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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回顾了供应链协调管理与协调绩效评价的研究现状 ,分析了供应链协调绩效因子之间

的相互关系 ,建立了一系列的供需协调绩效的关联关系的理论假设命题和一个综合分析模型 ,

并且通过企业的问卷采样 ,对假设与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 ,验证了有关分析结论与假设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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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动机

供应链管理是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的一种新

的运作管理策略 ,通过供应链管理使整个供应链

达到同步响应顾客需求的效果 ,提高供应链的快

速反应能力. 近年来 ,人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

供应链管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企业界也投入了

大量的资金进行供应链系统的改造与优化 ,但是

各种管理策略与方法的应用效果如何 ,供应链的

管理策略与企业的经营绩效如何保持一致 ,是目

前企业界迫切盼望解决的问题. 绩效管理将成为

驱动供应链改进与优化的标杆.

协调是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概念. 供应链协调

实际上就是供应链系统中不同实体之间 (内部与

外部)进行有效合作的一种方式 ,没有协调 ,供应

链就不可能达到同步、快速、及时响应市场需求的

效果. 长期以来理论界针对供应链的协调问题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供应链协调

策略与技术 ,但是很少关注协调策略的效果评价.

近年来 ,虽然已经有人研究供应链的绩效评价问

题 ,但是仍不系统 ,不深入 ,特别是关于中国企业

的供应链协调管理绩效问题的研究更加缺乏.

本文研究基于敏捷供应链管理的供需协调评

价问题 ,目的是通过供需协调绩效的因子关联分

析 ,并辅之以实证研究 ,揭示供应链协调管理绩效

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 ,探讨改善供应链协调管理

策略的途径与方法 ,为企业改善供应链管理绩效 ,

提高综合竞争力提供决策借鉴.

2 　理论假设与模型

2. 1 　基于敏捷供应链管理的供需协作体系

基于问题分析需要 ,首先建立敏捷供应链企

业之间的协作体系 ,如图 1 所示. 一个敏捷供应

链系统是由供需双方在一个共同的协作平台上组

成的有效合作体系. 这个协作体系由四个流组成 :

1)逆向的资金流. 由需求企业向供应企业流

动的资金流是逆供应链由下游向上游流动的. 资

金流管理主要的业绩考核指标包括资金按时结算

的比率 ,共同协调控制成本的效果 ,协作提高利润

的效果等.

2)顺向的物流. 物流从供方向需方流动 ,顺供

应链从上游到下游 (当然 ,也存在“反向供应链”的

逆向物流———回收物流) .物流业绩的考核指标比较

多 ,多数人研究供应链的业绩时 ,主要是考虑物流的

管理业绩 ,如交货、质量、库存等.

3)双向的工作流. 工作流是供应链协作双方

在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协作活动 ,是高级的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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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管理内容 ,如供应商参加产品开发活动 ,供应

商的培训 ,建立团队以共同解决问题等.

4)双向的信息流. 信息流是供应链协调管理

中最重要的流. 信息流管理的业绩主要是考核信

息共享程度 ,信息交流的频率 ,信息系统的连接 ,

信息传递的及时性与准确率等.

研究框架中定义的供方主要是指物资采购方

(如原材料或部件供应商) ,需方主要是物资购买

企业 (如产品制造商) . 更广泛的意义上 ,可以把供

方与需方推广到任何两个供需协调的主体.

图 1 　基于敏捷供应链管理的供需协作体系

Fig. 1 Coordination system of supplier-buyer based on agi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12 　基于敏捷供应链管理的供需协调绩效关联

关系假设与模型

根据图 1 ,将此供应链分为供方企业、需方企

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协作平台三个模块.

1)供方企业

作为供应链模型中的上游企业 ,供应商对协

作绩效的作用非常重要. 供应商承担着从原材料

采购、加工成半成品并配送给制造商的繁重任务 ,

它在制造、生产方面的能力以及工作效率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供应链的整体绩效. 首先 ,供应商的

制造柔性决定其交货的柔性 (生产提前期)和数量

柔性 (需求变化的快速响应能力) ;其次 ,供应商的

生产技术决定着供应链的新产品引进、开发能力 ,

决定着新产品在市场上的领先程度和竞争能力 ,

从而影响核心企业产品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供应链

的长远发展[1 ] . 供应商的整体能力和工作效率直

接影响了需求企业 (如产品制造商)对合作的满意

程度. 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

假设 1 (H1) 　供应企业的工作效率愈高 ,愈

能增加需求企业对合作的满意度.

