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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了让人们进一步了解澳大利亚制造业采用和一体化供应链管理技术的情况
,

我们决定进行

两个案例研究
。

为此我们选中了两家公司
,

它们都在为澳大利亚的一家主要的零售连锁店供货
。

这两家公

司均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国际物品编码学会 (E A N ) 的条形码系统
,

而且 (在某些情况下 ) 也使用了电子

数据交换技术和其他启动技术
。

本文所进行的案例研究的目的是
,

确定 (和比较 ) 这两家公司如何着手实

施一体化供应链管理 (巧CM )
、

它们从中获得了什么好处以及它们的优势在哪里
。

证据表明
,

如果公司以
“

战略的
”

方式来实施一体化供应链管理
,

那么它们就能从中获得各种好处 ; 如果公司以一种
“

反应性

的
”
心态来实施一体化供应链管理

,

那么它们觉察到的好处
,

如果有的话
,

也是很少的
。

证据也表明
,

要

在全战略的水平上实施一体化供应链管理也许并非总是有可能的 (或者说并非总是真的合适 )
,

而且实施

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的合适水平也许会受到诸如产品特性
、

竞争环境
、

公司规模
、

公司文化和战略态势等因

素的制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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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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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Han d fi el d 和 Ni ch ol s
将供应链定义为这样一个体系

: ⋯⋯ 包含了所有的信息流以及与

货物从原材料阶段 (获得原材料 ) 一直到送达终端用户的流动和转变相关的一切活动

(H a n dfi eld& N ie ho ls
,

19 9 9
,

p
.

2 )
。

信息与交易

原材料
供应商

制造商 材 料

批发商

零售商 终端用户

图 1 简化的零售供应链

Hi ck s ( 199 7
,

P. 45 ) 指出
,

供应链是
: “

与产品或服务的创造和交货相关的一切要素和

活动之总和
” ,

而 B o w m an ( 19 97 )则把与物流相关的商业流程
,

如订货
,

包括在供应链中

以体现出信息流的重要性[H an 断el d 和 Ni ch ol s ( 1992
,

P. 2) 支持这一做法]
。

他还把人境和

出境运输
、

生产
、

仓储和客户服务包括在供应链中
。

就零售供应链来说
,

管理可包括在这

些定义中的许多步骤有可能是十分复杂的
。

即使在简化的零售供应链这一例子中
,

它至少

也有五个层次
,

如图 l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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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
,

物质沿着这条链从原材料供应商朝消费者流动
。

同时
,

物质又以退货

的方式沿着这条供应链回流 (反向物流 )
。

信息流也同样在交易双方之间来回流动
。

实际上
,

这个高度简化的模型并没有体现出诸如内部信息流
、

物质沿着这条供应链逆向流动的复杂

性 (反向物流 )
、

绕过贸易伙伴的信息流 (例如从零售商到制造商 ) 以及资金流动这么一些

重要的因素
。

供应链中各种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为了提高整体效益而需要了解和管理的各种

因素的数量就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

然而
,

确实有证据表明
,

改善供应链的运作是实质性
、

潜在的竞争优势来源
。

近年来
,

许多作者强调了企业为了提高利润潜力和竞争地位而实行

供应链一体化的这种可能性
。

伍德指出 ( 1997
,

P. 26 ):

⋯⋯因为供应链代表了一家典型公司 60 一80 %的成本构成
,

它的降幅只要有 ro %
,

就

可带来税前利润 40 一50 % 的增长
。

对公司在零售供应链中所占的
“

权重
”

的评估 (即根据超额库存来评估 ) 在关于 1993

年美国食品杂货业逐渐下降的盈利率的 Sa lm on 报告中得到进一步强调
。

这份报告估计
:

⋯⋯干杂食品通过供应链从供应商的包装线流动到收款处的消费者手里平均要花 104

天的时间
。

[K
u rt Sal m o n

顾问引自Fe m ie ( 19 9 5
,

p
.

