当前，面对国际物流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所产

生的竞争压力，为避免我国物流企业规模偏小、资

本匮乏、技术落后、资源不足、标准化程度低、政策

受限以及人才缺乏所导致的竞争溃败，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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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台物流发展政策，引导我国中小物流企业走

供应链整合之路。首先，在思维上，我国物流企业

应转变思维方式，从传统的独占思维转变为整合

思维。在当前中国资源稀缺的背景下，独占思维

越来越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现有企业的关注点已

逐渐从资源和能力的稀缺性独自占有转变为通过

对普通资源的整合与重构利用，这种思维就是整

合思维。在整合思维方式下，一方面，物流企业应

充分考虑利用“互联网+”创新商业模式，构建物流

服务供应链，整合市场资源；另一方面，物流企业

可以采用共享经济模式，实现物流资源从独占到

共享。其次，在战略上，我国物流企业要树立供应

链战略，利用物流服务供应链整合发展自己。物

流企业一方面要和客户供应链之间构建战略关

系，以便长期持续地为客户提供集成化物流服务；

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客户企业，物流企业

需要构建物流服务供应链，通过整合物流资源实

现能力提升。再次，在管理上，我国物流企业要加

强信息共享和流程协调。物流服务供应链是物流

企业整合资源的一种重要形式，物流集成商通过

组织整合加强与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和客户企

业之间的信息共享，通过计划与控制整合实现物

流服务的流程协调。最后，在运作上，我国物流企

业应通过不断的资源整合、流程优化以及关系强

化实现物流服务供应链上服务流、信息流、资金

流、知识流和价值流的“五流”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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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 on logistics integration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that from third party logistics (TPL) integration
to supply chain logistics integration and logistics service supplies chain integration. However，the connotation，structure and
integration path of logistics service supply chain (LSSC) integration are still unclear. On the basis of TPL integration，supply
chain logistics integration and service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theory，the definition of LSSC integration is put forward，and then
a comprehensive structure model of LSSC integration is establis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ndation，operation，management
and strategy，and als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SSC integration s analyzed. LSSC integration is a part of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compared to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LSSC integra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logistics capability，value flow and
relationship integration. And then，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logic of integration
antecedents，process，degree and results. At last，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the suggestions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is put forward. First of all，China's logistics enterprises should change their thinking mode，change from traditional
exclusive thinking to integrated thinking. Secondly，in terms of strategy，China's logistics enterprises should set up the supply
chain strategy and integrate themselves with the LSSC. Thirdly，in terms of management，logistics enterprises in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process coordination. Finally，in terms of operation，China's logistics enterprises should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such five flows as service flow，information flow，capital flow，information flow and value flow
through continuous resources integration，process optimization and relationship strength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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