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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对供应链构建的基本过程进行 了分析，然后在考察构建供应链时企业问特有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相 

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论述 了运用AHP法局部选择构建供应链、评估供应链代理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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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供应链管理作为一 

种新的适应全球制造、顾客需求多样化的管 

理模式 ．在企业 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 

供应链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 

同时它对每一个实施供应链管理的企业又 

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它具有可以获得提高用 

户服务水平、达到成本和服务之间的有效平 

衡 、提高企业竞争力、提高柔性 、渗透到新的 

市场、通过降低库存提高工作效率等作用。 

目前关于供应链构建的研究主要还停 

留在定性 分析 阶段 。有 关定量 分析 则主要局 

限在供应商的选择问题上 。而未能将供应链 

上下游企业综合考虑制定 出有效的评估标 

准。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供应 

链局部构建及代理商选择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且应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供应链进行 

了局部构建的选择和评估 。以期提高整个供 

应链的运行绩效。 

1 供应链构建的4个 阶段 

供应链构建的过程一般需要经历四个 

阶段 ．如图1所示 。 

第l阶段 ：确定供应链设计 目标．是指在 

作好前期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 ，根据供应链 

总体设计策略提出供应链设计的目标。主要 

目标在于获得高用户服务水平和低库存投 

资、低单位成本两个 目标之间的平衡。这个 

圈I 供应链构t 的4个阶 

阶段供应链核心企业需要分析市场竞争环 

境和企业现状以及当前企业所存在的问题 ， 

综合考虑多个因素来进行供应链设计 目标 

的决 策。 

第2阶段：分析供应链的组成。是指提癌 

供应链的基本框架、选择供应链合作伙伴 以 

及确定选择与评价的标准。在满足技术要求 

的前提下。选择合作伙伴时的主要依据是整 

体供应链的成本和顾客服务水平 。其中供应 

链的成本主要包括整个供应链的生产成本、 

库存成本、运输成本以及订单管理成本。 

第3阶段：新的供应链形成．是指合作企 

业确定后就要与相应企业进行洽谈并确定 

合作关系。从而将供应链设计加以实施。 

第4阶段：运行与评价。是指供应链正式 

运行之后的一系列活动。包括对供应链进行 

企业间协调和企业内协调。并且在供应链运 

行一段 时间后 由核 心企业对 它进行 评价 ，看 

其是否达到了构建供应链时的设计目的。若 

评价结果对这个供应链不满意 。则要诊断问 

题出现在哪里。并针对问题所在重新构建供 

应链 。 

2 局部选择构建供应链的评价指标 

体系 

局部选择构建供应链是指从企业的角 

度对代理商(供应商或经销商)作出各方面 

的评价。根据 自己的需要确定合理的代理 

商。由于供应链环境下核心企业与代理商之 

间是一种具备特殊性和多任务性的委托代 

理关系。对代理商进行评价的标准十分丰 

富。有必要将这些标准加以综合、制定出一 

套完整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2．1 局部选择构t供应链评价体系的特点 

局部构建供应链的评价体系首先要符 

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的4个基本特性：一是 

完整性 ，即指标包括所有相关的方面；二是 

通用性，即指标要允许不同运营状况下进行 

比较；三是可测量性 ，即数据可以测量 ；四是 

一 致性。即指标与组织目标相一致。 

其次。该评价体系还应能反映出构建供 

应链时核心企业与相应代理商所建立 的委 

托代理关系的经济特点和评价要求。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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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合作关系具有其独特的经济特点 ： 