13 5 ) ]
。

这些结果得到了在近乎相同时间发表的其他类似报告的认同(A no
n ,

199 4 ; M o re hou se 与

B o w ers o x ,

19 9 5 )
。

人们很早就知道
,

除了剩余库存和过长的交货前期外
,

供应链成为系统后的能动性为

试图作为独立实体来经营的贸易伙伴带来了一些特别的问题
。

Fo rre at e r ( 19 58
,

1961
,

1968 )

首先明确阐述了这些问题
,

并且确定公司有必要了解在需求模式沿着供应链逆向移动时有

可能会出现反常情况
。

这种反常情况后来被称作
“

牛鞭效应
”

(Le
e ,

Pa d m an ab han 和 W han g
,

19 9 7 )
,

此时
,

随着需求逆向移动
,

供应链中的消费者终端的稳定需求就转变成了定单可变

性的扩大
。

促使许多企业注重管理自身运作所处的供应链而不只是注重 自己内部组织的正是新技

术的发展以及对这种反常情况和低效率的确定
。

在零售供应链内部
,

这种动力最初来自主

要的零售公司
,

因为它们已经采用了条形码读取技术
,

并且结合使用电子数据交换 (E DI )

来提高基于钞票和资金的交易的效率
。

这就产生了
“

一体化供应链
”

的概念
。

一体化的基

本要素通常包括协作
、

合作
、

信息共享
、

信任
、

伙伴关系和技术共享
。

To w ill ( 1997 ) 将最

先进的
“

一体化供应链
”

定义为
“

浑然成为一体的供应链
” ,

在这里
,

贸易伙伴间的区域界

限被消除了
,

他们有效地运作
,

如同一个组织的一部分
。

伴随着新技术的影响和电子商务

商业模型的发展
,

实现这种一体化系统成了许多研究的重点
,

尤其是在最近 5 年
。

有些作

者认为
,

这些重要的问题是由能够在使用开放系统的多家企业之间进行实时交换信息的需

要造成的 (T n 卫m a n ,

200 0 ; u n a l
,

2 0 0 0 : U p in
,

B e
cj kw ith

,

Je n n in g s ,

Che n
和 S eh a iffe

r ,

200 0 )
o

有些作者却更加强调有必要在贸易伙伴间建立起更持久
、

更牢固的关系
。

(D ye r ,

ch
。
和 c h。

,

19 9 8 : V o llm a n n 和 Co rd o n ,

19 9 8 ; W hip p le 和 Fr a n ke l
,

2 0 0 0 )

二
、

方 法

为了促进对供应链管理技术的采用和一体化过程的进一步了解
,

我们决定进行两个案

例研究
。

被选中的两家公司是参与为一家澳大利亚的主要零售连锁店供货的公司
。

这家零

售商采用了国际物品编码学会的标准来为产品进行条形编码和编号
,

从而促进了供应链的

一体化
。

这两家公司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 了这一系统
,

同时也使用了电子数据交换和其他

启动技术
。

案例研究的 目的在于确定 (及对比 )这两家公司如何着手实施一体化供应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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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它们从中获得了什么好处以及它们的优势在哪里
。

我们对这两家公司负责实施国际物品编码学会的系统的代表举行了半组织性质的采

访
。

为了获得更宽大的战略视野
,

我们对一位高级经理和原先的被采访者进行了进一步的

采访
。

采访的主要问题包括
:

. 组织背景
,

包括公司规模
、

竞争环境
、

市场份额等
。

. 实施国际物品编码学会的条形码系统所采取的方法
,

包括使用的技术和范围以及实施

该系统的投资重点
。

. 影响实施该系统的决策的内部问题
、

实施该系统的依据以及实施该系统时所使用的具

体策略
。

. 实施该系统的好处和局限
。

. 供应链管理的未来趋势
。

这两家公司还允许研究人员观察各自的工厂
,

并了解实施国际物品编码学会的条形码

系统时相关要素的使用情况
。

如果有相关的文件数据
,

也会提供出来作为使用国际物品编

码学会的方法的确实证据
。

在分析案例公司时
,

我们使用了一个基于实施一体化供应链管理 (以下简称实施 ) 的

程度的模型
。

这个模型是以澳大利亚的国际物品编码学会倡导的实施模型为基础的
,

它的

特点是具有三种不同的形式 (Ano
n ,

1 997 ):

