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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进入网络经济时代以来，电子商务（E-commerce，EC）成为企业发展助推器，传统供应链也朝着EC环境下的供应链

协同（SCC）转变，以提高供应链成员的长期绩效。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协同关系、核心能力及交易费用三种视角展开SCC研

究；在EC与SCC融合方面，主要研究了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电子化供应链集成管理以及支持SCC的协同技术，尤其是ANN技

术，最后总结了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电子商务；供应链；协同；物流；集成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志码：A

1 供应链管理（SCM）的研究评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供应链管理已成为研究热点，其研究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1］：库存推动阶段、企业

内部集成阶段、供应链初级阶段及协调发展阶段。Stevens（1989）首先提出供应链管理的概念。Phillip
（1996）认为供应链管理不是供应商管理的别称，而是一种新的管理策略，它把不同企业集成起来以增加整

个供应链的效率，注重企业之间的合作。Mentzer（2002）认为供应链管理是对传统的企业内部各业务部门

间及企业之间的职能从整个供应链进行系统的、战略性的协调，目的是提高供应链及每个企业的长期绩

效。目前SCM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应商评价选择、供应链信息管理、物流管理等。

1.1 供应商评价选择的相关研究

供应商评价选择是保证物资供应、确保采购质量和节约采购资金的重要环节，对于供应链协同管理尤

为重要。许莲凤（2009）指出目前极少采用量化方法对所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筛选，理论上多采用多目标

优化或模糊决策来选择供应商。刘晓（2004）对供应商优选模型进行了归类，在推式环境下选择供应商的

方法主要有线性权重法、成本法、数学规划法，在拉式环境下的供应商选择方法主要有概念经验法和数学

规划法。但在具体的采购实践上，尚缺少足够的供应商选择的准则、模型、算法。贺红燕（2005）指出了供

应商选择的若干定性和定量方法。但是，供应商选择的主观性较大，在不同企业中，对评价指标及权重的

确定存在较大差异，目前的研究还不多［2］。而且，供应商优选与评价在我国的应用研究非常少，大多还局限

于定性研究。

1.2 供应链环境下信息管理的相关研究

目前，较多的研究集中在牛鞭效应。Frank Chen（2000）分析了不同的预测技术和提前期对牛鞭效应的

影响等。Schwarz（2000）研究了具有不确定提前期的 JIT供应链设计问题［3］。对供应链的顾客需求信息进

行共享可以减少牛鞭效应。杨诗华（2006）基于Powersim对三级的啤酒分销模型进行了仿真设计，得出终

端客户需求的变动是牛鞭效应产生的根源，缩短订货提前期以及各种延迟对牛鞭效应具有减轻作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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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商业促销及折扣，采取 JIT及VMI缩短延迟及提前期［4］。雷星晖（2004）从信息互递结构上的不对称和

信息互递途径上的不对称两方面对牛鞭效应进行分析，提出激励机制和基于电子商务的信息共享系统，最

后以一个三级供应链模型例验证了该方案的可行性［5］。尤建（2004）寻找信息共享条件下降低牛鞭效应的

途径：在源头上要控制市场的稳定性，尽量减少市场的波动。缩短各个层次提前期，也可以通过减少整个

供应链的环节，同样可以相应降低在供应链上游企业的需求波动程度［6］。罗罡（2006）分析大规模定制模式

下供应链的牛鞭效应，发现比推动型供应链中的牛鞭效应小，同时可通过信息共享降低牛鞭效应；接着探

讨大规模定制模式下供应链信息共享的实现模式及平台；最后将数量柔性契约扩展应用到大规模定制企

业与供应商之间［7］。

应用控制理论和鲁棒优化、鲁棒控制方法对供应链不确定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现代鲁棒

控制则着重研究控制系统中非微有界摄动下的分析与设计的理论和方法。Riddalls（2002）研究了供应链

生产、库存系统控制器设计问题［8］；Delft（2004）应用随机控制研究了供应链期权契约问题［9］；Bertsimas
（2004）应用鲁棒优化方法研究了离散时间随机需求的供应链问题［10］；Ben-Tal A（2005）应用鲁棒优化方法

