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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对于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
集群演进的影响机理研究

杨　瑾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2)

摘 　要 :产业集群演进是指在一定驱动力下产业集群从某个具有阶段特征的整体结构与态势向另一个具有阶段特

征的结构与态势转变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供应链管理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 ,优化产业结构 ,促

进产业升级。在前人关于大型复杂产品和供应链管理相关研究基础上 ,以组织要素、产品复杂性要素、产业关联度

要素为影响变量 ,构建了供应链管理对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演进的影响机理模型 ,通过实证分析 ,得出 SCM

对于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演进的影响机理是一个全方位的作用模式 ,这为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中供应链

管理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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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复杂产品系统 (complex product s and system ,

Co PS)的概念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由英国 Sussex

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 ( SPRU) 最先较为全面、系统

地提出。Mike Hobday (1998) 解释 ,复杂产品系统

是指高成本的、技术密集的、工程密集的、顾客定制

的产品、系统、网络和建筑 ,它是相对于低成本的、基

于标准零部件的规模化生产的产品而言的[1 ] 。他将

航空、航天、大型装备制造业和大型电信等列为复杂

产品系统。

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机

械加工 ,而是当今高科技的综合应用 ,是集机械、电

子、光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管理学等最新成就于

一体的新技术与新兴工业的综合体。由于大型复杂

产品与传统大规模制造产品在产品特征、生产特性

和创新过程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显著不同 ,因此与基

于传统大规模制造的一般产业集群相比 ,基于大型

复杂产品供应链的产业集群有其明显的特点 :

