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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供应链协调契约设计及实证研究》分别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运用交
易成本经济学、契约理论、博弈论、供应链管理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统计学等理论和方法，采用规
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地探讨企业间合作对供应链及其成员企业运作效益的影响
，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角度对供应链整合及其与企业竞争优势和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
了深入研究。
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分析目前中国制造企业供应链整合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并对提高制造企业供应链整合程度、增强企业和供应链整体优势，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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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供应链的主体是具有竞争优势的组织或企业。
一个企业是否愿意与其他企业组成供应链，首先要看企业是否具有其他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使
这些企业的联盟能够强化优势，弥补不足，从而加强核心竞争力。
在复杂和快速变化的市场和技术条件下，企业必须尽可能把核心竞争力之外的业务活动进行外包，即
使在存在交易成本经济学所说的“专用性投资交易”的场合。
供应链上的企业，即使是核心企业也不可能在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上都具有资源的绝对优势，不同企业
可能在供应链的不同环节上具有各自的资源和能力优势，这就构成了供应链上企业资源互补的条件。
在资源不能有效地通过市场交易或并购获得的时候，供应链整合为企业之间共享或交换有价值的资源
提供了可能。
供应链企业各自拥有独特的资源与能力，彼此若能相互整合并加以运用，不仅可获取所需资源，其资
源的联合也能产生综合绩效，互补性资源与能力被视为是企业彼此合作及创造贡献的动力来源。
企业可以利用其现有的内部资源与其他企业的资源进行组合，这种整合性资源的价值性和稀缺性高于
单项资源的价值性和稀缺性，这也为获取租金提供了条件。
运用这种稀缺的资源集合体，使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能在共享互补性资源的基础上，共同完成价值创
造过程，增强整个供应链为顾客提供所需的产品或服务的能力，获得超出其他供应链的平均水平的收
益，这就产生了李嘉图租金。
　　总之，供应链整合性资源难以为企业个体所拥有，即使是个体的专用性资源，如果离开了相应的
共享资源，其价值很难充分发挥；其次，整合性资源也是企业之间长期合作的结果，不同的供应链整
合，由于成员的构成、建立的时间不同，因而拥有不同的整合性资源，难以被其他企业复制或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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