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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网络经济环境下供应链及供应链管理 (SCM)  的实质，在此基础上，结合
供应链管理研究的框架，分析了镇海炼化在资源、信息、知识和合作关系各层次上的
成功运用，提出了今后的应用重点和研究方向。  
         关键词：供应链管理；网络经济；合作关系；应用研究  
         Abs t rac t： Analys is  supply  chain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 in  
rea l  terms under  Network economic env i ronment ,and based on the 
f ramework of  Research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Proposed Zhenhai  
Ref in ing and Chemica l  Eng ineer ing Co.L i t .  in  the resources,  in format ion,  
knowledge and cooperat ion in  a l l  leve ls  o f  the successfu l  app l ica t ion,  made 
the appl icat ion in  the fu ture focus and d i rect ion o f  research.  
Key word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network economy;  cooperat ive 
re la t ions ;App l ied  Research 
  一、引言  
         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  ，简称SCM），在激烈竞争的网络经
济环境下已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业务管理模式。镇海炼化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重
要企业，国际著名的所罗门咨询公司的绩效评估报告显示，该公司的竞争能力居亚太
地区72个炼厂的第一组群。在美国《油气杂志》最新统计中，其炼油能力位居世界第
18位，进入世界级大炼厂行列。目前，该公司拥有2000万吨 /年原油综合加工能力、
60万吨 /年以上尿素生产能力及100万吨 /年芳烃、20万吨 /年聚丙烯（P P）生产能
力；4500万吨 /年吞吐能力的深水海运码头，以及超过280万立方米的储存能力，是
中国最大的原油加工基地、进口原油加工基地、含硫原油加工基地、成品油出口基地
和重要的原油集散基地。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镇海炼化积极运用供应链管
理的最新研究成果，探索“物流”这块“经济的黑暗大陆”。  
  二、供应链及供应链管理的实质  
  供应链管理的重点是企业如何整合利用其各级供应商的业务流程、技术和能力以
加强其竞争优势。网络经济中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来自于整合的价值链：价值链是从
“原料开采━各级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最终用户”的链式价值附加传递过程 ,  
并且它进而连接原料和产品的再利用过程而实现完整的循环。供应链管理就是试图连
接这一价值链中的所有组织，协同作业（计划━产品开发设计━采购━制造加工━合
成装配━运输━仓储━分销━客户支持等一系列价值活动的协作）形成一个“虚拟企
业  

 

