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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治理作为组织治理理论的延伸，融合了供应链管理与公司治理两大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是
当前国内外供应链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为探究国内外供应链治理理论重要学术群落、研究热点
及学术前沿，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 CNKI 数据库和 WOS 数据库中供应链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逻辑
分析，研究发现：供应链治理研究呈现出由理论研究到情境应用的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趋势；国
内供应链治理研究趋势呈现出由关系治理，到治理机制，再到治理模式的演化过程。国外供应链治
理的研究热点集中在供应链治理手段、供应链治理结构以及可持续供应链治理三个方面。
中图分类号：C93

国内外供应链治理研究热点及演进分析
○	文 / 张涛嘉

一、引言

公司治理研究主体及范围局限于企业间点对点式的

竞争关系，当前市场的竞争模式已转变为供应链与供应

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管理在指导构建供应链集体竞争

优势的效用已逐渐递减。将企业治理思想扩展至供应链，

已成为诸多学者研究解决供应链间竞争问题的关键。供

应链治理理论最早用于研究供应链上利益相关企业之间

的关系演变问题 [1]，其理论体系联接交易成本经济学、

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嵌入理论，同时将供应链管理与公

司治理两类研究内容融合、扩展和深化。通过运用文献

计量手段探究供应链治理理论文献，发现供应链治理理

论有助于解决供应链成员间的机会主义和利益冲突问

题，对实现供应链的协调、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和增加供

应链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的主要目的

是梳理国内外供应链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理清供

应链治理的研究热点和演化模式。全文基于文献计量方

法，分析供应链治理领域的高被引作者和重要研究成果

（高被引文献），以摸清供应链治理的研究基点。其次，

从微观角度追踪国内外供应链治理领域的聚焦热点和关

键词演化过程，探索供应链治理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并基于此对部分热点关键词进行剖析，系统展现供应链

治理领域研究内容，为供应链治理的研究提供思路。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遴选

（一）研究方法
文献数据的可视化转换能够呈现供应链治理领域研

究内容的分布和联系，通过关注供应链治理的高被引作

者和高被引文献以找寻其研究基点，探讨供应链治理领

域整体的研究状况和发展态势。

（二）文献基础数据池
本研究选取了 CNKI 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 数

据库作为期刊来源数据库，其中中文文献来源于 CNKI

数 据 库 期 刊 类 别 中 以“ 供 应 链 治 理” 为 主 题 的 全 部

CSSCI 文献，时间跨度为 2004-2018 年，共 62 篇文

献。英文文献来源于 WOS 数据库中以“supply chain 

理论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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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为标题词，以“article”为文献类型的

全部文献，时间跨度为 1999-2018 年，共 86 篇文献 ,

构成本文研究的基础数据池。

三 、供应链治理的研究基点

（一）	高被引作者
 Oliver E·Williamson、Gary Gereffi 和 Jan B. 

Heide 三位作者共被引频次分别为 32、22 和 21 次，

是供应链治理领域引用文献影响力较大的作者：（1）

Oliver E·Williamson。 研究交易成本经济学，因对

经济治理和战略管理理论的学术贡献获得诺贝尔奖。其

发表的期刊论文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he 

Natural Progression 被引次数达到 2766 次，文章 [2]

首次提出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组织治理问题，后

被众多学者用于供应链治理领域的研究。（2）Gary 

Gereffi 主要研究方向是全球价值链治理，通过构建一

个理论框架来解释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模式，最终得出

五种类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3]。全球价值链治理理

论可用于预测治理模式，对产业升级有重要指导意义。

（3）Jan B. Heide 被引频次为 21 次，主要研究供应

链中的关系治理和营销渠道管理，作者提出了三种不同

形式的治理类型学，用以解决供应链营销渠道的治理问

题 [4]。

（二）	高被引文献分析
本文运用 WOS 数据库中“分析检索结果”功能，

截取了供应链治理领域文献被引频次排名前 5 位的文

献 , 对其进行分析（见表 1），进一步探知供应链治理

领域的研究动态。

表 1  高被引文献分析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in a supply chain 

