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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供应链的 “ABC” 方法 

姜铁虎 

优化供应链与管理供应链不同，管理供应链重点在于控制供应链的各个元

素，而优化供应链则是要去除供应链流程中的非增值环节。那些原本构成组

织要素的流程步骤，现在或许正是限制该组织效率和能力的桎梏。 

要达到构建优化供应链的目标，单指望最新的软硬件技术或电子商务工具是

不行的，有效的方法只能是在结合了电子商务工具和先进管理思想的商业流

程中找到。这种流程、工具和管理的融合，通过应用行之有效的优化模型而

得以最佳地管理、均衡和监控。采用优化供应链的 “ABC” 方法来设计和改

进流程，是模型和新技术取得成功的关键。 

本文首先介绍了供应链的基本构成，然后详细分析了优化供应链的 “ABC” 

方法：即确定一个组织当前的(As-is)供应链状况， 生成该组织期望的(to-

Be)或优化了的供应链类型，并在优化过程中注入协作(Collaborative)这一

关键的成功因素。 

供应链的基本构成 

1、 了解供应链 

了解供应链首先要了解供应链的构成。如果一个组织制造产品，那么其供应

链流程就是利用供应商提供的物料进行加工并把成品提供给顾客。这么说是

正确的，但它只表述了供应链定义的一部份，不足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定义。

那些不制造产品的组织或许会因此而认为他们没有供应链，因为他们不生产

产品。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服务或制造环境中的每个组织，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都有供应链，人们

能够用系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其进行识别、评估和优化。如果一个组织

识别了它的供应链，并通过评估、分析和监控来管理它，那么我们说这个组

织正在使其供应链工作在一种更便于了解、平衡和尽可能获得最大绩效的状

况。相反，如果一个组织不认识到它有供应链或不重视供应链如何影响其商

务，那么这个组织的供应链就工作在一种被忽略的状态。供应链是客观存在

的，它影响着各组织的生产率，成本和利润，如果对供应链缺乏认识、评估

和监控，那么这些组织就无法知道对供应链一个环节产生影响的行为对另一

个环节会有什么影响，因而当他们面临生存抉择而需要做出方向上的调整和

改变时，也就无法响应并做出正确的决断。 

每个组织首先必须知道，无论其多么独特和前沿，它都具有与大多数相近行

业相同或类似的核心流程。固守现有流程，认为这是自己所做的唯一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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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这一观念是流程改进中普遍的障碍。走出思考的条框，并不是让一个

