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应链环境下物流供需不平衡控制机制研究 

文/郭 梅 朱金福 

   供应链环境下物流供需不平衡是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供应链上游节点的物流供应不
等于下游节点的需求（其中需求包括正确的产品数量、质量、价格、形式、包装和信息）。供应链
环境下物流供需不平衡涵盖了供应链的全部环节，涉及到供应链上的各个节点企业，极大的影响了
供应链系统的整体运作性能。供应链环境下物流供需不平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供应链系统的复杂
性、信息共享不充分、生产车间物流管理混乱、需求的不确定性、供应商和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
服务的不确定。本文将针对这五种产生物流供需不平衡的原因，研究供应链环境下物流供需不平衡
的控制机制，以期达到降低供应链环境下物流供需不平衡的程度，使物流在供应链内达到有序、平
衡的流动。 
   1供应链系统复杂性的控制策略 
   对于由于供应链的复杂性引起的物流供需不平衡的控制，主要的策略集中于供应链激励机制
的应用、时间压缩策略、供应链库存的控制等方面。例如，为了提高供应商交货的准时性，采用奖
金激励机制；为了使供应链系统信息共享，采用利润分享激励机制；为了消除或减弱供应链物流系
统存在的各种时滞的影响，减少提前期，提高供应链对市场的敏感性和反应能力，采用时间压缩策
略；为了减少供应链各级库存水平，采用供应商管理库存（VMI）、联合库存管理（JMI）和多级库
存优化控制策略。 
   2信息共享策略 
   由于信息不共享或信息共享的不充分，导致供应链系统中的物流运作处于极其不平衡的状
态，最典型的就是“牛鞭效应”，因此，信息共享不仅可以使供应链上各企业节点更好的安排生产
作业及库存配送计划，还可以降低供应链的整体成本和供应链物流供需的不平衡。要充分实现供应
链的信息共享，首先要采用各种先进的信息技术，如采用条形码、射频识别技术、全球定位系统技
术、信息集成技术等；其次还要在信息共享的同时，充分重视人员的培训和物流流程的改造；最
后，由于企业不愿共享自己的私有信息，还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3需求不确定的控制策略 
   供应链的运作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供应链中的生产、运输、供给和销售等大都建立在对
需求准确预测的基础之上，若需求出现极大的波动，则供应链上物流的各个环节都会出现很大的波
动，直接导致了物流供需不平衡。解决需求不确定的策略主要有：需求信息共享、提高需求预测的
准确度、提高供应链的生产柔性、根据需求情景决策、延迟策略和准时制、快速反应、有效客户反
应、敏捷制造等方法的采用。 
   4生产物流混乱的控制策略 
   生产物流的控制一般有两种控制原理：物流推进控制和物流拉引控制。推进控制是集中控
制，每阶段物流活动服从集中控制的指令。拉引控制是分散控制，每一分散控制的目标是满足局部
需求。丰田准时生产方式和看板方式管理是典型的拉引控制。准时生产是将必需的产品、按必需的
数量、在必需的时候生产出来，使原材料和半成品在生产车间内有序流动，有效地克服了生产物流
混乱的问题，但丰田准时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生产必须均衡化。约束理论（TOC)是另外一种
控制生产物流不平衡的方法。TOC理论的基础是先只对瓶颈资源进行排序和资源分配，最后根据对
瓶颈资源的排序来对其他有多余容量的资源进行排序，TOC不是以追求设备的生产能力平衡为目
标，而是追求物流平衡，按照市场需求，用一种系统的方法，达到快速、平稳的生产物流。 
   5供应商及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不确定的控制策略 
   供应商和供应链系统集成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的服务质量直接影响了供应链系统物流流动的
有序性和平衡性，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和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关系到供应链系统物流是否
能高效、平稳的运作。若要实现成功的物流外包，需要科学的考虑物流外包的各个方面，具体的选
择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步骤：（1）物流外包需求分析，这是制定外包策略的基础；（2）确立物流外
包目标；（3）制定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的评价准则；（4）物流服务提供商的综合评价与选择；
（5）起草并签订合同，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物流供需不平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采用合适的控制机制对物流供需不平衡进行控制，是解
决物流供应和需求矛盾的过程，也是供应链物流向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迈进的过程。物
流供需不平衡现象的反复出现及控制，最终使供应链物流系统的运行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作者
郭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学院博士研究生；朱金福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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