(1)一般产业集群具有地理接近性和关系接近

性的特点。集群中的企业一般是通过需求关系建立

联系 ,企业之间在地理位置上跨度较小 ,通过正式契

约维系其合作关系。集群中由“地缘、人缘、血缘、亲

缘”等传统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人文关系并由此形成

的合作关系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基于大型复杂产

品供应链的产业集群则对产业关联要求程度高 ,紧

密的产业关联是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效率的推

进器 ,而集群中企业之间在地理位置上的跨度可以

很大。

(2)在一般产业集群中的供应链主要是基于个体

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供应链。在供应链上 ,起主导作用

的往往是某单一核心企业 ,但与之合作的上下游企业

有多个 ,但都处于从属地位。而大型复杂产品产业链

较长 ,在同一条价值链中可能存在多个核心企业 ,核

心企业往往都具备规模优势[2 ] 。在每条供应链企业

中不仅有内部之间的相互协作 ,而且有不同链的企业

间的跨链间协调 ,与此同时还游离着大量位于供应链

之外的专业化配套中小企业 ,由此而产生了网络式横

向一体化供应链。这种网络状供应链是多层次、多维

度、多功能、多目标的立体网络链[3 ] 。

(3)大型复杂产品的科技含量较高 ,对于研发水

平要求也很高 ,对 R &D 的依赖程度以及与高校、科

研机构之间的 R &D 协同水平 ,远远超过一般产业



集群中的企业。同时由于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的技

术存在较强的内在关联性 ,体现为工艺的衔接、技术

的同源以及技术的交叉创新 ,这些无论从规模上 ,还

是从深度上都为一般产业集群所不可比拟的。

(4)一般产业集群强调依托地方产业特色或资

源禀赋 ,追求地理上的接近以降低交易成本 ,并通过

外部经济和集体效率促进协同创新 ,相对忽视了跨

区域的影响。而经营全球化是基于大型复杂产品供

应链的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同时

也是产业集群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 ,有利于吸引国

内外各种生产要素流入产业集群 ,进行全球范围的

资源配置。

正是由于以上特点 ,供应链管理对于大型复杂

产品制造业集群演进的影响机理将呈现出与一般产

业集群演进中供应链管理的影响机理所不同的特

点。虽然目前有许多文献从生命周期理论[4 - 9 ] 、自

组织理论[10 - 14 ] 、路径依赖理论[ 15 - 19 ] 以及集群创新

理论[ 20 - 25 ]等角度对产业集群演进进行了研究 ,如

L ynn Mytelka 和 Fulvia Farinelli (2000) 根据集群

产业的技术水平、产品复杂程度、创新能力和企业规

模等因素将产业集群演进过程分为非正式的合作网

络、有组织的合作、创新型集群三个阶段[26 ] ; Van

Dijk 和 Sverrisson (2003) 研究了集群的内在联系、

专业化分工合作程度、组织要素等对集群演进的影

响[27 ] ; Giuliani (2002) 从知识吸收能力角度把集群

演进分为低级、中下级、中级、中上级和高级五个阶

段[22 ] ;我国学者魏江等 (2003) 从集群的学习模式视

角考察了集群空间结构的动态演进 ,划分了四种集

群演进的空间形态 :分散化生产系统、原始竞争产业

集群、静态效率产业集群和成熟态产业集群[ 25 ] ;陈

柳钦 (2007)从专业化分工视角分析了专业化分工与

产业集群演进的互动机理[ 28 ] ;张米尔等 (2007) 研究

了制度变迁对装备制造业集群演进的作用机制[29 ] ,

但总体上对产业集群演进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来研

究的数量较少 ,尤其是结合我国大型复杂产品制造

业集群的发展实际 ,研究供应链管理对集群演进的

影响机理与互动关系更不多见。

本文在以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大型复杂

产品制造业集群的特点 ,以组织要素、产品复杂性要

素和产业关联度要素为影响变量 ,构建理论模型 ,就

供应链管理对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演进的影响

机理进行探讨。本文中模型所涉及各变量之间的关

系和结构较为复杂 ,且对模型的整体性要求较高 ,这

就需要一种更加关注变量之间整体结构关系的方法

来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 Joerskog 所提出的结

构方程模型 ( St ruct ural Equation Modeling , SEM)

方法作为理论模型构建和量化研究的统计分析工

具 ,这种方法相对于其他方法的主要特点在于模型

中实际蕴含的信息量比其他方法都要大 ,它可以解

决传统方法中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因此相信 ,该模

型的研究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

2 　研究变量设计及理论模型构建

由上述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的特点和已有

研究文献成果可知 ,影响集群供应链管理的因素中 ,

产品复杂性、组织要素以及产业关联度是比较重要

的因素 ,因此本文以产品复杂性、组织和产业关联度

要素为外生变量 ,而以供应链管理行为、供应链管理

绩效和集群演进绩效为内生变量构建模型 ,如表 1

所示。

本文除了关于路径的 5 个基本假设 ( H1 ～ H5 )

外 ,还对 3 个外生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作了假设 ( H6

～H8 ) :

H1 :组织要素对 SCM 行为有路径影响 ;

H2 :产品复杂性要素对 SCM 行为有路径影响 ;

H3 :产业关联度要素对 SCM 行为有路径影响 ;

H4 :SCM 行为对 SCM 绩效有路径影响 ;

H5 :SCM 绩效对集群演进绩效有路径影响 ;

H6 :产品复杂性要素与组织要素之间是相关

的 ;

H7 :产品复杂性要素与产业关联度要素之间是

相关的 ;

H8 :组织要素与产业关联度要素之间是相关

的。

由此 ,本文提出了关于供应链管理对于大型复

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演进的影响机理概念模型 ,如图

1 所示。依据概念模型 ,使用 Amos7. 0 中的 Amos

Grap hics 可以得到相应的结构方程的路径图 ,也即

本文的实证研究模型 ,如图 2 所示。在图 2 中 ,

SEM 模型分成左侧的外生变量关系与右侧的内生

变量关系两个部分 ,模型中的δ与ε分别表示外生

观测变量与内生观测变量被潜在变量解释不完全的

测量残差。

3 　实证分析

311 　数据收集和样本特征

　　为验证上述理论模型 ,本文选择具有典型代表

性的航空产业集群作为研究的对象和样本。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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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型变量及其具体内容