从制造供应链的成本构成看 ,供应商占有很

大的比重 ,约为 60 %～70 % ,甚至更多[1 ] ,主要是

材料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 因此 ,加强供应商的成

本控制 ,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其自身的成本 ,而且

对于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成本竞争优势 ,使整个供

应链协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2 ] . 根据波特的价值

链理论 ,供应商的成本控制能力和工作效率对价

值链的增值占很大的比重 ,对双方协作提高利润

的效果至关重要. 因此假设 :

假设 2 (H2) 　供应商的工作效率愈高 ,双方

协作提高利润的效果愈好.

现代的供应链协作理念 , 在合作降低成本策

略上 , 不再是单方面要求供应商降价 , 而是强调

采用合作方式 , 帮助供应商提高产品质量 ,改善

作业流程 , 提升其质量系统的整体水平 , 通过设

定质量目标 (quality objective) 、成本降低目标 (cost

reduction target) ,并采取持续的改善措施 , 优化供

应商整个业务流程 , 达到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

目的. 因此 , 衡量供应链协作绩效中的成本控制

和利润水平 ,不仅要考察其可量化的财务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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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要评估其在合作提高利润的策略和活

动的情况. 因为合作提高利润的策略应用 ,有利于

合作双方加深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最终增加企业

对供应商能力的信任度 , 同时提高了供应企业对

需求企业的合作行为的满意度. 因此假设 :

假设 3 (H3) 　供需协作提高利润策略可以提

高供应商对合作的满意度.

假设 4 (H4) 　供需协作提高利润策略可以增

加需求企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度.

2)需方企业

供应链的下游方为需求企业 ,在制造型供应链

中即产品制造企业. 下游企业的运作绩效及对上游

企业和供应链的“及时”反应 ,直接决定了整个供应

链的协作水平.在敏捷供应链中 ,对需求企业的要求

集中在∶①及时进行资金结算和支付 ,任何一个供应

商都会对能按时结算的买方企业表示满意 ,这是不

容置疑的 ; ②信息共享程度 , 及时地将市场需求和库

存水平传递给供应商 ; ③技术支持[3] ,制造型供应链

中产品制造商应该在产品开发的早期就开展和供应

商的合作 ,并给供应商足够的、及时的培训和技术支

持.供应商的培训包括 :让供应商了解企业的生产程

序、产能、质量体系和要求 ,并对其工程技术人员进

行培训 ,帮助其达到质量要求[4] ; ④定期和供应商举

行质量管理经验交流会 ,通报供应商质量报告 ,让供

应商了解其产品质量的水平 ,并提出改善质量的行

动计划.供应商在交流会中提交有建设性的改善质

量的行动计划 ,能够直接获得需求企业的好感和信

任.由此假设 :

假设 5 (H5) 　需求企业按时结算可以提高供

应商对合作的满意度.

假设 6 (H6) 　需求企业为供应商提供培训 ,

对协作提高利润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 7 (H7) 　需求企业与供方企业定期举行

质量管理经验交流会 ,能增加对供应商的信任度.

3)协作平台

供应链协作平台中包含资金流、物流、工作流

和信息流等四个要素. 供应企业和需求企业都是

敏捷供应链 (ASC) 上的节点企业 ,协作平台则是

将它们紧密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网链 ,它要求

供应链协作的各方在资金流、物流、工作流和信息

流四个方面充分合作 ,及时共享信息 ,同步运作 ,

以达到最佳的协作绩效.

供应链管理的思想 ,是要把整条“链”看作一

个集成组织 ,把“链”上各个企业看作合作伙伴 ,对

整条“链”进行集成管理[5 ] . 这种集成管理的实质

就是协作 (collaboration) ,而随着协作的深入 ,协作

形式也从简单收集信息到合作制定决策等不断提

升. 协作程度与信息共享程度的增加 ,产生的经济

价值也将增加 ,并以非线性的方式快速增加[6 ] . 供

应链合作双方的交流与沟通是协作的主要表现形

式[7 ] . 交流与沟通可以促进双方的认知趋近一致 ,

减少角色模糊与彼此之误解 ,有助于解决争端 ,因

此可以增加双方的信任关系[8 ] .