组织排除自己带给市场的专长或摈弃已证明是有效的流程，而是要让其接受

这样一个事实：即实现同一目标或许存在多条途径。这一思想足以使流程走

上正轨，并使人们对那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实现目标的唯一途径的共同流程

和实践产生新的看法。从最简单、最基本的形式看，所有组织所共同的核心

商业流程可表述如下： 

- 所有成功的组织都要制定计划来实现他们的商业目标和目的 (PLAN)； 

- 每个组织都有一些“输入”类型的供应商 (SOURCE)； 

- 每个组织对那些“输入”都执行一些增值的内部流程 (MAKE)； 

- 每个组织都有顾客来接收他们所增值的产品 (DELIVER)； 

- 因此，所有组织都有一个可共识别、评估、分析和优化的供应链。 

计划(PLAN)、采购(SOURCE)、生产(MAKE)和交付(DELIVER)正是供应链运作参

考模型(SCOR)所包含的四个基本核心流程。 

2、 识别供应链 

识别存在于一个组织中的供应链是优化供应链过程中的关键步骤。为了有效

地识别一个组织的供应链，人们首先应当了解下面一些与供应链优化相关的

概念。供应链优化项目的前期培训工作是开发协作方法的关键，也是决定取

得全面均衡和优化的供应链方法的关键。 

供应商：供应商可以在一个组织的内部和外部，他们是被组织接收来完成其

工作流目标的信息和/或物料的供应源。 

产品：产品是一个组织执行流程的顶点，一个组织接收信息和/或物料，使其

增值后成为自己的产品交付给顾客。 

顾客：顾客可以在一个组织的内部和外部，他们是下一个流程的拥有者，也

即是被前一个流程增值后的信息和/或物料的接收者。 

供应链：供应链是一个组织需要来实现其商业目标的信息和/或物料的流动渠

道。 

供应链管理(SCM)：供应链管理是指监控、评估和调整一个组织用来实现其商

业目标的信息和/或物料的流动的一整套方法。供应链管理方法用于认知供应

链中每个元素的影响，优化和保持尽可能高效的供应链流程，从而取得成

本、响应和柔性的均衡。SCM理论建立了各种衡量和方法来评估、监控和调整

从供应商的供应商到顾客的顾客整个流程中的各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环

节。 

优化：优化是指对事件，过程或任务进行系统的评估和分析，从而有目的地

去除非增值元素以取得最高的实际效率和效益。 

因此，供应链优化是优化一个组织的商务活动中纵向或横向事件链的过程，



这些事件引起活动或物料流程从一种配置转到另一种配置。供应链优化的思

想就是通过评估和分析供应链中的流程元素和活动来认识供应链对实现既定

商业目标的影响范围。成功的优化过程必须从了解当前供应链流程的状况开

始，然后通过系统而有序的优化方法来取得均衡的供应链。 

“As-Is”供应链 

“ABC”中的A代表当前的(As-Is)供应链状况。你现在在做什么？当前的供应

链流程涉及哪些步骤并包含哪些元素？谁负责组织中每个业务流程步骤的输

入、输出和支持？一个组织的供应链优化过程只有在完成了当前流程的建模

之后才能向前推进。供应链流程的构成可分为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都可以

用系统的有序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评估。没有这样一个系统而有序的流程模

型，一个组织识别当前供应链只能是根据书面规程，或者更遭，只能是按照

管理人员认为的工作方式进行。建立当前的供应链模型是优化过程的关键步

骤，它必须是通过与真正的专家 -- 那些正在执行具体流程任务的人，紧密

协作来完成。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包括这些专家的团队来执行“As-Is”供应

链的分析和建模有助于更好地协作，随着“As-Is”过程的展开，更多的专家

需要纳入识别当前供应链的过程中。 

对As-Is或当前供应链的检查将揭示所有组织都有两个构成其供应链的工作

流，一个是“信息流”，另一个是“物流”。信息流是从一个业务活动到另

一个活动的数据传递，它可以有各种形式，包括文件、指令、想法、计划或

核审等，这些都是从所识别的流程进行到下一个流程必须的信息。物流是实

现流程目标所需要的物料流动，物料可以是电子的(如报告，图表等)、物理

的(如各种产品)，甚至还可以是一个服务过程(如清洗，喷漆等)。当信息流

和物流在As-is供应链中显露时，就应当分别对其进行评估，以便建立它们的

价值和相互依存性。 

识别当前供应链以及实现这一任务的分析过程不仅是优化供应链成功的关

键，而且也是最棘手的地方所在。要取得识别、评估、分析和优化供应链项

目的成功，必须遵循一套科学的方法。现在已经有许多工具和机构可用来帮

助完成这一关键任务，然而这一点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供应链协会(SCC)开

发的供应链运作参考模型(SCOR)就是这样一个工具。SCC是一个由700多个成

员组成的、全球范围的非营利机构，它的唯一目标就是开发和维护一个用于

优化各行业供应链的分析工具。与其它许多工具不同，SCOR是一个运作参考

模型，它提供了全面准确地优化各种规模和复杂程度的供应链所必须的进阶

方法。SCOR对核心商业流程使用共同的工业术语和方法，因而也适用于那些

专门的行业。SCOR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能改变术语以匹配各组织的需要

而不会导致结果的混乱。 

在SCOR模型中，人们被一系列的“流程步骤”引导着去了解和识别一个组织

的商业流程。SCOR模型应作为一个大纲，对每个流程步骤必须逐步完成。

SCOR使人们有蹈可循，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流程框架并识别了使供应链

工作的“使能”元素(enablers)；此外，SCOR还提供了最佳实施(best 