研究顾客与供应商的柔性承诺契约问题［11］；黄小原（2005）应用H∞控制方法研究了供应链时滞系统的控制

问题［12］。黄小原（2007）建立了具有再制造、废弃时滞和需求不确定性的闭环供应链动态模型，分析了闭环

供应链的鲁棒运作，给出了鲁棒H∞控制策略和线性矩阵不等式算法，能够抑制闭环供应链运作过程中的

不确定性影响，最后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13］。邱若臻（2007）研究了不确定环境下的供应链运作，建立了

供应链动态模型，分析了鲁棒运作，采用鲁棒H∞控制策略和LMI算法处理供应链系统鲁棒问题，借助供应

链库存状态的静态反馈控制，抑制不确定性干扰，使供应链运作达到理想成本，并作了仿真计算验证［14］。

葛汝刚（2009）建立外部需求不确定的供应链库存切换系统模型，应用鲁棒H∞控制方法给出了供应链切换

系统的控制律；进行了控制律计算和系统仿真，结果验证了所设计的系统控制律的有效性［15］。郭海峰

（2008）研究了闭环供应链网络企业间协同控制方法，建立了双链组成的闭环供应链网络动态模型；提出两

个单链组成闭环供应链网络中节点企业协同运作的鲁棒H∞控制方法，量化了牛鞭效应；通过仿真实验观

察牛鞭效应的抑制效果，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16］。

1.3 供应链环境下物流管理的相关研究

移动条码识别技术、信息采集技术、企业内外信息的传输、订单的处理跟踪结算已成为现代企业物流

管理研究的主要方向。企业通过供应链与客户的信息共享，实现供应链透明化，运用VMI等供应链管理技

术，实现供应链伙伴之间的协同商务，是未来物流管理研究的主要趋势。

2 供应链协同（SCC）研究进展

上世纪80年代，以哈肯出版的《协同学》为标志，协同学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研究普遍规律支配

下、系统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基于此，供应链协同（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SCC）的概念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由咨询界和学术界正式提出。1999年 4月，全球著名的供应链管理专家Anderson和
Lee发表了题为《协同供应链：新的前沿》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一代的供应链战略就是协同供应链。中国物

流业内著名咨询机构亿博物流咨询公司总经理谢勤提出，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思想就是供应链协同思想。

目前，供应链协同已经成为供应链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受到了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广泛重视。

陈志祥（2001）认为供应链管理是一种“智能集成协同管理”模式，代表了未来管理的发展趋势［17］。

Manthou V（2004）指出供应链协同管理是供应链各节点企业为了提高供应链整体竞争力而进行的彼此协

调，通过将供应链上分散的独立企业联合起来，以协同机制为前提，以协同技术为支撑，以信息共享为基

础，实现供应链节点企业效益的最大化目标［18］。

供应链协同一般包括战略层协同、策略层协同和技术层协同。战略层协同处于供应链协同的最高层

次，从战略高度明确和强化供应链协同管理的思想，改进供应链协同管理的策略和方法，增强供应链整体

竞争力，主要包括文化协同、发展目标协同、信息协同、信任协同、风险分担、分配协同等，主要研究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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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计，包括长期供应商和客户的选择、厂址选择、仓库分布、产品设计等［19］。策略层协同是供应链协同

管理的中心问题，包括制造与库存协同、库存与销售协同以及生产与销售协同［20］。技术层协同主要是通过

协同技术，为供应链节点企业提供实时交互的共享与沟通平台，实现供应链节点企业的同步运作与信息协

同，增加端到端的透明度，提高决策的快速性和有效性。目前广泛应用的协同技术主要有EB、EDI、多智能

体技术、条码和扫描技术、工作流管理技术、数据仓库、Internet技术［21］等。

2.1 供应链协同合作关系——基于关系理论的视角

许多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供应链节点企业间关系的协作与集成研究上，代表人物有Laura、Darrick Pa⁃
gel、吴涛、杨瑾［22-24］。Madhok指出关系专属资产是实现协同效应的关键。Dyer指出合作中各方在人力资

源、地点以及设备三方面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能够产生相应的“关系租”从而创造价值。赵柱文（2005）给出

了供应链成员企业行为模式，从宏微观的角度分别描述了供应链成员的博弈过程，讨论了实现供应链总收

益最大化的办法。赵小惠（2005）分析了协作产品创新中制造商和供应商的行为及效果，建立了有关努力

水平、贡献水平以及在一定分配模式下，制造商和供应商合作产品创新微分博弈模型，分析该微分博弈的

Nash均衡，探讨团队Pareto最优及合作机制的设置［25］。

2.2 供应链协同效用——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视角

张莹（2003）认为单个市场主体加入供应链，是为了借助供应链协同效应来降低交易费用，供应链这一

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内部化了市场交易费用。坎贝尔等（2000）从资源形态或特性的角度区别协同效应与互