变量性质 主要变量 主要内容

外生变量

组织要素

企业分布是否有利于沟通 ( X1)

供应链中信息共享程度 ( X2)

供应链管理中跨边界的协调程度 ( X3)

管理者对于供应链管理的支持行为程度 ( X4)

产品复杂性要素

产品涉及的子系统和定制零部件的数量 ( X5)

设计方案的数量 ( X6)

新知识领域的跨度 ( X7)

产业关联度要素

大型厂房 ( X8)

重型设备 ( X9)

技术密集 ( X10)

资金密集 ( X11)

内生变量

SCM 行为
全面规划供应链中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行为 ( Y1)

提高供应链中组织、计划、协调与控制能力的行为 ( Y2)

SCM 绩效

有效的资源整合和利用 ( Y3)

物流效率得到提高 ( Y4)

供应链系统协调机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 Y5)

企业合作伙伴关系的加深 ( Y6)

集群演进绩效

提高了产业竞争能力 ( Y7)

优化了产业结构 ,促进了产业升级 ( Y8)

增强了产业拉动能力 ( Y9)

促进了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 Y 10)

图 1 　研究的概念模型

为 : ①飞机制造是典型的大型复杂产品系统 ,处于制

造业的最顶端 ,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制造能力和水平 ,

也是附加值最高的产业。据统计 ,我国制造的某型

号运输飞机 ,有 500 多个企业单位与之配套 ,二级配

套厂商更达到 3000～5000 家 ,形成了一个基于大型

复杂产品供应链的产业集群 ; ②航空产业集群具有

更大程度实施集群演进的可能性。航空产业链较

长 ,产业关联度强 ,辐射面广 ,带动力强 ,其技术扩散

可以广泛延伸至各种制造业 ,能有效带动相关产业

重大关键技术的整体突破 ,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3 月 ,我们通过案例

分析、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对西安、沈阳、成都等地

航空产业集群中的 20 余家制造企业和单位进行了

调查 ,包括西安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

航空发动机 (集团)有限公司、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

司、成都飞机工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等大中型航

空企业以及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中国飞行试验研

究院等科研院所。根据访谈结果 ,并结合大型复杂

产品系统、产业集群演进和供应链管理的相关理论

设计出调查问卷 ,内容涉及本文所建模型的 3 个主

要部分 ,即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要素 ,供应链管

理和集群演进绩效。其中 ,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

群要素包括产品复杂性要素、组织要素、产业关联度

要素三个子部分 ;供应链管理包括 SCM 行为和

SCM 绩效二个子部分。问卷采用“内部一致性”的

Likert 五级量表法 ,1 为程度最低 ,即企业所在的产

业集群实际情况与描述情况完全不符合 ,5 为程度

最高 ,即企业所在的产业集群实际情况与描述情况

完全符合。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访谈的对象全部

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成员和技术人员 ,所有被采访

者的年龄都在 35 岁到 55 岁之间 ,教育水平都在大

学本科以上 ,工作年限都超过 10 年 ,对产业集群发

展和企业情况十分熟悉。总共发送问卷 224 份 ,涉

及 49 家企业 ,回收问卷 172 份 ,其中无效问卷 35

份 ,最后有效的数据一共是 137 份。问卷数量满足

SEM 的大样本 (有效样本量 > 100) 、高质量的要求。

对各项指标进行统计 ,如表 2 所示 ,从中可以发

现 ,产业关联度要素的得分最高为 4. 211 ,这说明大

型复杂产品制造业的发展对于产业关联依赖度很

大 ,集群环境下大型复杂产品的供应链管理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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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是产业之间的关联。产品复杂性要素的均值

为 3. 699 ,说明大型复杂产品的科技含量较高 ,对

R &D 的依赖程度以及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

R &D 协同水平 ,都处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之上。而

组织要素的得分仅为 2. 957 ,说明大型复杂产品制

造业集群中的企业对于供应链管理中跨边界的协调

以及企业之间沟通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 ,相关的促进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

图 2 　供应链管理对于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演进影响的实证研究模型

　　SCM 行为与 SCM 绩效的均值都处于居中的位

置 ,均值分别为 3. 412 和 3. 227 ,说明在大型复杂产

品制造业集群中 ,供应链中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的科学规划需要加强 ,要进一步提高供应链中组织、

计划、协调与控制能力 ;同时 ,要建立和完善供应链

系统协调机制 ,有效进行资源整合和利用 ,以优化产

业结构 ,促进产业升级。集群演进绩效的均值为 2.