从供应商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也发现 ,供应

链合作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对增加信任度有正面影

响. Anderson 和 Narus[9 ,10 ] 提出一个伙伴关系模

式 ,并用经销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加以验

证 ,实证得出交流与沟通活动对信任有显著的正

面影响. 经销商主动、及时的交流 ,显示了对供应

商的重视程度 ,能有效地提高供应商的合作积极

性 ,增加供应商对合作的满意度. Bruce Leverick 和

Wilson[11 ]认为例行性的交流有助于联盟成员信任

的建立. 赵先德等实证信息共享与订单协调可以

增加供应链绩效 ,特别是供应商的绩效[12 ] . 洪广

明等对台湾的电子企业的实证分析证明 ,沟通对

信任与合作承诺产生积极影响[13 ] .

从上述分析可知 ,需求企业与供应商的交流

次数愈多 ,愈有助于双方的了解 ,愈能增加需求企

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度和供应商对合作的满意度.

因此假设 :

假设 8 (H8) 　企业与供应商的信息交流次数

愈多 ,愈能增加对供应商的信任度.

假设 9 (H9) 　企业与供应商建立信息系统链

接 ,能增加供应商对合作的满意度.

信任是企业相信与依赖其合作伙伴的意愿[14] .

信任的意义可以从义务的履行、风险的承担和与对

伙伴的信赖和信心等层面理解.在义务的履行方面 ,

信任是指在合作关系中一方的文字或承诺会被履行

的程度[15] ;在风险的承担方面 ,信任是指愿意承受对

方未来行为不确定性以及承受此行为之后果[16] ;在

相互依赖方面 ,信任是指在合作关系中相信他方会

以最佳行动带给己方利益的信念[17] ,或己方相信其

未来需求会被对方所采取的行动所满足[8] . 企业和

供应商在合作交易中在以上几个方面信任度的不断

—08—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05 年 2 月



加强 ,有利于增强双方对合作的满意度 ,比如 ,减少

交易成本 ,促进双方合作愿望 ,提高整个供应链的快

速反应能力等[18] ,提高合作伙伴关系的持续性[13] .

综合上述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假设 :

假设 10a (H10a) 　企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度愈

高 ,愈能增加其对合作的满意度.

假设 10b (H10b) 　企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度愈

高 ,愈能增加供应商对合作的满意度.

综合上述文献分析和假设 ,建立如下的假设

命题之间的关联模型 ,如图 2 所示.
　　　

图 2 　协调绩效关联分析模型

Fig. 2 Relationships of supplier and buyer coordination performance
　　

　　在图 2 关联图中 ,各种绩效指标存在一定的依

存关系 ,这种依存关系比较复杂 ,可以通过相关分析

来探讨.本研究采用路径分析法 ,建立回归方程式 ,

来探讨协调绩效关联关系 ,共分 4 个回归方程.

方程式 1 　Model 1 (企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度)

v4 = p24 ×v2 ×p74 ×v7 + p64 ×v6 (1)

方程式 2 　Model 2 (与供应商协作提高利润)

v2 = p52 ×v5 + p12 ×v1 (2)

方程式 3 　Model 3 (供应商对合作的满意度)

v9 = p39 ×v3 + p29 ×v2 + p49 ×v4 (3)

方程式 4 　Model 4 (企业商对合作的满意度)

v10 = p110 ×v1 + p410 ×v4 (4)

其中 : pij代表路径系数 ,即标准回归系数 ;自变量

为 vi ;因变量为 vj . 各变量代码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变量

Table 1 Variables

研究变量 代码
供应商工作效率 v1

协作提高利润 v2

资金按时结算率 v3

对供应商的信任 v4

对供应商培训 v5

质量管理经验交流 v6

信息交流次数 v7

信息系统链接 v8

供应商对合作的满意度 v9

企业对合作的满意度 v10

3 　研究方法

3. 1 　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是问卷. 问卷是在查阅了

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基础上 ,结合对个别企业

的采访基础上设计的 ,考虑了中国大陆企业的供

应链管理的现状与特点.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企业

基本情况、供需协作水平和供需协调策略三个方

面. 问卷采用多重选择的问题 ,由被访者根据企业

的实际选择相应的答案 ,少数问题需要被访者提

供数据.