补效应，互补效应主要是通过对可见资源的使用来实现的，而协同效应则主要是通过对隐性资产的使用来

实现的。邱国栋（2007）提出了供应链协同效应的价值生成分析理论框架，提出了“协同效应=共用效果+互
补效果+同步效果”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资源共用、资源互补和同步协作的实现条件以及生成价值方式进

行了深入分析［26］。

首先，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供应链抑制了机会主义行为。柯武刚（2000）提出供应链在其运行和发展的

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知识仓库”——制度，有助于建立信任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契约伙伴节约缔约成

本和履行成本，并有助于使契约中的特殊做法转变为标准化的惯例，并因此而节约信息成本和再协商成

本。其次，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供应链增加了经济主体的理性。陈志祥（2001）提出，供应链已经超越

了一体化的链状组织形式，而演变为一种功能型网链。最后，供应链中各组成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一种

近乎于无限次重复的博弈，这无疑在供应链内部创造出了抑制机会主义的大数条件，使得缔约双方都会相

互握有一种双向的、自动的控制对方的能力，都必须充分考虑和关心各自将来的支付。

2.3 供应链协同管理——基于核心能力理论的视角

企业核心能力具有价值性、异质性、延展性和动态性的特征，而协同供应链的核心能力是由不同的能

力元有机联系而成的能力体系。国外学者对基于核心能力理论的供应链协同管理方面的研究做了大量的

工作。Teece（1997）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概念，即企业整合、塑造和重组内部和外部竞争力以应对不断变化

环境的整体能力。陆杉（2008）认为，核心能力要素的整合几乎涉及供应链协同管理各个方面的问题，可以

说，企业核心能力的整合与供应链协同管理所涉及的问题是基本重合的，其实质都在于资源的优化配置［27］。

Johnson（2002）分析了随着业务外包和全球化的发展，产品设计的协同可以快速缩短产品设计时程，增

强供应链对客户定制化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28］。Morten Thansen（2002）发现当企业中的业务单元所拥有

的能力能为其他多个单元利用时，企业的业绩会更好。Mauthou（2004）建立了供应链协同的虚拟电子链，

对链中协作伙伴的角色进行分级，对构成协同关系的核心能力进行区分，评估了预期的协同。

3 E-commerce环境下SCC的相关研究

面对电子商务和供应链必然融合的大趋势，学者们集中研究了电子商务环境下供应链物流管理和集

成管理。

3.1 EC环境下物流管理的研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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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于电子商务与物流结合的研究非常少，主要原因是国外发达国家在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的时期，

其物流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并没有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刘红红（2008）对电子商务下的

物流配送管理进行探讨和分析，陈端海（2008）分析了电子商务下的物流管理模式的嬗变，韩志宏（2007）研

究了基于电子商务的物流信息系统，对基于电子商务的物流系统进行了探讨。郭捷等（2012）分析我国物

流园区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对我国物流园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9］。

国内学者对电子商务物流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现状问题分析，我国物流已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但

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没有系统深入地分析电子商务物流，对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物流运作模式的

研究较少。其次，电子商务与物流互动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再次，目前大多数文献仍停留在定性

研究和描述上，而对电子商务物流这种实践性较强的课题没有太大意义，应多采取实证分析、模型研究等

定量手段使理论与现实结合。最后，针对某一行业或区域的电子商务物流研究较少，而这方面研究对于电

子商务环境下物流管理决策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3.2 EC环境下供应链集成管理的相关研究

Toshiya Kaihara（2003）分析了动态环境下基于多智能体的供应链模型，将供应链协同看作是虚拟市场

的资源动态配置问题［30］。Carman K M Lee（2004）分析了支持敏捷制造的动态数据交换机制［31］。Gang Li
（2005）则对供应链的信息传输进行了模拟［32］。Schahram Dustdar（2004）分析了不同组织和区域的虚拟团队

协同，提出了相关的整合标准、流程模型和相关的协同设计执行［33］。Mehmet Barut（2002）对不同类型的供

应链信息协同耦合测度进行了分析［34］。Khalid S. Soliman（2004）对影响基于 Internet的跨组织供应链信息

系统决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研究［35］。A. Gunasekaran（2004）分析了 IT和供应链协同管理的框架，并对未来