953 ,说明由于大型复杂产品是一类客户需求复杂、

系统组成复杂、产品技术复杂、制造过程复杂、项目

管理复杂的产品[30 ] ,因此集群产业竞争能力的提

高 ,产业拉动能力的增强以及集群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提升等都取决于集群中供应链企业的有效合作 ,

而且要求很高 ,要达到较高的绩效水平非属易事。

表 2 　变量指标的基本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信度 (α)
组织要素 2. 957 0. 4483 0. 7902

产品复杂性要素 3. 699 0. 7781 0. 8113
产业关联度要素 4. 211 0. 6377 0. 9278

SCM 行为 3. 412 0. 4439 0. 8903
SCM 绩效 3. 227 0. 4246 0. 7215

集群演进绩效 2. 953 0. 5741 0. 7824

312 　模型验证

把调查问卷所获得的有效样本数据输入

SPSS15. 0 经过处理后 ,然后再导入 AMOS7. 0 就可

以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与修正了。经过 Amos

Grap hics 的 Calculate Esmates 计算之后 ,得出的本

文实证研究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数值如表 3 所示。

与参考值的比较可以看出 ,所有指标均没有达到概

念模型成立的标准 ,表示概念模型还需进一步修改。

表 3 　SEM 模型初次拟合情况

拟合指标 初次拟合值 参考值范围

Degrees of f reedom 7 ≤5

Probability level 0. 000 ≥0. 05

TL I( Tucker2Lewis 指数) 0. 738 ≥0. 90

CFI(比较拟合指数) 0. 825 ≥0. 90

RMSEA (近似误差均方根) 0. 201 ≤0. 08

　　根据 Amos Grap hics 首次计算路径系数后得出

的修改指数来调整模型 ,如表 4 所示 ,发现组织要素

对 SCM 绩效 ,以及产业关联度要素对集群演进绩

效之间的路径修改指数 ( MI) 较大 ,分别为 14. 512

和 15. 401 ,这意味着两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较大

的路径关系。因此 ,在概念模型中增加了修改指数

提示的这两条路径 ,如图 3 所示。

由此 ,可以得到调整后的结构方程的路径图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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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所示。同时还引入了 3 个残余变量ζ1 ,ζ2 ,ζ3 ,

