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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总结 e化供应链的特征 ,分析了 e化供应链与传统供应链的区别, 然后对 e化供应链管理的实施模式

进行了总结、分析和对比,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Web Service的 e化供应链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最后对基于该方案

的 e化供应链的实施过程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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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改变着企业的经营模式和

竞争环境,尤其是作为网络经济主体的 B2B模式,

它不但改变着企业的交易方式, 更影响着企业之间

的协作方式。在全球化的电子商务环境下, 传统的

供应链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电子商务环境下供应链

管理的要求, 于是出现了新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e

化供应链管理( 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它是

企业和它的合作伙伴之间 B2B模式的进一步延伸,

通过采用因特网这个全球通用的网络标准, 实现了

相关各方信息系统的对接, 商业伙伴之间能创建一

个无缝的、自动的供应链,整条供应链就像一个整体

一样运作[ 3]。通过电子供应链的实施, 企业间信息

传递的时间缩短了, 而且数据也准确了(因为数据只

需录入一次) ,因而能够很大程度上缩短提前期, 从

而带来库存/运输效率的极大改善。另外通过跨组

织企业流程的整合, 使得 JIT、并行工程和各种库存

补充计划有了实施的基础[ 1] [ 2]。

对于电子化供应链的研究主要集中供应链系统

体系结构和数据交换解决方案方面,主要是采用组

件对象模型( COM )、公共对象请求代理体系结构

( COBRA)等中间件技术实现供应链环境下异构系

统间的信息共享[ 12, 13] , 或采用 Web服务实现信息

交互[ 4, 14]。虽然这些方案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

供应链中的信息共享,但成功的案例却不多见,因为

它们并没有完全解决在异构环境下基于企业原有信

息系统的数据交换和集成问题, 也没有很好的解决

当企业加入多条供应链或当供应链结构发生变动时

所必须面临的系统变更问题,因而不能很好的保护

企业的投资,这对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加入电子

供应链是一个障碍。另外针对电子化供应链的实施

过程的探讨也相对缺乏。

因此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具有实用性的 E 化供

应链解决方案, 并对其具体实施过程进行探讨。本

文首先分析 e化供应链的特征, 从而确定 e化供应

链所要达到的目标, 然后针对当前企业的实际情况

分析实施电子化供应链的可能模式, 并在此基础上

确定一种具有一定通用性的模式, 并讨论针对该模

式应采用的合理解决方案以及实施过程, 最后给出

了一个应用实例。

2 e化供应链特征

虽然 e 化供应链管理已在不少企业中开始应

用,但对 e化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大家却有着不同的

理解。有的企业着重于从整体上提出 e化供应链解

决方案,也有的企业提供 e化供应链工具。但总的

来说, e化供应链应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信息充分共享。尽可能集成供应链上所有要素

信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提高信息共享程度, 并

保证信息的即时性和无扭曲。

供应链自动化与同步化。通过企业间信息系统

的整合,各成员能够同步接触到需要的信息,并实现

企业间的自动工作流。

商业流程的变革。E- Supply chain 改变了企

业运作的各个方面, 从计划到购买到下订单和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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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这要求各成员, 尤其是核心成员按照整体合

作的要求实施内部的 BPR和组织实施成员企业间

的 BPR, 以适应一体化供应链的要求,提高整条供

应链的效率和柔性。

阶段目标。缩短客户响应时间, 提高客户满意

度,削减供应链费用。

最终目标。通过信息的共享提高供应链成员企

业之间的信任度,促进战略联盟的形成,提高整条供

应链的竞争能力,产生竞争优势。

同传统供应链相比, 由于供应链是信息流、物流

和资金流三流合一的系统, 因此二者主要有以下三

个方面的差别:

( 1)信息流通模式不同[ 8]。传统的供应链管理

仅仅是一个横向的集成, 通过通讯介质将预先指定

的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和客户依次联系

起来。因此供应链上信息一般是逐级传递的线性移

动方式[ 4]。如图 1所示。这种逐级传递方式势必造

成信息传递的迟滞和不准确, 进而导致物流效率降

低,物流成本增加,供应链的柔性降低。

e 化供应链环境下信息的传递模式如图 2 所

示[ 10]。它通过 Internet 实现了各单元之间信息系

统的无缝集成, 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和准确程度。

它以核心企业为中心, 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及最终

顾客可以核心企业为中心实现信息直接交换, 提高

了各环节预测工作的准确性和应变能力。

( 2)物流运作模式不同。传统供应链由于信息

共享程度低,成员之间基本上是需求 供应关系, 因

此难以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 物流渠道无法进行更

合理的整合,导致了库存增加和物流效率的低下。e

化供应链通过促进合作伙伴信息的共享, 提升了彼

此进一步合作的能力, 增强了合作伙伴间的信任关

系,进而必将促进对物流的整合,供应链成员之间相

互利用对方的物流运作能力,物流创新合作将成为

趋势。

( 3) e化供应链的资金流的传递方式与传统供

应链不同。通过 Internet 的电子支付方式, 供应链

企业之间可以通过银行的网上支付平台实现快速的

资金转账与结算。而且随着物流系统的整合,必将

带动商流的整合, 届时将会出现资金代结算等新的

合作模式。虽然资金流的流动方向依然是沿着供应

链依次向上游企业流动, 但资金的流动速度将得到

显著的提高。

3 构建 e化供应链的可能性

尽管从理论上讲实施电子化供应链管理的优点

是明显的,但实际上企业间的信息交换并不象想象

的那么容易,由于一条供应链中存在着多个企业,企

业各自采用了不同的信息系统和标准, 许多系统是

不开放的因而无法同其他企业进行信息交换[ 7]。

因此电子化供应链管理的最主要的障碍是供应链中

多个成员之间的通信与协调成本和企业不得不加入

多条供应链时面临的技术难题[ 5] [ 6]。

在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以前, EDI 系统是解决

企业间电子信息交换的解决方案。但 EDI 系统高

昂的投资使它将中小型企业排斥在外。Internet 的

蓬勃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兴起给 e化供应链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平台。同 EDI 相比, Internet 费用降低了,

更加方便,并且是适用于整个网络的公共标准, 因此

为实施电子化供应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企业

内部的信息系统如 ERP、CRM 等一旦通过 Internet

实现向外的有效延伸, 将在企业实施电子化供应链

中发挥重要作用。Nat Steel Elect ronic L td( NEL)是

一家在全球排名第五位的电子产品特定制造商, 其

原有的 EDI系统仅仅联系了 9%的供应商,在采用

了基于 Internet 的电子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 4个月

后,竞然有 48%的供货商都加入了这个系统信息共

享的大家庭, 而且还有继续上升的倾向[ 11]。因此,

构建一个基于 Internet和电子商务平台的电子化供

应链管理系统已经具备条件。

4 e化供应链实施

在实施 e化供应链管理时,由于各成员的信息

技术应用水平以及管理模式不尽相同, 因此应根据

具体情况灵活的采用不同的模式。

4 1 e化供应链实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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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息整合程度和采用的技术手段不同, e

化供应链实施存在以下三种模式:

( 1)类 ASP(应用服务提供商)模式

这是一种同 ASP 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模式, 因

此称为类 ASP 模式, 它的适用对象是一些还没有建

立起完善的信息系统的企业或外资企业。由于这些

企业目前还不能与核心企业信息平台对接, 因此可

以由核心企业提供一个基于门户网站的信息平台,

上、下游企业可以使用终端通过互联网连接到该平

台,通过核心企业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系统

来处理自己同核心企业发生的业务,包括订单处理、

库存管理、查询统计分析数据等,这些数据都保存在

核心企业的数据库中。这种方式的优点是:

实现了一个数据库,一个数据入口,所有成员

可以查询到实时信息。

成员企业除了必备的硬件外不用追加任何投

资即可处理相关业务。

可以顺畅的实现企业间的自动工作流, 并实

现联合计划与预测。

但这种模式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它只能在此

平台上实现同核心企业相关业务的电子化处理, 不

能提供企业需要的所有功能, 也不能实现企业所有

数据的完全汇总和集成, 无法进行对数据的进一步

分析和挖掘。如果一个企业同时参与了几条供应

链,则它不得不登录不同的系统来处理业务, 不能实

现业务处理集成化。

( 2) ASP 模式

对于一些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信息系统的中小

企业, ASP模式是一个可行的模式。它是由相关供

应链成员确定了业务处理模式后, 共同确定一个

ASP 来开发信息系统, 供成员企业来使用。然后由

核心企业和 ASP 服务商的系统进行对接,以实现平

台的完全整合。由于它是由 ASP 针对行业特点开

发的,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能够比较好的适应企

业的管理需求。避免了企业对信息系统复杂的维护

和升级, 也便于核心企业和 ASP 的系统对接, 实现

上、下游系统的完全集成。另外它也能够适应企业

在参加多条供应链时的要求。

( 3) B2BI( B2B Integration)模式

即B2B集成模式。也就是在各企业自己具备

成熟的 ERP、M IS 系统或电子商务平台的情况下,

通过Web服务实现企业的信息平台的集成,连接供

应链中的上下游的各企业的信息,使上下游企业的

信息系统实现信息与功能的完整的集成。实行对接

后,各方实现了完全的信息交互, 使得各自的生产、

销售计划更加高效有序。B2B集成模式是供应链 e

化的最高层次,通过这种信息平台的全面对接, 供应

链成员间就能够进一步实现物流系统的重组和进行

联合计划与预测, 形成战略联盟。

4 2 e化供应链解决方案

e化供应链要实现的功能不再是类似于订单提

交等一些简单的数据交流,而是要实现各个成员之

间的全面信息共享,包括订单、库存以及其它物流数

据,因此是一个典型的分布式计算系统。组件对象

模型 ( COM )、公共对象请求代理体系结构 ( CO

BRA)之类的技术可以实现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但

限制这些技术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这些技术在异构系

统中不容易实现企业间代码和模块的互用[ 7] ,因而

对于由一个不同平台、不同语言的信息系统组成供

应链系统进行集成,它们都不是理想的手段。而近

来颇受关注的Web Service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

Web Service即Web服务是封装成一个单一实体并

通过网络发布给其它程序使用一系列功能集,其思

想类似于远程方法调用。当服务提供者完成 Web

Service开发并通过 UDDI(通用说明、查找和综合)

进行注册后, 用户即可使用搜索工具发现所需要的

Web服务, 并按照其提供的 WSDL( Web Serv ice 描

述语言)文件所描述的方法对 Web Service 进行调

用,得到所需要的数据并加以显示或储存到自己的

数据库中。例如分销商可以创建一个库存查询的

Web Service, 供应商输入用户名、密码即可查询由

他们提供的货物的库存情况,然后把该Web服务进

行注册, 供应商即可在自己的系统中调用这个Web

Service,查询产品的当前库存情况,然后根据双方的

预先约定确定是否需要补货。

Web Service有两个很大的优点:一是跨越防火

墙的通信。Web Services把 HTTP 当作一种传输协

议,用来把一个网站的指令传输到下一个网站。为

了穿越防火墙, Web Service 把方法调用指令连到

HTTP- POST, HT TP- GET 或 SOAP(简单对象访

问协议)需求中, 这三种需求都是文本形式,所以防

火墙就会让它们通过。然后, Web Service 要求接收

到 HTTP/ SOAP 需求的网络服务器破译该需求,并

在适当的对象上调用指令。

Web Serv ice另外一个优点是客户不需要知道

一种服务是怎么实现的, 类似于组件, Web Service

提供 黑匣子 功能。它可以被多次引用而不用关心

功能是怎么实现的。也就是服务提供方把需要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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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成Web Service后,即可通过注册把这些商务逻