研究趋势作出了分析［36］。

国内学者在电子商务与供应链一体化集成的行业应用上展开了尝试性的研究。王敏晰（2005）在分析

基于电子商务的供应链管理集成模式的基础上，给出以BizTalk为主要开发平台的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系

统集成的技术架构，使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可以真正实现与供应商、经销商和客户的信息共享。杨琦峰

（2005）构建了电子商务与汽车行业供应链进行一体化集成结构模型，并对汽车行业供应链一体化集成的

具体功能模块进行了概要描述［37］。秦远建（2005）提出汽车行业应开展汽车模块化供应链的集成管理，构

建了符合我国汽车行业特点的电子商务模式，并指出了汽车模块化供应链集成管理实施电子商务的5个
步骤。

3.3 协同技术在EC环境下SCC中的应用研究

将ANN应用于供应链环境供应商评价选择，意在建立更加接近人类思维模式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

综合评价选择模型。通过对给定样本模式的学习，获取评价专家知识、经验、主观判断及对目标重要性的

倾向，当对协同伙伴做出综合评价时，该方法可以再现专家的经验、知识和知觉思维，从而实现了定性与定

量分析的结合，保证协同伙伴综合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冯蔚东在基于神经网络的协同伙伴选择模型的基

础上应用遗传算法寻找最优供应链［38］。

神经网络除了用于供应商评价选择外，还可以用于绩效评估和绩效预测。史成东（2009）从知识发现

和数据挖掘的角度，利用粗糙集和BP神经网络的理论和方法，建立基于粗糙集和BP神经网络相结合的供

应链协同管理绩效预测模型，并给出基于分辨矩阵的启发式评价指标约简方法和基于梯度的BP算法；结

合预测实例，对其基于平衡记分卡的指标体系进行约简后将约简的评价指标输入到BP神经网络中进行智

能训练，把预测的样本输入到训练好的BP神经网络中得出供应链协同管理绩效的预测值，预测结果与实

际结果基本吻合［39］。王红梅（2009）认为，供应链协同管理的效果如何，可通过绩效评估进行检验，它是协

同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使用平衡积分卡、粗糙集中启发式属性约简的方法和BP神经网络的理论，探索

建立了平衡积分卡、启发式属性约简和BP神经网络相结合的供应链协同管理的绩效评估模型。并结合一

个实例，首先对其基于平衡记分卡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约简，然后将约简的评价指标输入到BP神经网络中

进行智能训练，最后把评估的样本输入到训练好的BP网络中得出供应链协同管理的绩效评估值，评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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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与实际结果基本吻合［40］。

4 总结

显然，E-commerce环境下 SCC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已有研究成果还不能解决电子化供应链协同管

理中的典型问题。首先，研究对象不系统、不明确，由于学者们没有构建系统的研究框架，因此缺乏对电子

化供应链协同管理的系统认识，对电子化供应链协同管理的层次、水平、类型、本质、范围和影响因素的研

究不清晰，对电子化供应链协同管理的研究尚无全面系统的认识。其次，研究还存在较多空白点。电子商

务环境下的供应链协同管理与一般环境下的供应链协同管理相比，具有特殊性，应该结合电子化供应链的

特点开展专项研究。同时，学者们还应该对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供应链协同管理中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比如电子化供应链协同整合测度、电子化供应链协同价值分析、协同知识管理创新等领域的研究目前尚属

空白［41］。再次，由于理论研究支撑不力，导致电子化供应链协同管理的行业应用研究更少，应用于国内具

体企业的研究几乎没有。最后，人工神经网络也可用于供应链管理中的成本管理和需求预测，但是这方面

的研究较少，也正是今后学术研究要着力突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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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Recent Developments of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in
E-commerce Environment

Zhang Minghua，Kong Lingyi

（School of Mamgement Engineering，Xi’an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arrival of network economy，e-commerce becomes the roll booster for enterprise develop-

ment. Meanwhile，traditional supply chain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in e-commerce

environment for improving long-term performance of its members. Domestic and overseas scholars have made

researches mainl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i.e. the 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core competence and transaction

costs. In the field of integration of e-commerce and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logistics management and inte-

gration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supply chain are mainly studied. Besides，relevant collaborative technology

is discussed，especially ANN. Finally，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Key words：electronic commerce；supply chain；collaboration；logistics；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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