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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在综合近年来供应链管理的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从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界定和研究内容的

界定两个层面对供应链管理模型进行了分类。然后,对供应链管理中的几类主要问题: 供应链中的库存问题、供应

链中的信息流及其价值问题、供应链协调与契约等问题的外部环境进行了简要分析, 对其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最后,展望了供应链管理模型未来的研究方向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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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供应链管理已经成

为现代企业的主要管理模式。供应链管理是围绕最

终顾客的需求, 用系统的观点对供应链中的物流、信

息流进行设计、规划和控制,对成本流进行分解与控

制,并围绕买卖双方间的物流和资金流实施信息共

享和经营协调, 以实现稳定、高效、柔性的供需关系,

使供应链中的成员获得相应利益的一种管理理念,

其目标是增加供应链成员的销售额或利润(或降低

成本)、增强其获利能力与竞争优势、提高运作效率、

服务水平以及供应链的响应能力。

随着供应链和相关物流系统的日趋复杂, 对供

应链管理的定量化研究, 特别是供应链管理的建模、

优化与仿真已经成为分析物流系统的最强有力工

具。然而对供应链管理模型类型的划分却并不容

易。本文在综合近年来供应链管理的国内外研究文

献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界定和研究内容

的界定两个层面对供应链管理模型进行了分类, 并

依据具体研究内容对供应链管理中的几类主要问题

的外部环境进行了简要分析, 对其研究进展进行了

综述。

2 供应链管理模型的分类

因为从供应链全局角度来看, 没有模型能够描

述供应链流程的所有方面, 所以 Chopra S和 Meindl

P( 2001) [ 1]指出, 可以从战略层、战术层和运作层对

供应链模型进行分类, 从而帮助建模者确定研究范

围的宽度和供应链计划水平的长度。Cooper MC et

al ( 1997) [ 2]则从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类型、供应链

网络的结构维度和供应链合作伙伴中的流程特征三

方面对供应链管理模型进行了阐述。Shapiro J

( 2001)
[ 3]
一书从建模方法角度将供应链管理模型

分为描述性模型(预测模型、成本类型、资源利用及

仿真模型)和标准模型(优化与数学规划模型) , 该种

分类方法清晰地阐述了描述性模型与标准模型各自

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开发准确的描述性模型是

必须的,但对于有效决策是不够的,应与优化模型结

合起来确定企业的规划与决策。与其类似, Beamon

BM ( 1998) [ 4]将供应链管理模型分为确定性分析模

型、随机分析模型、经济模型(博弈论模型)和仿真模

型, MinH 和 Zhou G( 2002) [ 5]则将供应链管理模型

分为确定性模型、随机模型(概率模型)、混合( hy

brid)模型和 IT 驱动模型, 陈剑( 2001) [ 6]将供应链

优化模型分为排队论模型、对策论模型、网络流模型

和策略评价模型。由以上分类可以看出, 对供应链

管理模型的分类大多以建模方法为依据, 但在实际

建模过程中, 建模方法只是实现供应链建模的一个

重要方面,它需要根据具体的建模对象和研究侧重

而定。所以,本文从这个角度出发,从两个层面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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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管理模型进行分类, 如图 1所示,第一个层面是

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界定, 主要考虑了产品特征、对象

系统和建模方法三个方面; 第二个层面是研究内容

的界定,主要考虑了需求特征、研究类型和研究侧重

三个方面。

图 1 供应链模型分类的两个层面示意图

2 1 第一个层面 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界定

主要从三方面对供应链管理模型的研究对象与

方法进行界定:

( 1)产品特征:它与对象系统共同界定了供应链

管理模型的研究对象。产品特征主要是指产品的数

量和产品的生命周期特征。其中,产品数量用于界

定该模型研究的是单一产品( Single Product , SP )还

是多产品( Mult iple Product , MP) , 产品的生命周期

特征用于界定模型研究的产品类型(包括耐用品、易

变质品、退化产品和可回收产品等)以及产品所处生

命周期的具体阶段(包括开发期、成长期、成熟期和

衰退期)。

( 2)对象系统: 在界定了产品特征之后, 应界定

主要研究该产品的哪一个供应链阶段, 即对象系统。

根据集成供应链的一般结构, 可以将对象系统确定

为供应系统( Supply System, SS)、生产系统( M anu

facture System, MS )和分销系统 ( Dist ribut ion Sys

tem , DS)三类,当然模型研究的可以是其中一个系

统,也可以同时研究多个系统(如整条供应链)。在

这三类系统中, 生产系统的理论研究比较成熟,实践

应用成果也较多,这主要是因为多年来学术界和企

业界一直都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制造供应链中,对各

种流程的优化及调度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而供

应系统和分销系统则是供应链管理理念提出的两大

源头,一直因其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成本节约而倍受

关注。所以, 近年来有关供应系统和分销系统的研

究成果也日趋丰富和深入。

( 3)建模方法:应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选用适

当的建模方法。这里将供应链管理的建模方法归纳

为六类 运筹(数学规划)与最优化方法 ( Opera

t ions Research & Opt imizat ion Methods, OR&OM)、

概率论( Probability Theory, PT )方法、控制论( Con

trol Theory, CT)方法、博弈论( Game Theory, GT )方

法、嵌入式 建模( Embedded Modeling , EM )方法、

仿真建模 ( Simulat ion Modeling, SM )方法(参见图

1)。其中,运筹(数学规划)与最优化方法以及概率

方法被认为是供应链管理的标准建模方法。近来,

供应链管理模型中控制论和博弈论的应用也越来越

多,如将控制论应用于库存模型,将博弈论应用于供

应链协调模型,且它们常与数学规划和优化方法结

合使用。下面对 嵌入式建模方法 和 仿真建模方

法 的含义做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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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建模方法 是指, 在建立复杂系统的数

学模型时,往往要对系统进行 细化( zoom in) , 把复

杂系统分解成多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 如果细化后

的某些子系统属于复杂的 输入- 输出 关系, 则可

选择相应的模型类型并通过计算模型参数来拟合这

种复杂的 输入- 输出 关系, 然后把此模型嵌入到

原复杂系统中的一种建模方法。 嵌入式建模方法

主要包括模糊建模方法、神经网络建模方法、统计建

模方法以及这些方法与软计算(遗传算法、模拟退火

等)的组合方法等。因为 嵌入式建模方法 既可以

与仿真方法结合,又可以描述优化中的某些问题, 所

以无疑给供应链管理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仿真建模方法 主要用于供应链建模的规模和

复杂程度无法用数学方法来解决的情况。仿真建模

方法与前五种建模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 它是针对

每个具体问题建立的, 而且在问题确定阶段就必须

确定系统的目标和与系统相关的可控与不可控变

量。仿真模型可以分为确定性 ( deterministic) 仿真

模型和蒙特卡洛( Morte Carlo)仿真模型
[ 3]
。在确定

性仿真模型中所用到的 状态变量 是人们关注的焦

点,状态变量随着外部环境中各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随目标函数的不同而取不同的值, 所以供应链 系

