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应链无形成本动因研究 

文/谷卓越 

  一、供应链结构性成本动因分析 
  结构性成本动因是决定组织基础经济结构的成本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整合程度、学
习与溢出、技术、地理位置。 
  1、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企业结成供应链并不断扩大供应链中资源共享性的重要原因之
一。随着供应链规模的扩大，供应链上可共享的信息、技术等资源越来越广泛，单位产品成本就越
低，规模经济效应就越明显。但对於不同的供应链，对其最有利的规模是不同的。 
  2、整合程度：从合作供应链管理的角度讲，供应链成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系统所有者
的总成本；另一类是合作的机会成本。合理的供应链整合对于供应链总成本的降低以及供应链整体
运作效率的提高都大有裨益。 
  3、学习与溢出：供应链上的企业可以通过相互学习和经验的积累逐渐提高运作效率，降低成
本，使供应链的竞争力增强。当学习成果通过供应链从一个企业流向另一个企业，就形成了“溢出
效应”，这对保持供应链间的相对成本优势至关重要。 
  4、技术：技术是影响供应链成本的又一重要因素，它对成本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
一方面，它可以独立于其他成本动因直接作用于成本；另一方面，它还可通过改变或影响其他成本
动因间接影响成本。一种技术的采用可能降低也可能提高成本。 
  5、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因素涉及到企业间的运输成本、库存成本、互派人员的方便性等问
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供应链成本。 
  二、供应链执行性成本动因分析 
  执行性成本动因是指与企业执行作业程序相关的成本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凝聚力、全面质量管
理、能力利用、联结关系。 
  1、凝聚力：凝聚力通常是指劳动力对企业投入的向心力，而在供应链中还体现在各节点企业
对供应链条的向心力问题。如果企业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以优秀的供应链理念影
响每一名员工，提高员工对供应链的向心力，就会增加有效产出，消除各种“浪费”，从而也节省
了供应链成本。 
  2、全面质量管理：对于供应链而言，质量管理的对象不仅是企业内部，还包括供应链的整个
运营过程，贯穿供应链的各个环节。质量链上的所有质量活动，都紧紧围绕产品质量的不断改善而
协调一致地开展。企业在实施“质量链管理”之初可能会导致供应链成本上升，但对于企业在将来
持续降低成本有利。 
  3、能力利用：供应链生产能力的提高可以使得承担折旧和其他固定费用的生产量扩大，从而
降低单位固定成本。但由于供应链上供求不均衡而导致的设备忙闲不均、由于链条上库存积压占地
而导致的生产空间利用不足、或是由于供应链合作关系不稳定而导致的生产波动等问题，都会使供
应链生产能力下降。固定成本所占比重越大的供应链，这种能力利用对其产生的影响就越大。 
  4、联结关系：供应链上的联结关系包括节点企业的内部联系和节点企业间的垂直联系。内部
联系是指企业内部各种价值活动之间的联系，而垂直联系是企业与供应商和销售渠道之间的联系。
要使链条上不同流向的节点企业活动真正协调紧密，企业不仅要与重点供应商和重点客户协作，还
要力争与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及服务供应商等加强协作，形成一个价值链网络和一种共赢关系，
追求供应链系统的整体最优化，即加强“价值链协作”。 
  三、供应链无形成本动因分析中应注意的问题 
  供应链无形成本动因分析过程中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供应链无形成本动因和企业无形成本动因的关系问题。供应链无形成本动因和企业无形
成本动因是相互联系的，有的供应链无形成本动因包含企业无形成本动因。比如技术因素，供应链
的技术与企业的技术是密不可分的。 
  （2）成本动因与成本大小的关系问题。在上述两类无形成本动因中，结构性成本动因并不是
程度越高，供应链成本就越小，而是最佳程度的选择问题，如选择最佳的规模、最佳的整合程度、
最佳的技术方案等等。而对于什么才是“最佳程度”往往很难把握，需要供应链上的各节点企业通
过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才能把握得更好。 
  （3）把握供应链无形成本动因分析的重点。不同供应链应根据自身的薄弱环节对关键成本动
因进行重点研究，不能生搬硬套别人的方案。所以，今后供应链的成本动因分析可能越来越侧重对

 



技术的分析。 
  （4）充分利用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使其相互促进。在进行成本动因分析时，应综合各成本动
因，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充分利用其相互关系为降低供应链成本做出贡献。 
  总之，企业和供应链要取得战略成本优势，必须把供应链有形成本与无形成本的研究结合起
来，并根据市场环境和自身情况，做到恰当选择、合理发展，设法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供应
链之路（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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