. 反应型 单纯满足贸易伙伴的要求
。

这被看作是实施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的最低水平
,

往

往局限于将条形码应用于制成品
,

可能还包括一些电子数据交换交易
。

这种做法可以

被视为仅仅给公司的经营增加了成本
。

. 战术型 这种方法试图将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的实施扩大到企业内部的具体流程
,

以提高

(比如说 ) 生产或存货控制方面的效率
。

在这个层次上
,

我们建议对项目进行周密的

计划
、

成本核算和界定
,

这样就可以实现实际成本节约
。

. 战略型 这种方法试图有计划
、

有步骤地在整个供应链中引进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系统
。

第一步往往是在业务发起者的企业中引进国际物品编码学会的条形码系统的要素
,

但

这往往被视为一个长期项目的初始步骤
,

这些初始步骤被期望能带来大量的节约和其

他商业利益
。

三
、

案例研究

1
.

案例研究一
卜l 公司背景

这家公司参与制造各种各样的曼彻斯特产品
,

包括被子
,

被面
,

枕套等等
。

这一系列

产品占了大约 80 %的销售额
。

此外
,

该公司进 口了野营系列产品及其相关产品
,

它们构成

交易平衡中的主体
。

公司雇佣了大约 120 个人
,

年销售额达到 40 00 万澳元
。

这家公司成立

于 2 0 世纪 30 年代初
,

五年前由一家欧洲跨国公司接管
。

在澳大利亚市场上大约有 6 家直

接竞争者
,

它们都为那些主要的零售商提供产品
,

这些客户构成它们约 80 %的业务
。

当地

制造业仍然能维持住 (尽管制造业趋向将业务移到国外 )
,

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因素
:

. 进口困难 主要产品的特性不易适合经济合算的装运 (大批量
、

用很难压缩的填充物包

装
、

较低的价值 )
。

然而
,

我们发觉
,

取消关税和使用
“

压缩包装
”

技术将来也许会使这个

选购项目 (以及出口 )更具吸引力
。

. 周转时间 在当地以
“

按订货生产
”

的方式经营的能力被看作是为该公司提供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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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竞争优势
。

交货前期和制成品库存得以最小化
,

而且可以更快地推出新产品
。

. 制造控制
“

⋯⋯控制生产什么以及何时生产它
”

的能力也是一个关键的原因
。

这使

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成为可能
,

亦能全面控制生产投人 (例如生产被子的一个关键要素就

是合成纤维棉絮的质量
。

对这种原料质量的控制被视为对于保持品牌产品的完整性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 )o

. 澳大利亚制造因素 重要的客户敏锐地意识到能够以澳大利亚制造的标记在当地销售

这些产品的重要性
。

1
.

2 实施方法

实施方法的特点可以说是从
“

战术型
”

向
“

战略型
”

转变
。

缺少电子数据交换链接和

内部操作系统之间的接口程序至今一直是限制进一步扩张的重要因素
。

明年初
,

如果安装

上最新版本的
“

DI S TR IB
”

系统 (用于内部操作规划和控制 )
,

就有望弥补这一不足 ; 也可

以让内部系统记录在扫描包装时得到更新 ; 也可以让提前装船通知书 (AS N )成为已发运货

物的发票
。

此时
,

新来的货物并没有供应商印上去的条形码
,

但按规划在不久的将来就会

有的
。

与此同时
,

在收到货物时
,

供应商会在购进的货物上印上内部的
“

产品号码
” 。

1
.