统 的状态变量的稳定程度是确定性仿真模型应该

回答的问题。蒙特卡洛仿真方法要求用概率统计方

法分析供应链的不确定性, 比如利用历史数据确定

概率密度函数, 有时可能会涉及多个变量的联合分

布问题。此外, 离散事件仿真( discrete event simula

t ion)方法在供应链建模中应用的也较多, 主要用于

研究受事件驱动、系统状态是跳跃式变化、系统状态

迁移发生在一串离散时间点上的离散事件动态系

统。应注意,采用上述仿真建模方法时,结论的评价

和验证是不可忽视的。

2 2 第二个层面 研究内容的界定

在界定了研究对象之后, 转入第二个层面,即针

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来界定研究内容。对研究内容的

界定也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

( 1)研究类型:用于界定所做的研究是面向理论

( Oriented- Theory, OT)的研究还是面向应用( Ori

ented- Applicat ion, OA)的研究。面向理论的研究

是指, 针对供应链中不同的问题或复杂供应链结构

与环境,提出新的模型或新的算法,强调理论的创新

和突破;面向应用的研究是指, 针对实际的应用环

境,将理论模型进行改进或逼近, 或开发相应的软

件,从而解决实际问题,强调实际应用的可实施性和

应用的效果与启发。

( 2)需求特征:因为不同的需求模式对各项成本

的描述可能有着很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库存决策和

其他供应链决策, 所以在界定研究内容时,需求的特

征应首先界定清楚, 即需求是确定性需求( Certain

Demand, CD) 还是不确定性需求 ( Uncertain De

mand, UD)。确定性需求是指可以用确定的函数形

式表示的需求,其描述方法根据供应链外部环境可

以分为多种,比如,需求为常数或需求率固定,需求

为价格的函数,需求为时间的函数,需求为库存水平

的函数等;不确定性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无法用

确定的函数形式表示的需求,如需求服从某一概率

分布、需求函数中含有随机变量、需求不平稳、需求

为随机的时间序列以及需求具有模糊性等等。在确

定性需求下管理订货、运输等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而

在不确定性需求下, 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库存水平来

满足顾客需求则比较复杂,很多问题在不同的不确

定性需求模式下研究得到的结论与确定性需求下是

不同的。应注意, 需求特征是与产品的数量、产品的

生命周期特征以及供应链中各成员的订货策略密切

相关的。比如,当产品为退化产品时(指产品在某一

时刻效用和需求可能突然或渐进地降为零) ,需求可

以描述为时间的减函数; 当供应链某一成员的订货

提前期很短或经常出现紧急订货时, 需求的不确定

性会比较大。

( 3)研究侧重:在界定了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类型

和需求特征之后, 应当进一步地界定研究侧重点放

在哪一类问题上, 这里将供应链管理中所研究的问

题分为五类 供应链中的库存问题 ( Inventory

Problem, IP ) ; 供应链中的信息流 ( Informat ion

Flow, IF)及其价值问题; 供应链协调与契约( Coor

dination and Contract , CC) 问题; 供应链网络设计

( Network Design, ND)问题; 供应链绩效评价 ( Per

formance Evaluation, PE)问题。

综上, 本文通过产品特征和对象系统将供应链

管理模型的研究对象分为六大类, 每一类研究对象

又可以依据建模方法的不同分为六种研究思路(参

见图 1的第一层面) ;然后,针对第一层面界定的研

究对象, 通过需求特征和研究侧重将其研究内容划

分为十类问题,每一类问题又可依据研究类型的不

同,分为两个研究方向(参见图 1的第二层面)。通

过这两个层面的界定既可以实现对供应链管理模型

的详细划分, 又可以帮助建模者迅速确定研究对象

和研究内容。下文将从研究内容角度对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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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几类主要问题的外部环境进行简要分析, 对其研