3. 2 　数据采样

在 2002 年暑期按照东北、西北、华北、华中、

华东、华南几大区域通过邮局进行问卷发放 ,从回

收问卷的效果来看 ,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反

应比较积极 ,回收率比较高 ,而其他地区的回收率

偏低. 这一点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系 ,

也反映出中西部地区企业对先进管理思想的敏感

度低.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 420 份 ,收回问卷 89

份 ,回收率为 6. 2 % ,有效问卷 80 份 ,有效率为回

收问卷的 89.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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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所有制性质

在被调查的企业中 ,国营企业、民营企业、中

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分别占总调查数量的

30. 2 %、19. 8 %、30. 2 %和 19. 8 %. 企业性质的分

布比较均衡.

2)企业行业类型

企业行业类型细分为家电、化工、医药、冶金、建

材、汽车、机械、食品、电子与通讯和其他行业.其中 ,

机械加工的比例最高 ,为 27. 9 % ,如果把汽车、家电、

建材等加入的话 ,比例达到 50. 1 %.所以本次调查的

主要对象还是以制造和装配企业为主.

3)样本分布

回收的问卷主要来自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

洲 ,分别占 15. 1 %和 55. 8 %.所以本次调查主要反映

中国大陆一些发达地区企业供应链管理现状.

313 　样本无偏性检验

为了检验调查的对象是否具有代表性 ,需要
进行抽样无偏性检验. 无偏性检验即检验调查对
象的反应者与非反应者是否存在统计性偏差.

样本无偏性检验的一种做法是采用两次抽
样. 这种做法先进行第一次抽样 ,然后再对没有反
应 (不参加调查) 的样本群体进行第二次抽样 ,用
t 检验法检验两次抽样 (参加调查和不参加调查)

的样本对调查问卷的反应是否存在差异. 另一种
做法是按照样本回收时间的自然波分界 ,把样本
分为两个样本群 (two waves) 进行对比检验 ( t 检
验) ,判断是否存在差异. 采用第一种做法 ,检验结
果如表 2 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 ,样本没有统计学上
的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即符合无偏性.

表 2 　样本无偏性检验结果

Table 2 Sample no bias test result

层面类型 组别 企业数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标准误差 T 值 T 值显著性

资金按时结算比率

供应商的工作效率

信息交流次数

协作提高利润

供应商对合作的满意度

企业对合作的满意度

企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度

对供应商进行培训

建立信息系统互联

质量经验交流会

1 80 3. 04 0. 863 0. 097

2 22 2. 90 1. 091 0. 238

1 80 3. 73 0. 614 0. 069

2 22 3. 76 0. 539 0. 118

1 80 3. 10 0. 612 0. 069

2 22 3. 10 0. 436 0. 095

1 80 2. 46 0. 765 0. 086

2 22 2. 65 0. 671 0. 150

1 80 3. 86 0. 545 0. 061

2 22 3. 90 0. 436 0. 095

1 80 3. 71 0. 535 0. 060

2 22 3. 76 0. 436 0. 095

1 80 3. 64 0. 641 0. 072

2 22 3. 71 0. 463 0. 101

1 80 2. 39 0. 966 0. 109

2 22 2. 29 1. 007 0. 220

1 80 1. 89 0. 857 0. 096

2 22 1. 62 0. 921 0. 201

1 80 3. 33 1. 044 0. 121

2 22 3. 11 1. 243 0. 285

01592 0. 555

- 0. 188 0. 851

0. 042 0. 966

- 1. 039 0. 301

- 0. 328 0. 743

- 0. 419 0. 676

- 0. 514 0. 609

0. 446 0. 657

1. 258 0. 211

0. 818 0. 416

　　说明 :1 组反应者 (第一次抽样 ,总样本 1 420 ,响应率 6. 2 %) ;2 组非响应者 (第二次抽样 ,总样本 500 ,响应率 4. 5 %) . P < 0. 05.

314 　数据可靠性分析与信度检验

问卷回收后对问卷有效性进行分析 , 即对

问卷数据做信度检验. 本文采用信度检验方法为

“Cronbach α”系数法. 用 SPSS 软件对表 1 的

假设变量进行信度检验 , 得到如表 3 所示的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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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信度分析统计结果