network[5] 以被引频次 231 次位居榜首，在供应链治理

领域的贡献最为突出。作者研究企业在 ( 下游 ) 客户关

系中的企业战略的确定策略。依据企业间治理的新观点，

提出 ( 上游 ) 供应商关系中运用的治理机制，其形式包

括供应商限制程序和基于抵押品的激励结构，验证了在

不确定的市场下（上游）供应商间关系治理机制可以保

证企业为 ( 下游 ) 客户提供灵活服务的能力。

Inter-organizat ional  governance  value 

creation: Coordinating for information visibility 

and flexibility in supply chains[6] 排名第二，被引次

数为 126 次。文章主要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探讨了组

织间治理机制（关系治理和虚拟整合）在供应链环境中

创造价值（信息可视化和供应链灵活性）的运作机理。

结果表明，关系治理和虚拟整合都有利于信息可视化。

其中关系治理通过信息可视性对供应链灵活性造成直接

和间接的影响，虚拟整合也可以通过提高信息可视性来

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

The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strategic fit 

of relational norm governance strategies in global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s[7] 被引频次为 102 次。作

者提出寻求战略契合度已成为战略架构中规范模式的核

心概念，并通过实证检验了契合关系规范治理策略 ( 信

息交流、灵活性和团结性 ) 对全球供应链关系跨文化合

作伙伴之间的绩效影响，结果表明，信息交流和团结性

的关系规范策略会提高跨文化全球供应链中的企业绩

效。

The Con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andards Towards Ensuring Legitimacy in 

Supply Chain Governance[8] 共引次数为 92 次。文章

探讨供应链治理中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对确保供应链合法性的影响，作者通过比较四种不同的

环境和社会标准，强调了对实现公司目标至关重要的标

准，并通过环境和社会标准确立企业的合法性。

Exploring a governance theory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to 

integration[9] 被引次数为 85 次。本研究基于战略治理

理论，探索供应链整合的重要概念。作者认为供应链治

理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主题，因此基于供应链管理的理论

提出了相关的基础研究，发现促进和障碍在供应链治理

中多个维度的发展，以及解释治理促进和整合障碍之间

的相互作用，呼吁未来的治理研究扩展到物流和供应链

管理理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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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内外供应链治理研究演进路线

（一）国内供应链治理研究演化分析
以文献计量方法截取国内供应链治理的高频关键

词，并以时间为序清晰展示高频关键词随时间的演化

过程，挖掘供应链治理研究热点的内在联系。图 1 是

2004 年 -2018 年国内供应链治理领域高频关键词研究

层级框架，可以看出，在供应链治理研究的演化过程中，

关系治理、治理模式、治理机制和供应链治理是研究热

点，本文针对这 4 个研究热点对国内供应链治理文献进

行以下综述：

图 1  国内供应链治理研究层级框架

1. 关系治理是供应链治理的本质。供应链关系治理

是用来协调和控制组织成员间的利害关系和行为的一整

套法律、惯例、文化和制度安排，其强调对各成员的利

益关系进行协调 [10]。依据组织间治理理论，将供应链关

系治理模式划分为市场治理和非市场治理两种模式，其

中非市场治理模式又划分为单边治理和双边治理，文章

从制造商的角度，对非市场治理模式中单边治理和双边

治理对制造商选择供应链成员和供应链关系的维持进行

对比，得出供应链的组织关系会越来越趋向于非市场的

治理模式。

2. 供应链治理机制是供应链治理遵循的内在规律。

供应链治理机制有单边治理和双边治理，目前正向多边

治理发展。多边治理是指供应链治理的对象从单纯的企

业两者之间变为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共同治理，是双

边治理的扩展 [11]。供应链治理机制是供应链治理遵循的

内在规律，包括契约治理机制、信任治理机制和权威治

理机制，信任治理机制则涉及制度、善意与威慑的共同

治理 [12]。

3. 供应链治理模式是处理供应链治理问题的整体框

架。供应链治理模式是对已有供应链进行改革所遵循的

知识体系，是解决供应链治理问题的方法论。禹智潭 [23]