辑 暴露 出来, 可以让任何指定的合作伙伴调用这

些商务逻辑,而不管他们的系统在什么平台上运行,

使用什么开发语言。各个成员企业只需按照供应链

合作的需求对需要提供的功能开发一次, 所有合作

伙伴都可以调用,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花在集成上的

时间和成本,让许多原本无法承受 EDI 的中小企业

也能参与进去。而且当企业参与多条供应链时, 其

系统不加或稍加修改即可满足彼此沟通的要求, 因

此保护了企业的投资, 提高了企业参与电子化供应

链的积极性。

因此对于一个电子化供应链系统可使用如图 3

所示的解决方案, 该方案综合了前面所述 e 化供应

链的三种实施模式,兼顾到各成员的信息化能力,是

一个基于 B2B整合的解决方案。在图 3中, ASP、核

心企业和具有完备的信息系统的上/下游企业之间

采用 B2BI 方式以标准的 XML 数据格式进行数据

交换。各成员在核心企业的协调下把自己需要提供

的服务,如订单查询、货物位置等包装成Web服务,

并把调用方法对成员企业进行公布。各成员通过相

互调用位于企业应用服务器上的 Web Service进行

业务处理, 而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即图中的类 ASP

应用终端)则登录到核心企业提供的门户网站进行

业务处理和数据查询,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所有

成员间的电子数据处理与交换。

图 3 基于 I nternet 的电子供应链拓扑结构

4 3 e化供应链的实施步骤

(1)导入企业内部的 ERP/ M IS 系统。供应链

成员尤其是核心企业拥有完善和成熟的信息系统,

意味着企业内部业务流程和信息流的顺畅, 供应链

成员可以在此基础上确定切实可行的系统对接方

案,保证上下游系统对接后数据的顺畅交换和自动

工作流的实现。因此企业内部拥有成熟的信息系统

是成功实施 e化供应链的前提。

( 2)与供应链上下游成员制定协作计划, 订立项

目实施进程表。一旦项目开始实施,参与各方要成

立一个联合项目组,来共同确定项目采用的技术标

准和平台以及需要交换的数据和数据格式。由于各

方系统采用的产品编码方式和数据格式不尽相同,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编码对照系统和数据转换系统,

以保证数据可以穿透双方系统而直接使用。确立了

协作计划和进程后,各方即可按照议定的标准发别

开发自己一方的Web Service。

( 3)对物流或商业流程实施 BPR, 使之适应电

子化供应链的运作要求。

e化供应链能否成功的实施以及能够发挥多大

的作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运营模式能否适

应信息化的需要。如果只是把上下游的系统对接而

业务流程没有任何改变, 则 e 化的效果就不能体现

出来,甚至造成双方合作因体现不出效益而崩溃。

因此,要想真正的实现 e化供应链管理,就必须首先

分析业务流程,剔除和整合无效率环节,对业务流程

进行重新设计, 以适应供应链合作的需要。英国

KPMG管理咨询机构的研究发现, 向有效的供应链

迈进的第一步就是重组并稳定内部作业流程,在其

调查的欧洲公司中, 7%以上在重构他们的业务流程

和系统, 以提高对顾客的反应能力[ 9]。这些新流程

经过精心设计,能保证产品的快速传递,防止库存积

压,并能灵活地应对顾客需求的变化。

企业内部的流程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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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的流程再造是企业为了适应供应链合

作的需要, 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进行 BPR, 以实现

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同时针对信息集约处理的需

求,对企业内部涉及与其它企业合作的部门和业务

进行精简和调整,使业务流程跳出重叠的职能管理

机构界限,通过信息化管理取消中间层次,实现作业

的协同化和并行化。如某大型家电厂商在和大型连

锁销售商的合作中专门成立了大客户部, 专门为大

的下游零售商服务。来自下游的订单、帐务等数据

通过网络接口进入企业的信息系统后, 都由大客户

部集中处理,消除了流程复杂、环节过多的弊端, 真

正体现了信息化带来的效率。

企业之间的流程再造

企业之间的流程再造是在企业内部流程再造的

基础上,充分利用企业之间的信息,进一步对企业成

员之间的业务流程进行再造, 以缩短对顾客的反应

时间, 提高客户满意度。如使用供应方管理库存

( VMI)和合作- 计划- 预测- 补给等。

( 4)将相关企业的Web Service集成到自身系统

中,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建立起基于 Internet 的

电子连接, 使相关企业都能交换信息。系统开发完

成后,即可开始进入调试和试运行。

( 5)对电子化供应链的运作情况进行评估,协调

各成员间的运作方式, 并根据实际需要对信息平台

进行调整。

5 案例

三联集团家电公司是一个经营家电分销/零售

的连锁企业,拥有直营店和特许加盟店 200多家, 年

销售额达 60多亿元,并与许多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由于其强大的销售能力和具有接近最终