Table 3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data

假设变量 平均数 变异数 与总分的相关性 该变量的α值

供应商的工作效率 27. 500 14. 958 0. 287 0. 721

与供应商协作提高利润 28. 806 14. 215 0. 337 0. 715

资金按时结算比率 28. 181 14. 094 0. 310 0. 721

对供应商的信任度 27. 625 13. 562 0. 588 0. 681

对供应商进行培训 28. 819 12. 347 0. 503 0. 687

关于质量管理的经验交流会 27. 903 12. 174 0. 506 0. 686

信息的交流次数 28. 125 14. 195 0. 466 0. 699

建立信息系统互联 29. 292 15. 111 0. 130 0. 752

供应商对合作的满意度 27. 361 14. 262 0. 552 0. 692

企业对合作的满意度 27. 514 14. 817 0. 397 0. 709

信度系数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群组总α= 0. 729

　　由以上信度检验结果 ,可知表 1 各个变量的

信度系数均在 0. 7 左右 ,总的信度系数为 0. 729 ,

大于 0. 7 ,可以接受. 说明问卷中对假设变量的设

计和结果具有一致性与可信度.
表 4 　企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度的复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rust degree of buyer on supplier

模型 1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B 标准差

标准化回

归系数
t 检验 显著性检验

共线性检验

容许度 膨胀因子

质量管理经验交流会 0. 196 0. 067 0. 304 2. 926 0. 005 0. 926 1. 08

与供应商的信息交流次数 0. 281 0. 111 0. 266 2. 537 0. 013 0. 905 1. 105

与供应商协作提高利润 0. 207 0. 086 0. 245 2. 414 0. 018 0. 969 1. 032

4 　分析与讨论

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 ,对本研究模型中的有

关假设通过回归方程进行检验 ,探讨各协调绩效

因子之间的关联关系.

1)模型 1 (对供应商的信任度)

v4 = p24 ×v2 + p74 ×v7 + p64 ×v6

由表 4 对供应商的信任度的回归分析可知 ,

共线性诊断的指标容许度 ( tolerance ) 分别为

0. 926 ,0. 905 ,0. 969 ; 方差膨胀因子 (VIF) 分别为

1. 08 ,1. 105 ,1. 032 , 数值均小于 10 ,因而可以拒绝

它们之间的共线性假设 ,说明各变量间的线性重

合问题并不严重 ,符合路径分析的条件 ,从而有 :

企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度 = 0. 304 ×质量管理经验

交流会 + 0. 266 ×交流次数 + 0. 245 ×协作提高利

润.路径分析的结果验证了假设 H7、H4 和 H8 :企

业与供应商在质量控制方面开展质量经验交流

会 ,相互之间信息交流频率以及协作提高利润水

平等对提高企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度有正向的

影响.

2)模型 2 (与供应商协作提高利润)

v2 = p52 ×v5 + p12 ×v1

由表 5 可知 ,共线性诊断的指标容许度为

0. 989 ,0. 989 ; 方差膨胀因子为 1. 011 ,1. 011 , 数

值均小于 10 ,因而可以拒绝它们之间的共线性假

设 ,说明各变量间的线性重合问题并不严重 ,符合

路径分析的条件 ,从而有 :与供应商协作提高利

润 = 0. 270 ×供应商工作效率 + 0. 253 ×对供应商

培训. 这些数据验证了假设 H2 和 H6 :即供应商工

作效率愈高 ,需求企业愈积极开展对供应商的培

训 ,双方协作提高利润的效果就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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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与供应商协作提高利润的复回归分析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operation in increasing profit

模型 1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B 标准差

标准化回

归系数
t 检验 显著性检验

共线性检验

容许度 膨胀因子

供应商的工作效率 0. 331 0. 131 0. 27 2. 526 0. 014 0. 989 1. 011

对供应商进行培训 0. 196 0. 083 0. 253 2. 369 0. 02 0. 989 1. 011

　　3)模型 3 (对供应商的满意度)

v9 = p39 ×v3 + p29 ×v2 + p49 ×v4

由表 6 可知 ,共线性诊断的指标容许度分别

为 0. 762 ,0. 868 ,0. 922 ,0. 971 ,0. 822 ; 方差膨胀因

子分别为 1. 313 ,1. 153 ,1. 084 , 1. 030 , 1. 216 , 数

值均小于 10 ,因而可以拒绝它们之间的共线性假

设 ,说明各变量间的线性重合问题并不严重 ,符合

路径分析的条件 ,从而有 : 供应商的满意度 =

0. 331 ×对供应商的信任度 + 0. 295 ×协作提高

利润 + 0. 272 ×按时结算 + 0. 029 ×信息系统链

接 + 0. 028 ×信息交流次数. 这些数据验证了假

设 H3、H10b 和 H5 :即企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度、供

需协作提高利润的水平以及资金按时结算比率对

提高供应商对合作的满意度有正向的影响.