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能在建模者确定研究对象和

研究内容之后, 对其形成建模思路并选择合适的建

模方法提供一些帮助与启发。

3 供应链中几类主要问题的研究进展

3 1 库存问题的研究进展

库存在供应链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直

接关系着供应链成本的高低和服务质量的好坏。供

应链管理环境下库存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企业

外部供应链的库存控制方面,也就是通过企业与企

业之间的库存协调来实现局部或整体供应链的利益

最大化。

表 1 供应链中库存问题的外部环境分析

文献

需
求
类
型

产
品
类
型

提
前
期

成本结构

生
产
成
本

采
购
成
本

库
存
成
本

订
货
成
本

缺
货
成
本

其
他
成
本

库
存
策
略

目
标
函
数

建
模
方
法

研
究
类
型

Bhat tacharijee [7] ( 2000) CD 1 SPd A + + + B2 A DM OT

Hw ang [8] ( 2000) CD 2 SPd A + + + + B1 A CT OT

Jung [9] ( 2001) CD 1 SP A + + + A AB GP OT

Balkhi[ 10] ( 2001) CD 3 SPd A + + + + A B M P OT

Bassok[11] ( 1999) UD2 MP A + + + + B1 A DM OT

Liu[12] ( 1999) UD1 SPd A + + + + A B SP OT

Sederage[ 13] ( 1999) UD2 SP B + + + + A B PD OT

Federgruen[ 14] ( 1999) UD3 SPd A + + + + B1 A DM OT

注: 需求一栏中 CD1 表示需求是具有价格弹性的, CD 2 表示需求是库存水平的函数, CD3 表示需求是时间的函数; UD 1 表示需求分布已

知, UD 2 表示需求分布未知, UD 3 表示需求函数中含有随机变量; 产品一栏中 SPd表示单一的易变质的产品, MP 表示多产品; 提前期一栏

中 A 表示提前期为零或为常量, B表示提前期为随机变量; 库存策略一栏中, A表示连续检查库存策略, B表示周期检查库存策略, B1 表示在

周期检查策略下研究的是单周期库存问题, B2 表示在周期检查策略下研究的是多周期库存问题; 目标函数一栏中, A表示利润最大化函数,

B表示成本最小化函数; 建模方法一栏中, DM 表示动态规划, CT 表示控制论, GP 表示几何规划, M P表示数学规划模型, SP 表示模型中用

到了随机过程方法, PD表示模型中用到了概率类方法; 研究类型一栏中, OT 表示理论研究, OA表示应用研究; 符号 + 表示考虑了该成

本因素。

表 1给出了部分现有文献关于供应链中库存问

题的外部环境分析。从表 1可以归纳出供应链中库

存模型的基本组成要素; 库存模型常常用数学规划

方法和概率方法建立模型, 一般目标函数为总成本

最小或总利润最大,常用最优化方法对库存问题进

行求解;供应链中的库存模型的约束条件,除了常见

的资源约束和决策变量的约束以外,还常常考虑顾

客服务方面的约束,如缺货量约束和各种服务水平

(如无缺货概率或订单满足率)约束;库存模型的决

策变量包括订货量、最大库存水平、再订货点、订货

周期以及提前期和安全库存因子等。此外, 从表 1

中还可以看出, 现实中库存决策的复杂性使得库存

问题的理论研究在库存问题研究中所占的比重较

大,而且库存理论方法在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方面

仍有一定差距。

表 2给出了供应链中库存问题的研究进展, 其

中,关于易变质产品库存问题的更详细的研究发展

可参见文[ 15] , 关于报童问题的研究进展可参见文

[ 16]。

3 2 供应链信息流及其价值问题

供应链中的信息是用于描述组织之间连接点的

特性的,信息的传递形成了信息流,对信息的及时有

效传递和正确理解是有效管理供应链系统的关键。

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信息流控制库存、

合并信息流, 以及信息流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对供应

链绩效影响的定量化研究等几个方面。表 3给出了

一些现有文献关于信息流及其价值问题的外部环境

分析。从表 3可以看出,需求模式、生产商的生产能

力、供应链系统的提前期以及系统中成员的信息共

享程度都是研究信息流问题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表 4给出了供应链中信息流及其价值问题的研

究进展。因为分销系统中生产商与零售终端的信息

交流的改善将会显著提高整条供应链的绩效,所以,

目前信息流及其价值问题大多围绕分销系统进行研

究[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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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供应链中库存问题的研究进展