消费者的优势,因而成为家用电器生产 分销 零

售这条供应链的核心企业。为了进一步提高供应链

效率,提高供应链竞争能力,三联决定联合供应商打

造电子化供应链系统。

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架构如图 4所示。三联在其

直营店中推行了 ERP 系统,在特许店中采用了分销

系统和零售管理系统,连锁店的 POS系统销售数据

和库存等数据通过数据传输程序定时传送到三联总

部系统数据库中, 供总部和供应商查询和调用。在

供应链的上游, 根据合作厂商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

同的对接方式, 与海尔为代表的具有完善信息系统

的企业选择了使用Web Service实现系统对接,实现

了完全的数据交互。以 LG电子为代表的外资企

业、实行产品区域代理制的企业和一些中小厂商没

有完善的信息系统, 因而采用了类 ASP 方式实现了

数据交换。通过该方案,目前已有 30多家供应商和

70多个连锁店已加入了电子供应链。

图 4 电子供应链系统架构图

为了充分发挥电子化供应链的优势, 供应链成

员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通过设立大客户部或集中处

理定单、物流等方式进行了企业内部的流程再造。

企业间的流程再造集中体现在物流和商流渠道上,

如以厦华电子为代表的物流战略联盟模式,即厦华

在山东的物流、分销部门全部取消,基于商流和信息

流而产生的所有物流、分销问题都交给三联来解决,

双方商流、信息流、物流实现全面对接, 一联取代并

升级厦华原来的物流、分销运作模式。

经过电子化供应链系统的实施,达到了以下效

果:

( 1)在商业流程再造基础上基本实现了信息的

集中处理和自动化工作流, 大大提高了协作效率,降

低了交易成本。

( 2)初步实现了电子订货和对订单状态的跟踪。

( 3)通过销售、顾客、物流等信息的共享,使供应

商能及时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 提高了市场响应速

度,降低了缺货率。

( 4)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物流效率。由于通

过物流信息的充分共享对供应链上各个点的库存有

了准确的了解,因而降低了整条供应链的库存量和

库存成本,并可根据预测提前制定配送计划,因而大

大提高了物流配送效率。

6 结束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供应链思想的深入人

心,以及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和竞争的进一步加剧,

实施 e 化供应链管理必将成为企业继企业内部信息

化和电子商务后的又一信息化过程。本文提出了 e

化供应链的解决方案以及实施过程, 其特点是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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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供应链成员间通信与协作所要求的低成本、灵

活性, 为企业实施 e化供应链提供了可行的方法, 通

过应用可以确定其能够充分满足供应链成员间的信

息交换要求。但通过实施过程我们也认识到要成功

实施电子化供应链并充分发挥其作用还存在着一些

问题和挑战,如由于成员数据格式不同而导致数据

转换过程繁琐和信息的安全性不容易得到保证, 另

外如何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促使相关成员调整商业

流程以提高供应链效率以及如何分享电子化供应链

带来的收益以提高各方加入电子供应链积极性也是

需要在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反复进行协调和商讨

的过程,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尽管存在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但由于 e 化供应

链管理在信息共享、团队合作和管理模式等方面有

着传统供应链管理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随着技术、安

全以及金融结算等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 e 化供应链管理必将成为企业的主要运作和

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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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s a new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odel in e- commerce environment,

but the main obstacle to the application of e- supply chain is the communicat ion and coordinat ion costs between

its members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e- supply chain are summarized, and the implement ing model

and procedure of e- supply chain are discussed Last ly, the solution to construct ion of the e- supply chain i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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