但是 ,从数据分析来看 , 假设 H8 ———信息系

统连接能对提高供应商对合作的满意度不是很显

著 ,一方面反映了供应链企业合作关系还处于较

低级的水平 ,另一方面说明企业尚未认识到信息

共享的重要性 ,信息透明度不高. 这与大多数企业

内部信息系统不健全 ,数据处理技术落后 ,企业与

企业之间的信息传递工具落后 ,没有充分利用

EDI、Internet 等先进技术 ,致使信息处理不准确、

不及时 ,不同地域的数据库没有集成和连接起来

的现状有关.

4)模型 4 (需求方企业对合作的满意度)

v10 = p110 ×v1 + p410 ×v4

表 6 　供应商满意度的复回归分析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atisfaction degree of supplier

模型 1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B 标准差

标准化回

归系数
t 检验 显著性检验

共线性检验

容许度 膨胀因子

对供应商的信任度 0. 279 0. 88 0. 331 3. 184 0. 002 0. 762 1. 313

与供应商协作提高利润 0. 209 0. 069 0. 295 3. 029 0. 003 0. 868 1. 153

按时结算比率 0. 169 0. 59 0. 272 2. 88 0. 005 0. 922 1. 084

建立信息系统互联 1. 83E - 02 0. 058 0. 029 0. 315 0. 754 0. 971 1. 03

与供应商的信息交流次数 2. 43E - 02 0. 088 0. 028 0. 275 0. 785 0. 822 1. 216

表 7 　需求企业满意度的复回归分析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atisfaction degree of buyer

模型 1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B 标准差

标准化回

归系数
t 检验 显著性检验

共线性检验

容许度 膨胀因子

对供应商的信任 0. 465 0. 076 0. 551 6. 152 0 0. 859 1. 164

供应商的工作效率 0. 175 0. 075 0. 205 2. 324 0. 023 0. 887 1. 127

　　由表 7 可知 ,共线性诊断的指标容许度分别

为 0. 859 , 0. 887 , 0. 810 ; 方差膨胀因子分别为

1. 164 ,1. 127 ,1. 235 , 数值均小于 10 ,因而可以拒

绝它们之间的共线性假设 ,说明各变量间的线性

重合问题并不严重 ,符合路径分析条件 ,从而有 :

需求方企业对合作的满意度 = 0. 551 ×对供应商

的信任度 + 0. 205 ×供应商工作效率. 数据结果

显示 ,企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度与企业对合作的满

意度有很强的正相关. 这些数据验证了假设

H10、H1 : 即企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度和供应商工

作效率对提高需求方企业对合作的满意度有正向

的影响. 对供应商越是信任 , 越能增加需求方企

业对合作的满意度 , 因为相互信任是供应链合作

机制建立的前提[19 ] , 通过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

建立有效的合作与伙伴关系 , 使各成员的利益目

标协调起来[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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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协调绩效关联路径系数图

Fig. 3 Relationship of supplier2buyer coordination performance

　　图 3 是综合上述分析得出的供需协调绩效的

关联路径分析的路径系数图.

综合上述 ,实证的结果验证了 :

1)企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度、协作提高利润、按

时结算对提高供应商对合作的满意度有正向的影

响 ,而且它们的影响是直接的 ;

2)企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度、供应商工作效率

对提高需求企业对合作的满意度有正向的影响 ,

而且它们的影响也是直接的 ;

3)在对供应链合作双方的合作满意度的影响

中 ,变量“对供应商的信任度”是一个重要变量 ,信

息交流次数、开展质量经验交流、对供应商的培训、

协作提高利润、供应商工作效率等均会通过它间接

地影响双方对合作的满意度 ,从而影响协作绩效.

为此 ,企业应该把改善相互信任、提高信任度作为

供需协调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

5 　结　论

市场竞争环境的多变与不确定性增加要求企

业经营者重新审视其供应链结构与管理问题 ,通

过建立快速反应的敏捷供应链来建立竞争优势 ,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验证笔者提出的

有关供应链协调绩效关联性的假设命题. 这些工

作为今后开展改进中国大陆企业的供应链敏捷性

策略提供了很好的决策借鉴.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

方法用于中国大陆企业的供应链管理问题研究尚

属首次 ,所得出的结论对于研究改善中国企业的

供应链管理绩效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有参

考价值的.