问题分类 研究方向 具体研究内容 常用建模方法

供应链环境下

的库存建模

复杂需求模式下

的库存建模

易变质产品需求模式下

随机需求模式下

模糊需求模式下

不平稳需求模式下

随机过程和微分方程

概率论

模糊数学

概率论和时间序列分析

复杂目标函数下

的库存建模

成本或收益的描述日益复杂和全面

实现目标利润或成本的概率最大化

多目标库存建模

非线性规划和模糊规划

随机规划

多目标规划

多设施环境下

的库存建模

需求的相关性问题研究

集成库存模型

概率论

数学规划

多产品环境下

的库存建模

多产品的联合补给问题

具有替代性的多产品库存问题

概率论和数学规划

数值方法和优化方法

多周期环境下

的库存建模

价格或其他成本因素的动态性

资金具有时间价值下的库存建模

产品具有固定或随机生命周期

动态规划

技术经济学

概率论

库存问题与其

他问题的联合

决策

供应- 库存决策

供应的不确定性(随机提前期)研究

确定向多个供应商订货的再订货点和订货量

以及最佳的供应商数目

多元概率分布

数学规划

最优化方法

生产- 库存决策

多阶段生产/库存系统的经济生产批量

生产装配系统中的库存决策

生产中的不确定性研究

概率论

数学规划

随机过程

分销- 库存决策

分销系统成本的精确或近似计算

开发与供应链系统相适应的新型订货策略

多阶段分销系统的库存分配策略设计

多阶段分销系统的集中化与分散化库存控制

的比较

数值方法

概率论

数学规划

最优化方法

仿真分析或敏感性分析

库存- 运输决策

运输成本的改进

评估运输中的某项参数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

复杂运输环境(加急运输或紧急订货)下的

库存决策

运价折扣问题的研究

非线性函数

仿真分析或敏感性分析

概率论

数学规划

数值方法与最优化方法

表 3 信息流及其价值问题的外部环境分析

文献
需求

类型

生产

能力

卖方成本

生产成本 订货成本 库存成本 缺货成本 额外成本

卖方考

虑因素

卖方库

存策略

建模

方法

研究

类型

Bourland[ 17] ( 1996) U D A + + + ABC B PD OT

Met ters[18] ( 1997) UD s A + + + + BC A DM OT

Gullu[19] ( 1997) CD B + + A A PD OT

Donhue[ 20] ( 2000) UD s B + + + + + A A OM OT

Zhao [ 21] ( 2002) UD s A + + + + ABC B EM OT

注: 需求一栏中, UDs表示需求具有季节性的不确定需求; 生产能力一栏中, A 表示生产能力是有限的, B表示生产能力是无限的;

卖方的考虑因素一栏中, A表示卖方考虑了买方的订货决策, B表示考虑了提前期, C 表示考虑了服务水平; 建模方法一栏中, DM 表示动态

规划, PD表示模型中用到了概率密度方法, OM 表示优化模型, EM 表示采用了嵌入式建模方法。

3 3 供应链协调与契约问题

供应链协调在供应链采购、生产和分销系统的成

功运作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实现供应链集成化和供

应链节点企业间协作的重要手段。供应链契约的制

定及其对供应链协调的影响已成为供应链运作管理

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面,许多企业都已经认识到供

应链整体绩效是可以通过有效契约的制定而得到显

著改善的,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也是需要

通过供应链契约来保证的,即便供应链契约不能使供

应链达到最好的协调,也可能存在帕累托( Pareto)最

优解,即保证每一成员的利益至少不比原来差。因

此,供应链管理中的协调与契约问题日益引起了学术

界和企业界的重视。Beamon BM( 1998)
[ 24]
将供应链

协调定义为,供应链上的某个成员通过提供某种激励

来试图改变另一个成员的行为。王迎军( 2005)
[ 25]
将

供应链契约定义为,通过提供合适的信息和激励措

施,来保证买卖双方的协调、优化供应链绩效的有关

条款。书中将供应链契约分为单方决策的供应链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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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和多方决策的供应链契约,并进一步对每类契约分

别从确定性需求下和不确定性需求下两个角度进行

了文献综述,认为不同需求模式下的供应链契约的研

究方法是有本质区别的。供应链契约更详细的文献

综述参见Tayur S et al ( 1998) [ 26]。

表 4 供应链中信息流及其价值问题的研究进展

问题分类 研究方向 具体研究内容 常用建模方法

需求

预测

问题

纯需求预测问

题(不考虑需求

预测对供应链

决策的影响)

已知需求的分布但分布的参数未知

不平稳时间序列需求预测

带有促销或高季节性的需求预测

高精度需求预测方法的开发

贝叶斯估计

概率论

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

模糊神经网络

供应链中的

需求预测问题

需求预测对库存决策的影响

不同预测方法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

基于需求预测的供应链建模

概率论

嵌入式 建模方法

随机规划与多目标规划

信息流的

价值问题

及时、准确的

信息流

的价值

需求信息及时传递所带来的价值

供应链上其他信息的及时传递所带来的价值

对需求预测进行持续更新从而使信息流更为

准确所带来的价值

提高需求预测精度(如集成化库存管理)从

而使需求信息更为准确所带来的价值

概率论

贝叶斯方法

数值方法

嵌入式 建模方法

仿真建模方法

数学规划

信息共享

的价值[ 22- 23]