3 使用的技术

与主要的零售客户进行的一切交易都是通过增值网络使用电子数据交换来处理的 (操

作符为 G EI S )
。

其中包括新来的定单和货物
。

缺少与内部系统连接的接口程序意味着收到的

订单必须用人工输人到这个系统里
,

而发票则必须分开开出
。

所有发运货物都是使用扫描

包装的 (有一个系列托运人集装箱代码 )
,

而且一张提前装船通知书会被送达分销中心
,

此

后
,

货物就可以交叉进人码头
。

新来的货物并没有供应商印上去的条形码
。

销售点 (POS)

的数据即将可以获得
,

按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被使用
。

反向购货订单目前尚未使用
,

但

有望在明年使用
。

1
.

4 影响实施决策的因素

公司实施的主要因素是
:

. 快速反应程序的逻辑延伸 公司参与了由一家重要的贸易伙伴倡议使用的快速反应

(QR )程序
。

在对寻找各种方法来降低库存
、

运输成本和总成本这种需要作出反应时
,

这个程序就已经被采用了
。

在这个程序开始采用时
,

公司交货执行情况的记录有 5 %左

右达到
“

全数
、

准时
”

交货
,

这个结果对于买卖的继续而言是不能接受的
。

现在
,

这

个量度保持在 95 %的水平
,

原因如下
:

O 根据已知生产能力和商定优先项 目次序制定出的
、

经过协调
、

协商的
、

实际的生产

计划
。

O 接管时对高级管理层作出更换
。

这种更换引人和促进了经营企业的新方法
,

对业务

经营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

. 产品结构的合理化 这样做有若干影响
,

其中包括
:

O 根据需要而不是临时权宜地给产品配置资源
。

O 改变采购程序
,

允许购买更大数量的织品以满足范围更大的产品系列
。

O 降低编制计划的复杂性
,

提高制造流程的效率
。

. 营销策略的改变 不是试图根据织品的花样或颜色区分产品
,

而是把关注重点转移到

交货前期
、

质量和供货的万无一失上
。

. 让全体员工参与实施改变
。



经济资料译丛 20 0 4 年第 2 期

. 由于在生产和管理整个公司方面出现的变化过程
,

实施国际物品编码学会的方法被视

为进一步提高业务经营效率的一个合理步骤
。

. 服从客户的要求 满足主要零售客户要求的需要也是使用快速反应程序和随之实施国

际物品编码学会的方法的动力
。

. 降低成本和最大化收益的需要 使用快速反应程序和实施国际物品编码学会的方法的

主要促进因素是使起企业获得更高利润
。

因此
,

这家公司认识到
,

公司的生存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其采用新的经营方法和尽快地使利益最大化的能力
。

1
.

5 实施依据

为了使实施过程变得便捷
,

作为实施的一部分从事了以下几项活动
:

环境的详细查核 / 基准测试 在使用快速反应程序的初始阶段
,

为了了解正在被应用

的一体化供应链管理
,

这家公司参观了一些外国公司
,

也参观了本地的一些公司
,

它们的

主要经营活动是在赞助这一程序的零售商供应链之内进行的
。

利用外部咨询顾问 聘请一家咨询公司就快速反应程序的适当实施策略提出建议 ; 亦

利用他们使这个程序在整个公司当中得到简化
、

实施和提高
。

1
.

6 实施策略

如果你没有包括全体员工
,

从管理层到车间
,

那就行不通 !