研究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样本的分布

不够均匀 ,样本过分集中于沿海发达地区 ,来自西

部地区的样本信息量不够. 为了更深入研究改善

企业供应链协调管理的策略与技术 ,今后应扩大

对中国大陆中西部地区的调查 ,更加全面了解中

国企业的供应链管理现状 ;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 ,

优化供需协调绩效指标体系 ;探讨供需协调绩效

与协调策略之间的内在关系 ,分析协调策略对协

调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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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study of supplier- buyer coordin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agi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HEN Zhi2xiang
School of Business , Zhongshan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275 , China

Abstract : Coordination between supplier and buyer is the key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This paper reviews re2
search literatures on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if2
ferent factors of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performance , advances theoretical hypothesis and path analysis model re2
flecting relationships among performance factors. Questionnaires sampling in mainland China are used to validate and

analyze the hypothesis model . Some important viewpoints on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en2
terprise are concluded from the discussion.

Key words : agile supply chain ; supplier and buyer coordination ;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 empir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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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勤 　马 　俊 　李兆熙 　汪寿阳 　仝允恒 　龚其国 　王其文 　翟东升 　宋逢明 　卢祖帝 　杨国梁 　蓝伯雄 　刘树林

张 　帏 　赵 　平 　贾国柱 　李克强 　柳卸林 　陈 　安 　李汉东 　王永贵 　汪向东 　姚 　忠 　韩伯棠 　张 　强 　李有根

刘鸿雁 　李维安 　朱 　民 　齐寅峰 　许明辉 　杜子平 　李善同 　马 　良 　杨朝军 　陈宏民 　冯 　芸 　芮明杰 　洪剑峭

司春林 　徐剑刚 　骆品亮 　顾新一 　胡树华 　王先甲 　徐绪松 　吴文锋 　谢 　赤 　曾 　勇 　梁 　　 　陈 　收 　陈 　劲

宋学锋 　赖明勇 　张维明 　唐小我 　谭跃进 　达庆利 　仲伟俊 　赵曙明 　盛昭瀚 　陈学彬 　谢 　康 　周 　晶 　马超群

范龙振 　马士华 　彭建刚 　冯俊文 　胡 　培 　陈伟忠 　严广乐 　杨 　明 　伍青生 　易 　江 　胡汉辉 　汪贤裕 　井润田

王坚强 　李新春 　曾德明 　王槐林 　黎 　实 　何建敏 　曹 　兴 　王其藩 　周国华 　简志宏 　谭力文 　李绪红 　黄登仕

何 　静 　欧阳令南 　李仕明 余光胜 郭耀煌 　齐安甜 　韩乔明 　陈 　旭 　黎志成 　李宏余 　蒲勇健 　蓝海林 　胡奇英

张朋翥 　顾孟迪 　陆雄文 　吴广谋 　王慧敏 　张宗益 　宋华岭 　吴冲锋 　郑君君 　马永开 　朱启贵 　缪柏其 　周 　蓉

张宗成 　刘朝明 　田增瑞 　蒋 　馥 　徐福缘 　李 　军 　高 　阳 　龚 　朴 　肖条军 　马俊海 　游达明 　赵增耀 　杨 　明

王迎军 　李心丹 　徐玖平 　陈维政 　毛蕴诗 　张金隆 　刘海龙 　方兆本 　胡祥培 　郭亚军 　黄 　敏 　高利群 　樊治平

黄小原 　唐加福 　汪定伟 　潘德惠 　黄梯云 　冯英浚 　李一军 　李 　垣 　王刊良 　席酉民 　仲伟周 　杨德礼 　郭菊娥

崔文田 　李汉铃 　冯耕中 　惠晓峰 　荣莉莉 　李怀祖 　徐 　渝 　徐寅峰 　赵振全 　刘士新 　秦学志 　叶 　强 　石春生

段兴民 　庄贵军 　庄新田 　王亚东 　西 　宝 　汪应洛 　梁 　磊 　张世伟 　齐中英 　董大海 　宣慧玉 　杨德全 　张生太

迟国泰 　唐立新 　贺国光 　唐万生 　王正欧 　詹原瑞 　张世英 　张 　维 　郑丕谔 　韩文秀 　王春峰 　史道济 　廖建桥

陈志祥 　谭德庆 　李善民 　汪传旭 　杨招军 　梁 　琦 　汤兵勇 　苏卫东 　李仲飞 　　　　　　　　　　　　　　　　

以上专家为《管理科学学报》的论文评审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向他们表示深深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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