需求及其预测信息共享所带来的价值

生产、库存等供应链上其他信息的共享所带

来的价值

信息共享的程度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

长鞭效应的定量化研究

动态规划

非线性规划

最优化方法和数值方法

概率论

仿真建模方法

供应链

中的

信息技术

供应链信息系

统的设计、开发

卖方管理库存的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

联合管理库存的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

CPFR软件系统的开发

合作供应链计划系统

商业智能系统以及先进计划、调度系统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与产品数据管理系统

嵌入式 建模方法

数学规划与概率论

基于因特网的编程技术

大型数据库技术

数据挖掘与模糊系统

电子供应链

电子采购

电子分销

扩展供应链

网络能动工具

(允许在线竞标第三方物流和全球运输服务)

电子应用服务

数据挖掘与模糊系统

电子商务技术

基于因特网的编程技术

multi- agent

风险度量及决策

表 5 供应链协调与契约问题的外部环境分析

文献

需
求
类
型

信
息

供应链结构

卖
方
数
量

买
方
数
量

协
调
方
式

卖方成本结构

支
付
奖
金

订
货
过
程
成
本

生
产
准
备
成
本

库
存
成
本

买方成本/收益结构

库
存
成
本

订
货
成
本

缺
货
成
本

采
购
成
本

激
励
奖
金

惩
罚
成
本

建
模
方
法

研
究
类
型

Weng [ 27] ( 1993) UD A 1 1, n A + + + + + + OR OT

Grout[ 28] ( 1996) CD A 1 1 C + + + + + + OR OT

Ernst [29] ( 1998) UD A 1 1 B + + + + + GT OT

Mant rala[ 30] ( 1999) UD A 1 1 B + + + + + + GT OT

Corbett [ 31] ( 2000) CD B 1 1 A + + + + + GT OT

Lim [32] ( 2000) CD B 1 1 C + + + GT OT

Wang [ 33] ( 2000) CD A 1 n A + + + + + GT OT

Visw anathan[34] ( 2001) CD A 1 n A + + + GT OT

注: 信息一栏中 A表示供应链上的信息是对称的, B表示信息是不对称的; 协调方式一栏中 A 表示数量折扣激励方式, B表示奖金激

励方式, C表示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协调方式; 建模方法一栏中, OR表示应用了数学规划与最优化的方法, GT 表示采用了博弈论方法。

表 5给出了一些现有文献关于供应链协调与契

约问题的外部环境分析。从表 5可以看出, 供应链

契约中有多种契约条款(协调方式)可以用来实现供

应链的协调运作, 使买卖双方通过契约达到渠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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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解或近优解, 这些契约条款的实质都是为了降低

或削弱供应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

表 6 给出了供应链协调与契约问题的研究进

展。从表 6 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侧重于物流协

调[ 35, 36]还是侧重于信息流协调[ 37] , 供应链契约的

研究内容都常常会涉及三个方面,一方面是讨论给

定契约条款下契约参数的确定, 另一方面是讨论某

种契约条款对供应链及其成员的绩效的影响以及如

何提高系统的运作绩效,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确定需

求模式与契约条款之间的关系。正如王迎军

( 2005)
[ 25]
一文中提到的,供应链契约的制定除了与

上述协调方式有关以外, 与最终顾客的需求模式也

有很大的关联,但国内外对于这方面的讨论很有限,

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表 6 供应链协调与契约问题的研究进展

问题分类 研究方向 具体研究内容 常用建模方法

定价与库

存的联合

决策问题[ 35, 36]

物流

协调问题

定价决策

静态定价决策问题

动态定价决策问题[ 36]