作为改变管理过程的一部分
,

采用了以下实施策略
:

利用
“

分组会议
”

在计划和实施一体化供应链管理和快速反应程序的各个阶段
,

公

司上上下下受到变革影响的员工都参与了决策制定的过程
。

而这种参与的正式安排就是分

组会议
,

在这里
,

一组员工参与了项目讨论
,

制定发展方向并最终就实施问题做出定夺
。

这种参与形式的一个例子是
,

仓库经理就将要使用的扫描仪类型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

依

据是这个人被安置在最佳的位置
,

从而做出了最恰当的选择
。

有计划而广泛的培训计划 据说
,

在实施前和实施期间
,

公司都安排了许多时间来进

行培训 以及对新系统的工作方式和好处做出讲解
。

参观使用国际物品编码学会的条形码系统的工厂 全体员工都参加了许多次对使用国

际物品编码学会的条形码系统的工厂的参观活动 (步行经过模拟一体化供应链 )
,

作为熟悉

和教育计划的一部分
。

这不仅提供了有关一体化系统的运作和潜力的宝贵的第一手经验
,

而且让关键性的员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硬件和软件的应用
。

被确定为辅助实施的其他因素包括
:

. 一个年轻的
、

以成就为导向的多元化工作团队
。

. 激励参与的
、

总体开放的工作环境
。

. 体现促进经营管理变革理念的企业文化
。

. 目标与奖赏的联系
。

1
.

7 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的好处

从公司实施中确定的主要好处有
:

数据的准确性 现在使用 的系统大大提高了挑选货物和开具货物清单等的准确性
。

在

内部系统与扫描包装和电子数据交换连接后
,

这一准确性就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

减少库存 / 缩短交货前期 / 改进客户服务 主要归功于快速反应程序的实施
,

公司大

大地减少了库存
,

缩短了交货前期
,

客户服务达到最高水平
。

提高开具货物清单程序的效率 公司目前在扫描包装时就开出事先出货通知 (A SN )o

预计当内部系统的接 口程序安装就绪后
,

就可以把事先出货通知当作货物清单使用
,

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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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更新内部会计数据
。

将预洲与使用反向采钧订货单联系起来 正在开发一个将预测信息与即将启用的电子

数据交换联系起来的数据库
。

这个数据库的使用最终将与反向采购订货单的使用相辅相成
,

加强公司的透明度和对客户供应的控制
。

1
.

8 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的局限性

从公司实施中确定的主要局限性有
:

系统压力 在使用快速反应程序后形成的
“

按订货生产
”

的环境中
,

如果大促销引起

的销量增长大大超过预期
,

这个系统就很容易受到重大的压力
。

据说这是一个少见的问题
,

因此突出了协调而明智的需求管理的必要性
。

包装时间的增加 扫描包装过程与原先的包装过程相比需要更多的步骤
,

因此
,

包装

成了一个更耗时
、

更复杂的过程
。

各个系统的向题 使用扫描包装程序后
,

由于旧系统的非兼容性
,

结果又增添了一层

复杂性
。

但随着最新版本的 DI STRI B 的使用
,

这一问题有望解决
。

Lg 未来趋势

在今后 2一5 年里
,

公司将向下面几个方向发展
:

出口
“

压缩包装
”

技术的发展将增加出口的可能性
。

这被视为重要的新市场机会
。

网站发展 目前发展和使用网站的计划包括邮寄产品 目录和可能建立客户和供应商的

直接联系
。

目前使用电子邮件与供应商联系效果还不错
。

但预计
,

从较长远来看
.

发展到

基于万维网的联系是势在必行的
。

系统扩展 在不久的将来将系统沿着供应链向后扩展以包括供应商基地址
,

这也被认为

是一个合理的步骤
。

预计在与一些供应商联系的技术能力方面将会出现一些问题要处理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

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的使用必将更加广泛
。

1
.

10 其他间题

在一般性的讨论中
,

提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

与零售商发展更加合作的关系 在零售供应链中实施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的一个内含结

果是
,

供应商和客户之间需要发展更加合作的关系
。

不断增加的信息共享
、

需求计划和系

统中库存水平的整体下降意味着买方与供应方之间传统关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
。

一些零售

商通过使用某种程序已经做到这一点
,

凭借这个程序
,

买方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
,

其新

角色被称为
“

买方量化经理
”

( BQM )
。

因此
,

买方的主要角色已经转变为注重实际购买

决策
。

然而
,

买方量化经理的任务就是要与供应商紧密合作
, “

⋯⋯确保万无一失
”

(即通

过工作逐步做出各种预测
,

确定供应商的实际能力等等 )
。

在供应商看来
,

这是一个积极的

发展
,

也是朝着创建更加密切合作的
、

更加富有成效的关系向前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
。

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质量标准 使用快速反应程序的另一个结果是确认企业已达到

15 09 00 0 质量标准
。

这被视为正在运行的所有其他程序的一个有利而合理的扩展
。

2
.