它们是内生潜在变量无法被完全解释的估计误差 ,

即不能由模型解释的剩余得分 ,它们的路径系数默

认值为 1。引入残余变量的作用是为了保证模型的

验证过程能够成立 ,因为从调查问卷得出的指标值

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要使指标值完全匹配

于模型是不可能的。因此 ,为了使路径能够得到验

证 ,残余变量的引入必不可少。

经过模型的调整 ,从表 5 中可以看到模型运算

后的各项指标的最终拟合值都满足参考值所设定的

标准范围 ,说明经过修改后的概念模型与数据之间

的匹配程度较好。虽然经过两组变量之间的微调 ,

但从概念模型的整体上来看 ,并没有太大的修改 ,概

念模型的路径仍然成立。

表 4 　路经修改指数表

变量 变量 修改指数 MI
SCM 绩效 ← 组织要素 14. 512

集群演进绩效 ← 产业关联度要素 15. 401
集群演进绩效 ← 复杂性要素 6. 031
集群演进绩效 ← SCM 行为 5. 902

图 3 　调整后的概念模型

图 4 　调整后的实证研究模型

表 5 　SEM 模型最终拟合情况

拟合指标 最终拟合值 参考值范围

Degrees of f reedom 5 ≤5

Probability level 0. 230 ≥0. 05

TL I( Tucker2Lewis 指数) 0. 971 ≥0. 90

CFI(比较拟合指数) 0. 993 ≥0. 90

RMSEA (估计误差均方根) 0. 057 ≤0. 08

3. 3 　模型分析

在分析所有样本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之前 ,先进

行样本变量协方差检验。得出协方差矩阵的行列式

为 0 ,这意味着至少有一个变量与其他变量线性相

关 ,而这正是我们需要证明的命题。

表 6 是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对角线是

AV E(Average Variance Ext racted 平均变异量) 的

平方根 ,都大于 0. 5 ,在每一列数中 ,对角线上 AV E

平方根的值都大于该列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

数 ,表明模型中每个变量的指标均能较好地反映变

量本身。

　　运用 Amos 进行回归分析 ,从表 7 中可以看到

每条路径的显著性检验都达到标准 ,其中复杂性要

素对 SCM 行为的显著程度最低 ,其临界比率 C. R.

为 2. 504 ≥2 , P 值为 0. 015 ,但也达到了小于 0. 05

水平的程度 ,所有其他的路径都很显著 ( P ≤0. 1) 。

因此 ,在本文的模型中 ,每条路径的回归显著性都达

到了要求。值得一提的是残余变量的系数恰当地反

映了其他因素对于本文模型的影响。对于复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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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集群演进而言 ,影响演进绩效的不仅仅是

SCM ,其他因素的影响甚至还可能很大 ,因此ζ3 的

系数较高 ;而其他因素对于 S CM 的影响也许不是

非常明显 ,所以ζ1 ,ζ2 的系数就相对低一些。

表 6 　样本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产业关联度要素 组织要素 复杂性要素 SCM 行为 SCM 绩效 集群演进绩效

产业关联度要素 0. 815

组织要素 0. 374 0. 803

复杂性要素 0. 441 0. 375 0. 933

SCM 行为 0. 493 0. 667 0. 486 0. 898

SCM 绩效 0. 401 0. 689 0. 397 0. 623 0. 882

集群演进绩效 0. 458 0. 423 0. 385 0. 507 0. 546 0. 869

表 7 　最终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

变量 影响 Estimate S. E. C. R. P

SCM 行为 ← 复杂性要素 0. 089 0. 035 2. 504 0. 015

SCM 行为 ← 组织要素 0. 542 0. 066 8. 598 3 3 3
SCM 行为 ← 产业关联度要素 0. 164 0. 043 3. 534 3 3 3
SCM 绩效 ← SCM 行为 0. 293 0. 078 3. 715 3 3 3
SCM 绩效 ← 组织要素 0. 451 0. 069 5. 702 3 3 3

集群演进绩效 ← SCM 绩效 0. 592 0. 091 6. 193 3 3 3
集群演进绩效 ← 产业关联度要素 0. 294 0. 067 4. 433 3 3 3

SCM 行为 ← ζ1 0. 092 0. 013 8. 498 3 3 3
SCM 绩效 ← ζ2 0. 093 0. 015 7. 367 3 3 3

集群演进绩效 ← ζ3 0. 214 0. 021 8. 153 3 3 3

　　需要说明 ,路径系数和回归方程都是由直接影

响得出的 ,即从概念模型中所涉及的直接相连的路

径系数出发所得出的回归方程 ,为了彻底说明整个

概念模型路径的全部影响 ,还需要检测路径的间接

影响 ,及各个变量相互之间的总影响 ,总的影响 = 直

接影响 + 间接影响 ,如表 8 所示。由表 8 可以看出 :

(1)产业关联度、组织和产品复杂性 3 个外生变

量对 SCM 行为的直接影响等于总的影响 ,间接影

响为 0 ;