不同需求模式下的不同协调方式(集中

协调 \ 分散协调 \ 部门协调)对定价决

策以及供应链绩效的影响

数学规划

动态规划

概率论

数值方法

最优化方法

数量折扣问题

基于订货数量的折扣问题研究以及全

体数量折扣与增量数量折扣的比较

开发新的数量折扣策略

基于订货频率的折扣问题研究

信息不对称下数量折扣策略的确定

不同需求模式下的不同协调方式(集中

协调 \ 分散协调 \ 部门协调)对数量折

扣策略以及供应链绩效的影响

带有多种折扣的多产品报童问题

非线性规划

随机规划

多目标规划

主从对策

最优化方法

数值方法

概率论

模糊规划

返还策略问题

最优返还策略的设计

不同外部环境和不同参数对返还价格

的影响

部分返还与额外订货策略的设计

概率论

主从对策

数学规则与最优化方法

数值方法

其他定价协调问题

灵活订货问题研究

最小订购数量问题研究

采用奖金或周期性特权费用激励其他

成员的供应链契约问题研究

准时制运输契约研究

主从对策

数学规则与最优化方法

概率论

数值方法

博弈论

其他供应链

契约问题

契约长度(长短期)的分析与决策

契约条款的分析

多目标决策与风险度量

多元概率分析

激励信息

共享的供

应链契约

问题[ 37]

信息流

协调问题

需求信息及其预测

信息的共享契约

生产商激励下游成员共享需求信息的

契约研究

需求预测信息实时动态更新并为链上

成员所共享的契约

委托- 代理理论

数学规划与最优化方法

现代概率论

贝叶斯方法

信息不对称下

其他私有信息

的共享契约

信息不对称下研究契约菜单的设计

信息不对称下研究私有信息共享的协

调机制的设计

信息不对称下企业之间的合作决策

博弈论

概率论

委托- 代理理论

数学规划与最优化方法

4 供应链其他问题的研究进展

因为供应链管理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和复杂,

涉及到的问题方方面面, 无法将其一一阐述, 所以只

选择了供应链管理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对其研究进

展进行介绍。其他问题, 如前文中提到的供应链网

络设计问题、供应链绩效评价问题也都属于供应链

管理的重要分支。

在供应链网络设计问题中,设施选址决策问题

是其主要问题,它决定了整个网络的模式、结构和形

状。设施选址问题的研究有两个角度: 一是将成本

作为首要考虑因素,从成本/利润最优的角度进行研

究;二是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角度入手,综合考虑

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等影响因

素,采用多属性综合评价方法进行研究;近来,不确

定环境下的选址/路线问题(除了要确定设施的最少

数目和位置外,还要确定最优运输路线并要求满足

一定的服务水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特

122 中国管理科学 2005年



别是关于该问题的目标函数的确定和求解该问题的

数值方法和启发式算法的开发。供应链绩效评价问

题因其对企业决策和网络设计的支持而得到了很多

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当物流能力成为企业创造和保

持竞争利益的一个关键因素的时候,进行供应链绩

效评价尤为重要。常良峰( 2003) [ 38]认为, 供应链管

理的绩效评价问题实质上是对供应链整体运行状

况、供应链成员以及供应链上企业间合作关系的度

量,一般涉及各企业内部的绩效度量、供应链上各企

业间外部合作的绩效度量以及供应链整体绩效度量

三个方面。而 Arns M et al ( 2002) [ 39]则从链水平

和运作水平以及利润、柔性、可靠性、成本等几个角

度对供应链绩效进行了评价。如果从绩效评价的具

体内容角度看, 可以将供应链的绩效评价分为财务

评价、供应链成员综合评价、服务评价等几个方面。

关于生产系统、分销系统以及供应链系统的设计评

价等方面的更多内容可参考文[ 40- 42]。此外, 供

应链国际物流问题也是供应链管理的一个很热门的

研究方向。因为供应链管理的思想就是在经济全球

化过程中发展的,所以,供应链国际物流问题要在考

虑关税、原产地原则、退税、区域贸易协定中的进口

配额、当地满意和汇率波动、转移价格等等不同的不

确定风险的条件下,研究如何实施全球化战略[ 43]。

关于供应链国际物流问题更多的研究进展参见文献

[ 44- 45]。其他问题, 如通货膨胀和资金时间价值

下的供应链模型、供应链环境下的生产计划与调度

问题以及运输问题等,这里不再做详细阐述。

5 结论与展望

综上,进一步对供应链管理模型在未来的研究

方向做如下展望:

( 1)产品需求的不规律波动和季节性波动以及

产品生命周期的日益缩短, 已经使得需求的概率分

布不断随时间发生变化, 因此,在不平稳需求下研究

供应链问题将是供应链管理理论研究的深入;此外,

绝大多数供应链模型只考虑优化单个指标(如总成

本) , 预期充分考虑各种随机因素的多目标供应链建

模问题将是未来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46]。

( 2)大多数库存控制领域的学者为得到一个有

效的库存管理策略,常常应用概率论来处理库存管

理中出现的不确定性, 但当缺少可用的历史数据或

历史数据不可靠乃至没有可用的历史数据时, 标准

的概率方法可能就不适用了, 而且通过概率方法得

到的库存管理策略的实际应用效果有时也并不理

想。此外,传统的库存控制模型还常常将模型中的

模糊、不精确数据转换成清晰数据进行建模,如库存

持有成本和缺货成本, 它们实际上是很难用一个清

晰值准确表达出来的[ 47]。所以,模糊数学或模糊系

统方法将会为处理和解决供应链中的库存问题提供

全新的方向。

( 3)供应链管理在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应

用的阻力很大,委托- 代理的激励成本较高,代理人

败德行为严重,因此,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模型以及

企业合作决策与协调实现机制的研究无疑是很有现

实意义的。其中, 供应链中各种为实现信息共享(信

息不对称下)的柔性契约方案和销售季节中需求和

价格均不确定下的柔性契约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48]

将会对供应链管理的现实应用提供很大的启发和指

导;此外, 不同协调机制的适用性分析、企业合作收

益的进一步分配以及供应链契约的风险分担问题也

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

( 4)随着第三方物流的蓬勃兴起,供应链库存管

理的研究重点开始向分销系统转移
[ 49]
。分销系统

的规划设计与优化运作, 特别是多级多产品的分销

系统库存问题和替代性需求下的分销系统库存管理

问题将成为未来供应链管理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

点;此外,第二方物流和第四方物流的成本分析以及

电子商务环境下第三方物流的运作模式与合作模式

的研究将有助于企业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服

务水平。

( 5)供应链管理领域的很多模型往往只是提供

了一种理论视角, 没有界定清楚模型中所需要的哪

些参数在现实中是可以追溯和估计的, 及它们合理

的估计精度应为多少, 而由模型所得到的最优策略

往往只适用于计算不具有现实性的小数据量问题,

而不能处理现实中大数据量和复杂供应链管理问

题
[ 50]
。因此, 开发可用于指导我国供应链管理实践

的运作模型无疑是未来非常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的研究方向。

此外, 供应链仿真模型的开发和供应链模型的

仿真分析将是未来深入研究供应链管理理论的一个

有效途径。这是因为, 当模型仅针对某一特定系统、

在某些条件和假设前提下进行开发时,很多因素(需

求和提前期等)易受到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变化的

影响,这些不确定性的来源可能会引起模型错误使

用,所以,仿真分析既会达到进一步检验模型鲁棒性

的效果,还会给建模者提供更多的结论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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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ssification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odel

GAO Jun- jun1, WANG Ying- jun1 , GUO Ya- jun2 , LB Qin3

( 11 Sydney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Commerc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0, China;

2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 Shenyang 11000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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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classif ie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SCM )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follow ing tw o lay2

ers based on the SCM literatures1The f irst layer is to determine the research direct ion and modeling methods and

the second layer is to determ ine the concrete research contents in SCM modeling1Then, the research scenarios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main problems in SCM are rev iew ed, w hich conclude the inventory problems in

SCM, the informat ion f low and its value in SCM , supply chain coordinat ion and contract problems1Finally, some

open problems and research interests about SCM models are propos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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