案例研究二
2

.

1 公司背景

这家公司已经经营了加 多年
,

从事女性外衣的设计
、

生产和分销
。

年销售额将近 500 0

多万澳元
,

有 14 0 多名当地员工 ; 大部分产品 (75 % )在国外生产 (主要是在中国和印度 )
,

其余的在本地生产
。

将生产迁往国外是近些年的发展动态(在过去的 3 年里 )
,

被认为
“

⋯ ⋯

对最终财务结果是有利的
” ,

但并非毫无问题 (比如控制减弱
、

一些原有质量问题等 )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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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
,

将生产迁往国外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举措
。

公司的产品销往国内
,

国家每天都

会给主要的零售连锁店补进存货
。

公司的业务是以追逐时装为驱动力的
,

相当注重设计和

整年不同产品生产线的不断轮转 (每年生产出 4 个系列的时装
—

两个冬季系列和两个夏

季系列 )
。

公司由零售商直接进 口产品
,

而且在当地有三家主要的竞争对手 ; 公司认为
,

行

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产品质量
、

准时交货和专业化的程度
。

价格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
,

但

对价格的依赖成为将生产迁往国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

迁往国外后的竞争是在质量和交货基

础上的竞争
,

而非单纯是价格上的竞争
。

由于公司在物流和质量方面表现突出
,

而且由于

零售商得推动当地企业发展这一公认的需要
,

公司最近被一家主要的零售商授予
“

战略供

应商
”

的地位
。

2. 2 实施方式

公司在服装领域使用条形码技术已经有 10 多年的历史了
。

最初使用条形码技术是对主

要贸易伙伴提出要在最低的现成存货时交货这一要求的反应
,

现在已经满足了这一要求
。

倘若只是在公司内部有限地利用通过使用国际物品编码学会的条形码系统形成的信息 /方

法
,

倘若使用条形码技术的主要动力是客户
,

那么这种实施就可被归类为
“

反应型
” 。

但已

经制定出各种计划
,

在今后 3一4 年内沿着供应链向后扩展条形码技术的使用
。

2. 3 使用的技术

现在
,

公司使用电子数据交换来接收主要零售商的采购定单信息
,

并在货品上印上条

形码
。

由于采购单可能会提出将若干件个别的货品作为一套件采购 (比如裙子
,

上装和夹

克可以挂起来
,

作为一套出售 )
,

或者提出将个别的货品单独出售
,

这样就出现了挑选和送

货准备的复杂化
。

定货以每包至少五件衣服送达主要零售商的分销 中心
。

每件衣服都有自

己的条型码
,

同时每个袋子都有一个说明内货的条形码标签
。

公司办理货物交叉进码头的

工作
,

以便送 出的货物在到达分销中心时其工作量可以最小化
。

交货时寄出一份提前装船

通知书
,

含双份的发票
,

同时在七天内收到通过电子数据交换方式支付的货款
,

目前没有

使用反向采购定单和销售数据点
。

2. 4 投资和实施技术

过去 10 年内在硬件和软件上的投资被说成
“

数量很大
” 。

为了实施电子数据交换
,

购

置了两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
,

同时
,

为了扫描
,

又购置了 4 台电脑
、

4 台打印机和 4 台扫描

仪
。

此外
,

还购置了用于电子数据交换的软件和连接器
,

总投资额估计在 65 00( 〕一70 000 澳

元之问
。

另外
,

还有使用增值网的经常性费用等等
。

预计在今后 12 个月内将需要进一步投

资购买两台远程射频扫描仪
,

预计成本 5 000 澳元
。

2. 5 影响实施决策的因素

公司实施的主要因素是
:

服从客户的要求 实施过程被描述为一直
“

由客户驱动
” 。

随后的过程是一家主要的零

售商呈现出来的实施优点
,

即取得软件和硬件卖主的名单和在机构内部实施
。

作为率先实

施的一家公司
,

它们很快就成了该行业的标准
。

2. 6 实施依据

作为实施的一部分从事了以下几项活动
:

.