供应链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多任务代理 

关系；企业间强调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委 

托代理关系中逆 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同时存 

在 。 

因而这 一评 价 体系 要考 虑 两个 方 面 的 

因素 。一方面 ．考虑到供应链委托代理双方 

的伙伴地位．需要评价委托代理的总体运作 

绩效 ．以体现供应链委托代理双方长期共赢 

的宗旨；另一方面，考虑到代理人的道德行 

为及其他不确定因素。需要对代理人的运作 

稳定性、柔性、成本进行跟踪评价。 

因此。评价的考察方面分为两个部分： 

一

是对供应链委托代理总体运作的评价 ．二 

是对代理运作状况的评价。 

2．2 局部选择构 建供应链 的评价 体系 

由以上论述设计出图2的评价指标体系 

层次图 。 

对于图2中的一些评价指标．如下进行 

说明：供应链总体运作指标是指该核心企业 

所考察的代理商所参与的某个部分供应链 

(如某项产品)的运作指标．而不是核心企业 

的整个供应链指标： 委托代理运作指标是 

所考察的代理商的供应链参与、合作情况指 

标 。 

3 局部选择构建供应链的 Il’模型 

在局部选择构建供应链的处理上．选用 

AHP法求得准则层的各项指标的权重值 ，进 

而对构建 方案进行量化评 估。 

层 次分 析 法 (AHP)是 一种 定 性 和定 量 

相结 合的 多 目标决策 分析方法 ．它改变 了 以 

往最优化技术只能处理定量分析问题的传 

统观念 ，率先进入了长期滞 留在定性分析水 

平上的许多科学研究领域 ．提供了用非定量 

事件作定量分析的简便方法．是复杂的社会 

经济系统实现科学决策的有力工具。 

应用AHP解决决策 问题一般有4个 步 

骤 ：建立层次结构 ，构造判断矩阵．层次单排 

序和一致性检验 ，层次总排序和一致性检 

验 。 

3．1 建立局 部选择供应链 的层次结构 

局部选择供应链 的层次结构如图2所 

示 。 

3．2 建立 判断矩阵 

判断 矩 阵表示 针对 上 一层 次 某一 因素 

而言，本层次与之有关的各因素之间的相对 

重要性。建立判断矩阵应 

从最上层要素开始．依次 

以上一层要素为依据 。对 

下一层要素两两比较 。其 

比较尺度 采用九分位 比率 

法 。如附 表所示 。 

根据附表建立判断矩 

阵A=(嘞) ，其中 表示对 

附衰 尺 度 衰 

于上一层元素而言A 对A 的相对重要性指 

数。 

在这一步中要注意根据本企业所构建 

的供应链的具体 目标来确定各层次中评价 

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而确立判断矩阵的各 

元素的值。一般来讲 。反应型供应链对提前 

期和柔性要求较高 ．而功能型供应链则对成 

本和质量要求较高，另外由于行业、产品、营 

销策略等的不同供应链评价指标的相对重 

要性也有所不同；因此判断矩阵的值要根据 

实际情况来确定，而且图2的评价标准体系 

也不是绝对的，可以在实践中进行修改。 

在确定判断矩阵时还有一点要注意．就 

是要广泛采纳专业人员的意见和收集资料 ， 

以保证指标之间的比较尽可能客观、合理。 

3．3 对 判断矩 阵分 别单排 序并 进行一 致性 

检 验 

层次单排序是对同一层次各个元素对 

于上一层次中的某个元素的相对重要性进 

行排序。通过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确定 

各因素相对上一层次对应元素的单排序的 

权值，通过计算特征值进行一致性检验。 

(1)确定单排序的权值。首先计算判断 

矩阵每行所有元素的几何平均值 ：，表达式 

为 ： t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方案层 P 

血 
T j：l 

然后将I正规化，即计算出 ，表达式为： 
』 

gOi----1一M／ ／∑ f 
j=l 

即得到特征 向量tt，=(tt，I，1102，⋯， ) 。特 

征向量tt，的分量wiRP是相应因素单排序的权 

值。 

(2)进行一致性检验。首先计算判断矩 

阵的最大特征值 ，表达式为： 

=奎 
其中 (A )i表示向量A 的第i个分量。 

然后计算 判断矩 阵的一致 性指标 CI．CI= 

l叫 一 n 

广 。 

为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 

性 ，需要将 CI与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砌 进 

行 比较。当 n>2时，计算 CR=CI／IU．若 CR< 

0．10，则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否则就 

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调整(，l≤2时 ，判断矩 

阵是完全一致的)。 

3．4 层次总排序和一致 性检 验 

在层次单排序的基础上．要进行层次总排 

序和一致性检验。 

(1)层次总排序。层次总排序时从上到 

下逐层计算该层因素相对于最上层的重要 

性权重 ，即层次总排序 ，计算方法是利用该 

层的上一层的总排序结果递推。 

圈2 局部选择构t供应簋评价体 纛 

}罐 



 