(2)在对 SCM 绩效影响的因素中 ,SCM 行为对

SCM 绩效的直接影响等于总的影响 ,影响系数为

01293 ;外生变量中只有组织对 SCM 绩效有直接影

响 ,影响系数为 01451 ,而产业关联度、组织和产品

复杂性对于 SCM 绩效的间接影响分别为 01052、

01149 和 01031 ;从间接影响的系数中可以得知 ,产

业关联度、组织和产品复杂性通过 SCM 行为对

SCM 绩效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虽然这个影响不是非

常的显著 ,但是证明了存在这样一条间接的路径 ,使

得这种间接影响能够得到实现 ;

(3)影响集群演进绩效最大的因素 SCM 绩效

为 0. 592 ,也就是说 SCM 绩效是影响集群演进绩效

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而这正是本文的概念模型中所

假设的命题 ;另外 ,只有产业关联度与 SCM 绩效对

集群演进绩效有直接影响 ,包括产业关联度在内的

3 个外生变量对集群演进绩效都存在间接的影响 ,

分别为 0. 027、0. 356、0. 022 ;另外 , SCM 行为对集

群演进绩效也存在间接影响 ,为 0. 176。

表 8 　概念模型中的路径影响

变量

直接影响

产业关

联度
组织

产品复

杂性

SCM

行为

SCM

绩效

间接影响

产业关

联度
组织

产品复

杂性

SCM

行为

SCM

绩效

总影响

产业关

联度
组织

产品

复杂性

SCM

行为

SCM

绩效

SCM 行为 0. 164 0. 542 0. 089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164 0. 542 0. 089 0. 000 0. 000

SCM 绩效 0. 000 0. 451 0. 000 0. 293 0. 000 0. 052 0. 149 0. 031 0. 000 0. 000 0. 052 0. 600 0. 031 0. 293 0 000

集群演进绩效 0. 294 0. 000 0. 000 0. 000 0. 59 0. 027 0. 356 0. 021 0. 176 0. 000 0. 321 0. 356 0. 027 0. 176 0. 592

　　如图 5 所示 ,由于本文主要是研究 SCM 对于 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演进的影响机理 ,因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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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省略了观测变量、残余变量及其路径系数 ,并将间

接影响并入图 5 中 ,以便进一步分析。

4 　结论分析

经过上述实证分析之后 ,得到的结论与本文前

述的 5 个路径关系假设和 3 个相关关系假设基本符

合 ,结论分析如下 :