practices)和供应链每个元素的衡量指标。然而，SCOR毕竟只是一个工具—

— 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用SCOR来成功实施供应链优化项目仍需要了解供应链

管理和优化的基本方法。 



“To-Be”供应链 

B表示“To-Be”，是指组织所追求的、期望的或优化的供应链状态。每个组

织必须评估这一优化的供应链状况，决定它的回报及当导入这种优化状况时

的影响和机会。就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 由相连的元素所引起的相应变化

以及对商业实施和组织目标的全面影响，必须对每个要优化的元素进行评估

和分析。在供应链一个局部中优化的元素可能对整个供应链并没有任何好

处，尤其当它是流入或来自一个“瓶颈”元素。整个供应链的均衡才是终极

目标，而非供应链单个元素的优化。 

正如在“As-Is” 或当前供应链中一样，构成“To-Be”或期望供应链的也是

两类元素 -- 信息流和物流。两者互相关联，不能优化一个没有另一个，也

不能评估一个而没有另一个。对信息流和物流的流程和元素的优化需要优化

项目的执行者使用各种协作工具和资源，在优化过程中的每次会议或任务安

排都必须充分而准确地与整个项目的每个成员沟通。优化就是流程和信息元

素发展到这样一点：即不存在非增值环节，同时流程应尽可能切合实际地实

现商业目标。 

开发“To-Be”或期望的供应链需要每个项目涉及人员提供详细输入信息和不

拘条框的思考，需要所有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去分类流程，从而发现所评估

流程或事件的真正目的。那些开发应用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流程和事件，其最

初的目的通常会遗失或变得复杂而不易认清。对那些不能满足期望目的的当

前流程元素应当去除，并代之以只实现其在供应链中期望目的的优化流程。

这也正是项目实施人员需要勇气去摈弃无效流程和克服“我们总是按这种方

式工作”想法的地方。“To-Be”供应链状态必须基于实际高效的、使用有效

工具的最佳实施，同类最佳(Best-in-class)的实施应当作为“As-Is”的比

较基准。当然，对最佳实施也不应盲目采纳，优化的目的是产生新的最佳实

施的供应链元素，而不是对已有的完全拷贝。 

“To-Be”要求对当前供应链中的每个元素进行评估、分析和优化，因为供应

链是一个事件链，整个链条的强度、有效性和效率不会比其最弱的一环更

好。如果不遵循A，即广泛了解当前供应链，弄清每个元素对下一环节的影响

以及整个供应链如何影响组织实现目标的能力，那么开发B的工作将会令人怯

步。 

“Collaborative”供应链 

C代表“协作”(Collaborative)，它是优化过程取得成功的关系因素。没有

协作，项目必将失败，而其结果对组织而言比没有开始项目更为有害。协作

是把SCOR模型保持在一起的粘合剂，它是一个不能很好地归类以便于分析和

评估的元素。正如SCOR模型本身，它不能实施，但使用其原理的结果是可衡

量的也是必须的。 

协作是供应链优化项目向前推进必须建立的元素。协作看起来像是一种趋

势，事实上，它是寻找更有效的途径来管理资源这一持续过程的顶点，这个

持续演化过程也被称为四“C”演变。在70年代，供应经理采用

“Competition”(竞争)来驱动成本下降和选择伙伴。80年代，供应经理转向

“Communications“(通讯)来促进和建立与内外部合同商更好的关系。90年



代，供应经理把“Cooperation”(合作)作为与影响他们的外部组织更好地同

步组织目标和目的的手段。现在在21世纪，借助于那些有效地排除了时间和

距离障碍的先进技术，供应经理已经达了“Collaborative”(协作)的层次。

“合作”可以最好地描述为是对彼此的容忍，而“协作”则是对彼此承担责

任。“付出和获得”的原理体现在一个组织愿意牺牲一些自己的需要来取得

整个联合组织的更大成就这样的组织关系中。这种协作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

产生或没有局部利益的牺牲就能建成，但它是所有成功的供应链优化项目中

的关键成分。如果干工作、做决定和对供应链有影响的那些人不是抱以合理

的期望，使他们所做的努力，所促进的变革，和所产生的思想导致一种对整

个供应链更好的变化，那么项目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有许多电子协作工具可为供应管理的专业人员所使用，对每一个工具都应当

认真考虑。通讯或许是协作过程的中心，但信任才是协作的核心。为了成功

地优化供应链，你必须在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工作团队中建立起信任和信心。

协作关系的建立可以从组织内部开始，先建立一点信任，然后在原有信任的

基础上建立更多的信任，这样逐步推进。当供应经理在组织内部建立起了协

作关系后，就可以逐渐移向构成供应链的外部团队，建立供应链各组织之间

的协作关系。 

每个组织都应当开展供应链优化项目，没有例外。除非供应经理评估了他们

的商业流程，了解了流程与组织目标和目的的依存关系，以及学会了在必要

的时候控制和调整流程，否则，这些组织将很难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生

存。只有不断地监控和调整才能减少风险和改进效益。供应链优化的 "ABC" 

方法能保证供应链经理了解 “A” - 现在在做什么； “B” - 将来要做什

么；和“C” - 怎么样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协同来实现有意义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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