  三、供应链管理框架  
依据汉坎逊的网络理论 ,  网络由其成员、资源和其各自行为组成的结论 ,  参照供应链中
成员间的交换内容的不同 ,  把供应链中流动内容分为 :  资源、信息、知识和合作关系。  
       1、资源。供应链管理的很多研究是针对企业的物质资源的 ,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
存货管理和运输优化上。主要原因是存货和运输是物流管理的核心问题 ,  而且现代制
造环境所要求的成本降低和及时交货的压力 ,  也促使企业重新思考存货和运输的管理
模式。对于供应链中存货和运输的研究可以归纳为静态和动态两部分。静态研究内
容：分析确定在供应链中存货存在的合理节点、存货的方式、各节点的合理存货量、
仓储节点的有效数量、仓储节点的集中或重置、为特定客户服务的仓储和添置区域仓
储节点；动态研究内容：合理运输方式的选择、优化运输路线、加强物流提供商合作
和快捷运输方式（如航空货运、快递）的运用。比如供应链中通过控制现金流来确保
供应链的有效运作，通过组织激励的重新设计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2、 信息。供应链中关于信息的研究涉及两方面的内容：（1）信息的采聚、分类
和存储（企业数据库）；（2）确保供应链中各组织单元及时交付的信息共享问题。
信息技术的应用是供应链的基础支持系统，它包含各种功能和供应链中各组织单元的
信息。供应链中的协作生产和物流集成需要诸如订单计划、各节点存货状态、采购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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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生产计划、供应商交货预安排及储运存货情况等信息的集成共享，以有效降低供
应链中为缓冲需求波动的存货的数量 ,  同时又能保证交货及时和高效。  
       3、 知识。供应链管理关于知识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方向。一个值得注意的领
域是个人能力、组织能力和网络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奈特曾考察组织能力和个人能
力之间的关系。  
       4、 合作关系。供应链中各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供应链管理中最重要的要素。没
有各组织单元协同的合作关系 ,  一切对于供应链中信息流、资金流的管理都失去了基
础。对合作关系的研究是从市场的宏观角度和企业组织的微观角度展开的。宏观角度
的研究始于科斯 (Coase)  的企业理论以及威廉姆森 (Wi l l iamson)  的交易成本理论。
艾尔 (E l l ram) 认为垂直一体化可被视为供应链管理的一种特殊形式 ,  不同的是它通过
所有权来管理控制渠道。微观角度的组织注意到了与其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是一
种价值增值活动。这种利益存在直接改变了其对供应商的行为态度 ,  比如采取被称之
为优先供应（Lean Supply）的行为。  
  四、供应链管理在镇海炼化的应用  
        近年来，镇海炼化加快发展改革步伐，在深化供应链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
举措，特别是2002年以来，该公司加大对原油资源的综合管理，推动信息化建设，推
进企业流程再造，加强合作管理，充分运用网络经济下的供应链管理，提高生产运营
效益，增强了企业竞争力。  
        1、原油资源利用。加强对加工流程、设备材质、工艺防腐、产品质量等各方面的
分析，充分发挥PIMS等信息化手段，进行全流程测算，重点做好对不同品种原油加工
方案的排序，比较它们之间的相对成本，安排好原油采购量。同时，结合装置特点，
优化原油油种，控制采购量，充分挖掘装置潜力，努力多产高附加值产品，向劣质原
油要效益。近年来，镇海炼化形成了多条行之有效的原油综合利用加工工艺路线，减
少公司内部生产过程的物耗、能耗。如“常减压━加氢精制、加氢裂化（催化裂化）
━硫磺回收”工艺线路，通过全加氢工艺和硫回收率达99.8%以上的硫磺回收工艺，
使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产品中的硫、烯烃含量大大降低，提升了公司产品质量和
市场竞争力。又如公司的“溶剂脱沥青━脱油沥青气化━脱沥青油加氢”工艺线路，
被列入中国石化“十条龙”攻关项目，并于2004年8月通过中国石化的鉴定验收，该
组合工艺为相关石化企业在选择重油加工路线时，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加工路线，油化
联合更加紧密，资源利用更加充分，生产组织更加灵活，生产成本更为节约，效益十
分显著。围绕原油资源利用，镇海炼化还在财务上推行月度全面预算管理，每月进行
六轮测算，及时优化月度生产经营方案，调整产品结构，确保月度利润指标完成。  
        2、信息化管理。从1998年开始，镇海炼化就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信息化建
设，微机数量从300多台到现在的1800多台，从3＋网起步，到现在建成了以千兆为
主干的光纤总长度超过10公里的网络体系，计算机网络覆盖了所有主要生产装置和岗
位，运用微机推动日常工作。1995年开始，公司全面投用MIS管理系统，使镇海炼化
逐渐走上信息化轨道，炼油、化肥各主要生产装置均实行了过程控制（D C S）。公司
引进的生产装置实时数据系统（PI系统）为全面监控生产提供了信息基础，2000年开
始实施的CIMS系统工程对各部门的信息进行区域化集成、实行了实验室管理自动
化，通过数据调理为生产计划、流程模拟和仪表计量等提供统一的现场数据。近年
来，镇海炼化又适时引进和建设了计划优化软件系统（PIMS）、办公自动化系统
（OA）、公司内部信息网、流程模拟（HYSYS、ASPEN PLUS）等，这些信息系
统的成功应用为2002年全面推行ERP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信息化手段的运用为提升
公司的管理和效益提供了强大的助动力。  
        3、流程重组。德鲁克在《新型组织的到来》一文中谈到为什么交响乐队和现代医
院是扁平化组织的典范时指出：几百名音乐家能够与他们的首席执行官━乐队指挥一
起演奏，是因为大家共同使用着同一张总谱。也正因为如此，无论乐曲如何变化、成
员如何更换，总是能够完成美妙的音乐，因为它以总谱为指引，实现了流程的重组。
同样，对镇海炼化来说，这个总谱就是具有共同愿景的战略，这个战略的计划、实施
和衡量都有着共同的标准。组织结构的重组就是以这一共同原则为依据，在清晰的定
位下，打破原有的组织形式，实现内部流程的重组。在扁平化组织中，不同职能部门
的人，都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在这个组织中个人处于流程中什么样的位置？需要个
人提供什么信息？反过来 ,个人需要的信息谁来提供？使每个人真正融入到流程中，成
为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为此，镇海炼化在2002年实施了被称为“机构扁平化”
的改革，先后撤消了炼油、化肥2个厂及其下属52个车间（科室） ,成立了10个生产运
行（专业）部以及机械动力处、质量管理中心等2个职能部门。就此 ,打破了原先“公
司━二级厂━车间”三级管理体制，实现了“公司━大车间”两级管理的扁平化组织
结构模式。  
        4、合作关系。在网络经济下，镇海炼化采用因特网这个全球通用的网络标准，进
一步延伸与合作伙伴之间B 2 B模式，实现了相关各方信息系统的对接，与商业伙伴间
创建一个无缝的、自动的供应链，信息传递的时间缩短了，而且数据也准确了，从而
带来库存 /运输效率的极大改善。如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加强对原油装、运、卸等全
过程的跟踪和管理，针对原油资源装卸、运输等问题，与外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港
航部门等进行联系和协调。又如与有良好信誉的供应商建立战略联盟，提高市场反应
速度和工程建设进度。  
  五、结语  



        供应链管理是在分散化网络制造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全新管理方式 ,  供应链研究的成
果已被广泛的应用到了社会经济中的很多方面 ,  从企业的微观角度到国家组织的宏观
供应链管理 ,  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再到金融领域都进行着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和实践。镇
海炼化通过实施网络经济下的供应链管理，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今后，要进一步加
强知识管理研究，特别是在组织能力和个人能力与供应链效率上要进一步探索，不断
提高供应链管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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