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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面临
的竞争环境也日趋严峻。
人们现在都已认识到，要想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必须从整个供应链的管理八手，通过整合整个供应链
的资源才能适应当今的竞争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供应链的协同运作管理具有越来越强烈的需求。
传统上。
企业不是很重视企业间的协同运作管理问题，甚至不太了解协同运作管理的意义和价值。
每个企业都在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却发现企业的效益远远低于其应得的、丰厚的收益。
现在，企业已经认识到供应链运作管理中协同管理的重要作用，希望能够得到必要的理论上的阐述和
实践上的指导。
从这个角度出发，本书着重探讨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运作的概念、组织思想及实施中的技术问
题，试图为企业高层决策者提供一个系统的思路，以供他们在制定供应链协同管理决策时参考。
　　在组织本书的架构时，作者力图将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的概念及内涵阐述清楚。
因此。
前两章用了较多的篇幅讨论供应驱动的概念、内涵及供应驱动原理等，随后对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
协同的本质、协同的内涵与特征要素、供应链协同的层次与主要内容等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运作模式。
对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运作模式与组织方式、基于分布式VMI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运作模式
、基于SupplyHub的供应驱动供应链协同运作模式、基于混合式供货的供应驱动供应链协同运作模式
以及关键技术架构做了详细研究。
在确定了组织管理思想之后，集中讨论了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计划运作模式、基于供应驱动的
供应链协同计划与批量决策、基于SupplyHub的生产和配送协同决策方法及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商交
货期协同契约等几个相对核心的运作管理上的内容，这几个方面的内容是达到协同运作管理的基本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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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探讨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运作的概念、组织思想及实施中的技术问题，试图为企业高
层决策者提供一个系统的思路，以供他们在制定供应链协同管理决策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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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的概念及内涵　　第一节　供应驱动的概念、内涵及原理　
　从集成化到协同化供应链管理，标志着供应链管理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供应链协同是指供应链各节点企业为了提高供应链整体竞争力而进行的彼此协调和相互努力。
国内外相关研究大都是以制造商为核心，从需求和需求驱动（demand-driven）角度考虑对其上游供应
商和下游分销商的协调机制和控制策略，而且，大多数研究都是从战术层面和执行运作层面出发，侧
重于解决供应链运作过程中节点企业之间的具体业务协作手段、方法和实现技术等问题，很少从战略
层面来考虑上游供应与下游生产之间的协同战略思维和运作模式等问题，致使供应链整体绩效的改善
效果并不明显。
需求驱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供应链管理成功的关键，因而更多地关注于理解客户的需求、增加客户价
值以及需求信息的共享、下游分销渠道的协作等方面的问题，而忽略了对上游供应环节资源的整合与
协调优化。
实质上，供应系统及供应商对于供应链协同运作异常关键。
特别是要解决需求信息变异导致的“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问题以及供应环节囤积货物（包括
囤积居奇）导致的“反向牛鞭效应”（reverse bullwhip effect）问题，尽管也有学者认为正向牛鞭效应
和反向牛鞭效应之间是一种对偶关系，但是由于供应链中需求的巨大不确定性和难以控制性，如果不
从供应角度考虑并提出解决措施，仅从需求信息共享角度出发，最终根本消除不了货物短缺或积压的
难题。
由此提出基于“供应驱动”（supply driven）的供应链协同运作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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