H1 成立。在图 5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组织要素

对 SCM 行为的路径系数是外生变量中最大的 ,可

以说明组织要素对 SCM 行为的作用最为明显。大

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环境下的供应链管理往往涉

及到集群众多的企业 ,不同企业的价值观、文化以及

经营目标等都有所差异 ,要形成有效的物流、信息流

和资金流 ,必然要求建立良好的组织协调机制。

H2 成立。但从与组织及产业关联度要素的比

较中不难看到 ,产品复杂性对 SCM 行为的直接路

径系数比另外两个内生变量对 SCM 行为的路径系

数要小得多。结合本次实地的调研访谈 ,我们认为

原因主要是目前国内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中的

企业尚未将产品研发阶段纳入供应链管理的重点环

节 ,供应商参与新产品研发 (N PD) 还未成为一种普

遍的模式 ,因此 ,在研发和制造阶段之间还存在一定

的协调问题 ,反映在产品复杂性对 SCM 行为影响

较小。

H3 成立。在表 2 中 ,产业关联度要素的均值是

三个要素中最大的 ,这说明产业关联已经得到了广

泛的认同和应用 ,且这种情况在各个被调查企业都

比较平均。但通过实证数据分析之后 ,发现产业关

联对 SCM 行为的影响并没有达到想象中的效果。

由此说明产业关联仅仅为 SCM 行为提供了一个

“硬件”基础 ,没有紧密的产业关联肯定不能促进大

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的发展 ,但也必须注重组织

协调机制等“软件”设施的建设。

H4 成立。说明如果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

中的企业更加注重对供应链管理的科学规划 ,并努

力提高供应链组织、计划、协调与控制能力 ,这样不

仅可以有效整合和利用资源 ,提高物流效率 ,而且可

以完善供应链系统协调机制 ,深化供应链企业的合

作伙伴关系。

H5 成立。随着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中供

应链系统协调机制的不断完善 ,物流效率进一步提

高 ,使得资源能被有效的整合和利用 ,从而提高了产

业竞争能力 ,优化了产业结构 ,促进了产业升级 ,进

而推动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可持续发展。

如表 6 所示 ,验证了 H6 , H7 和 H8 ,即产品复杂

性要素、组织要素和产业关联度要素两两之间是相

关的 ,体现出了较好的一致性 ,因此在集群环境下供

应链管理中应注重三者的协调发展。如果仅为了改

变一方面的因素而忽略了其他两方面因素 ,那么这

三者之间的连动会使三者的得分没有想象中那么

高 ,就会影响供应链管理系统的效果 ,最终也会影响

集群演进的绩效。

此外 ,除了假设的路径 ,调整后的模型还增添了

两条新的直接路径 ,如图 5 所示。其中一条是组织

要素对 SCM 绩效的路径 ,其路径系数为 0. 45 ,这说

明组织要素对供应链系统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

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以及企业合作伙伴关系的加

深有很大的因果路径关系 ;另一条是产业关联度要

素对集群演进绩效的路径 ,其路径系数为 0. 29 ,则

说明了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对产业关联要求程

度高 ,集群的不断发展往往依赖于集群产业关联的

紧密程度。

本文除了验证了直接路径之外 ,还在数据分析

当中发现了许多间接路径。其中 ,产品复杂性、产业

关联度对 SCM 绩效及集群演进绩效的间接路径系

数都小于 0. 05 ,说明它们的间接影响比较小 ;而组

织要素对 SCM 绩效及集群演进绩效的间接路径影

响比较大 ,甚至可以说组织要素渗透了整个 SCM

模型 ;SCM 行为对集群演进绩效也有一定程度的间

接影响。虽然这些间接路径的系数比起直接路径系

数要小得多 ,可是对充分理解 SCM 的作用机理来

说非常必要 ,这些间接路径说明了 SCM 对于大型

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演进的作用机理是一个全方位

的作用模式。

5 　结语

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是按照价值链分工合

作的原则将大量相关企业集聚在一起 ,形成技术和

资源上的优势 ,其演进的过程就是集群的资源聚集

能力、产业拉动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不断提升

的过程 ,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供应链系统在集群

中的整合及价值转移功能 ,而这个过程的有效协调

和顺利进展需要有合适的供应链管理机制。供应链

管理对于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演进的影响机理

是复杂的 ,本文采用 SEM 方法 ,以产品复杂性、组

织和产业关联度要素为外生变量 ,而以 SCM 行为、

SCM 绩效和集群演进绩效为内生变量构建实证研

究模型 ,分析和探讨了各个部分对大型复杂产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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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集群演进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从而得出要从组

织、产品复杂性和产业关联度等三个因素着手 ,协同

作用于供应链管理系统 ,才能最终促进大型复杂产

品制造业集群的持续健康发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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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o

Evolution of Large2Scale Complex Products Manufacturing Clusters

YANG Jin

(School of Humanities , Economics and Law ,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 Xi’an 710072 , China)

Abstract : The evolution of indust rial cluster is a p rocess of change and develop ment , which cames f rom a

kind of whole st ruct ure and situation with some p hased characteristics to anot her type wit h else staged fea2
t ures by t he certain driving forc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 can promote the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optimize indust ry st ructure for indust ry upgrade during t he course. Based on a brief re2
view about p revious literat ure on complex product s and SCM , t his paper establishes t he mechanism model

of SCM affect s evolution of large2scale complex product s manufact uring clusters , using organizational fac2
tors , p roduct complexity factors and indust ry associated degree factors as variables. Af ter experimental a2
nalysis , t he mechanism t hat SCM affect s evolution of large - scale complex product s manufact uring clus2
ters is an all - around action mode. The result s of research will be used for reference to SCM in large -

scale complex product s manufacturing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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