认为供应链治理模式包含三种类型—市场、供应链联盟

和企业，且组织关系的本质是合约，提出运用博弈论选

择治理模式。周正 [13] 考虑了闭环供应链中存在的循环

经济问题，提出供应链治理的外部治理模式，即政府监

管治理模式和政府参与治理模式，其中政府参与治理模

式包括政府主导型外部治理和政策引导型外部治理。王

影 [14] 探讨了供应链治理模式以及治理模式对应的治理

机制的演化过程，提出三种供应链治理模式（随机交易

型、核心领导型、多元协作型），并总结了三者之间的

演化过程以及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

4. 供应链治理是组织治理的延伸和扩展。供应链治

理是指为增加供应链相关利益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建立

供应链运作中的规则而产生的理论规范，是解决利益独

立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任问题和有限理性造成

的不完全契约的方法论，可以缓解机会主义风险的可行

性和效能 [15]，提高供应链的质量水平 [16]。供应链治理

主要用来协调供应链成员的目标冲突，维护供应链持续

和稳定运行，是经济契约的联结与社会关系的嵌入所构

成的供应链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制度安排，借由一系列治

理机制的设计实现供应链成员之间关系安排的持续互动

过程 [17]。供应链作为组织形式的扩展，对其管理或治理

可以遵循组织管理或治理的理论体系，并在原有的理论

基础上加以创新。因此，供应链治理是经营环境或组织

结构变迁的映射，是组织治理的延伸和扩展。

通过以上对供应链治理本质、内在规律和整体框架

的剖析，结合先前专家学者对供应链治理的理解，现将

供应链治理定义为：供应链治理是针对存在问题的供应

链，通过治理机制调节供应链企业个体行为或集体关系

中存在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 以对现有供应链的组织

模式和组织关系进行优化的调节行为。

（二）国外供应链治理研究成果聚类
1. 供应链治理手段研究聚类。供应链治理手段旨在

落实供应链治理运作过程，是落实治理目标必不可少的

一环，包括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F. Cafaggi[18] 关注食

品供应链中的契约治理，提出了一套特定的食品供应链

跨国治理工具，包括跨国合同和协议。Wang, E.T.G[19]

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用资源理论对其进行补充，研究

了组织间治理（即关系治理和虚拟整合）在供应链环境

中的价值创造过程，结果表明，关系治理手段和虚拟整

合都有利于信息可见性，关系治理对供应链灵活性有直

接和间接影响，可以实现供应链的竞争优势。

2. 供应链治理结构研究聚类。供应链治理结构与治

理模式之间存在着强关联联接状态，不同之处在于，治

理结构伴随交易成本理论兴起，是供应链治理最初指导

框架，也是供应链治理模式的发源。Agrell, Per J. 等 [20]

考虑了治理结构如何影响供应链上货运代理人与承运人

之间的协调问题，发现治理结构之间的相互合作能够有

效管理供应链中的关键决策，合作治理能平衡各方利润。

Ghozzi, Houda 等 [21] 利用案例研究说明零售商驱动非

转基因标准，实施对原有供应链治理结构的影响，基于

交易成本理论及资源基础理论发现，在施加非转基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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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供应链治理结构由整体治理转变为分层治理。

3. 可持续供应链治理是新的研究领域。可持续供应

链是推进绿色供应链可持续化的最终目标，在保护生态

的基础上，考虑链条社会效应，以实现可持续治理。为

了预测与价值链可持续性相关的供应链治理模式的多样

性，Clodia Vurro[22] 基于供应链网络密度和焦点组织

中心性提出理论模型，用于识别和构建四种可持续供应

链治理（SSCG）模型。Cristina Gimenez[23] 运用结构

方程和聚类分析研究两种不同的治理机制（即供应商评

估和与供应商的合作）的有效性，进而改善供应链的环

境绩效。Li, Yongjian[24] 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

确定了影响可持续发展治理决策的七个因素，从内部和

外部角度评估可持续发展治理的效率和合法性机制，并

通过基于 H ＆ M 的七项可持续性承诺的案例研究，探

索治理机制的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应从内部治理的角

度加强企业的核心影响力和中心地位，利益相关方应从

外部治理的角度合作，在整个供应链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治理。

五、结论

供应链治理是近些年兴起的供应链领域的研究方

向，探索该研究对处理供应链上利益相关企业的关系，

提高供应链绩效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国内外以供应链

治理为主题的全部文献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探

索有关供应链治理的相关概念和重要研究热点，得到以

下结论：国内外供应链治理相关研究热点有所不同，国

内供应链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为关系治理、供应链治理

机制、供应链治理模式等内容，阐述了供应链治理的本

质以及其他研究热点与供应链治理的关系；国外供应链

治理的研究热点集中在供应链治理手段、供应链治理结

构和可持续供应链治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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