假设 上一层 次A所有 因素A。，A ，⋯，A 

的总排序已完成 排序权数为a／，而与A 对 

应的本层次因素 曰。，曰 ，⋯，曰 单排序的结果 

为6 ，6 ，⋯，6 ；则可得到曰层次因素马的总排 

序结果权数为： 

∑ ： 
I ’ 

(2)一致性检验。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 

检验与单排序时相似 ．只是CI与RI的计算有 

所不 同 。它们 的表达式 分别为 ： 

CI=∑aiCI ，RI一∑qRI 
／=l 扛 I 

· 式 中CI 为与a／对 应 的曰层 次 中判断 矩阵 

的一致性 指标 ，RI 也相似 。 

一 致性检 验通过后 ，所 得到 的准则层 最 

低层的层次总排序结果也就是该层评 价指 

标的权重 。 

4 确定各方案的量化评估总分 

应用AHP法 ．我 们 已将 评价准 则的 每个 

因素的权重 确定下来 了 ．若 对方 案层进 一步 

用此方法进行排序 、计算权重 ．则可得到方 

案的评估 总分。 

但 是 考虑 到评 估方 案 相对 准 则变 动较 

大 ，为了简化计算过程 ，可以将准则层的权 

重计算 与方案 的计分 分离开来 。在评 价体 系 

不作变动的情况下．只需进行一次准则层权 

重的计算 ，而对方案层的指标值则进行同一 

化处理再加权平均，以求得最后评估总分。 

4．1 方案指标值 的同一化处理 

对各 方 案 的评 价指 标 值进 行 同一 化 处 

理 时 ，定量 化指标只需 进行 归一化处 理 ：定 

性 化指 标 则可 先用 专家 评分 法或 体操 记 分 

法将各指标 量化打分 ．再进 行归一 化处理 ． 

量化 打分 时要 注 意挑选 有 经验 的专 家 采取 

背对背评分 。 

上述 局部 选择 供应 链 的评 价 指标 可 归 

纳 为 以下2种类型 ：逆指 标 (越小越 好型 )、正 

指 标 (越大越 好型 )，其 归一化处 理方法 如 

下 ： 

设 有 n个 指 标 ( ) ( )，⋯ ( )，令 

max~／(x) ，minf,( ) 。 

对于逆指标 ．其归一 化函数为 ： 

f1， 一 

， 

lo， 一 
对于正指标 ．其归一化 函数为 ： 

f1， ≥ 

， 

10， 一 

经过上述处 理 ，即可将所 有 的指 标无量 

纲化 ．以进 行综合评分 。 

4．2 计算构 建方案的量化评 估指数 

构建方案的量化评估指数使用线形加 

权平 均法计 算 。构造 目标 函数z女口下 ： 

∑ 
l=I 

其 中di(i=l，2，⋯ ，n) 

是对应于第 个评价指标 

的归一化后 的指标值 ， 

是第 个评价指标 的权重 

系数 ，z即为所 评 价 的供 

应 链 局 部 构建 方 案 的 总 

得分 。 

利 用 这一 评 分 结 果 

可 以直观地了解各个构 

建 方案 的优 劣 、从 而局部 

选择供应链 ．也便于整体 

供应 链 的构建 和 合 作 对 

象 的管 理 ；同时对每个 指 

标 的效用 的分 析还可 以 

得 出 不 同代 理 商在 各 个 

方 面的绩效表 现的优 劣 ． 

从 而 为 全面 提 升供 应 链 

代理 合 作水 平 提 供 改进 

的方 向和依据 。 

5 结束语 

在供应 链 管理 越来 越 得到 人 们重 视 的 

今天，如何更好地构建供应链 ，选择代理商 

成 为人们非常关心 和亟待解决 的问题 。本文 

在 已有研 究 的基础上 。提 出 了一 套运用AHP 

法局部选 择构建供 应链 的评价体 系 ．该评价 

体系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并且可作为供应 

链企业合作对象跟踪管理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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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ly Constructing Supply Chain Based on AHP M ethod 

Abstract：It firstly analyses the procedure of supply chain constructing，then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 among supply chain companies，creates the CO1TeS—ponding assessing system
．
Finally it 

discusses how to select& construct by AHP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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