向零售商和产品卖主征求关于实施的建议
。

公司 (最初 ) 向零售商征求有关他们的要求

和劝告的建议
,

随后就会使用卖主的报价单
,

并试着挑选最符合他们要求的一揽子软件或

硬件
。

2. 7 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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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完全是在机构内部进行的
。

这样做被认为更好地控制了实施的结果
,

使系统得以
“

量

身定做
”

满足公司的需要
。

在实施中也使用了
“

反复试验
”

方法 ; 考虑到该行业特有的问

题
,

这一方法被认为是恰当的
。

在实施时确定出了下面的问题
:

建立扫描时没有考虑到联网 在实施的初期就发现
,

扫描技术没有考虑到许多网络应

用程序
。

产品数且数据库的迅速增长 这是该行业所特有的问题
。

公司每年推出 4 个不同系列

的时装
,

每年产生出对大量新款货品 (即大数量 )的需求
。

每次推出一系列的时装就有 (比

如说 ) 100 款不同的衣服 (或套装 )
,

每款衣服有 (比如说 ) 六种不同的尺寸
,

而每种尺寸

又有 (比如说 ) 四种不同的颜色
。

这一 (简化的 )例子表明
,

公司每年要使用 9 6(X) 个新产

品的号码代号
。

这不但在数据库迅速发展时给公司制造了一些难题
,

而且也给那些由于当

地商业规则而在他们的系统中多年保持原有号码的顾客制造了一些难题
。

改变一些内部系统的摇要 公司觉得
,

由于实施了一体化供应链管理
,

许多原先能够

满足处理货物需要的系统必须被更改
。

这是由于公司认为开发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系统是为

了应用于基于硬纸箱/托盘的物流系统的缘故
。

2
.

8 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的好处

在公司实施中确认的主要好处有
:

迫使公司提高交货的准确性 公司将其视为从实施中获得的唯一实际的好处
,

因为公

司被迫以正确的价格和数量提供正确的货品
。

然而
,

公司发觉
,

人们认为准确性的提高与

其说对供应商有利
,

倒不如说对零售商有利
。

为发展电子商务作准备 公司采用这个系统使自己在利用电子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成果

时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
。

2. 9 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的局限性

从公司实施中确定的主要局限性有
:

工作盆增加 公司估计在其仓库和发送作业中
,

工作量已经增加了 5 倍
。

单单交叉进

人码头作业这一项
,

就多雇佣了 4 个人
。

人们的感觉是
,

公司接管了原来属于分销中心的

工作
。

交货限制 现在的交货过程步骤更多
,

因此
,

这一过程不必要地变得复杂了
。

举出的

另一个例子是
,

交货现在不能没有一份提前装船通知书
,

而以前有一份分开的交货记事表

和一个发票开具过程
,

允许在开具发票之前交货
。

2
.

10 未来趋势

在今后 2 一5 年内
,

公司将向下面几个方向发展
:

促进电子贸易 尽管有人认为
,

国际物品编码学会的条形码系统限制了公司的实际利

益
,

公司仍然觉得
,

电子贸易将在公司的未来和日常业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

下面这句话

对此做了解释
:

如果你不是个玩家
,

你将退出商界
。

网络的角色和新商务范例将会呈现的一般形式尚不十分清晰
,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

它们也很可能会发展变化
。

然而
,

人们认为
,

将来商务运作的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公司使用新技术使其在利用这些变化时处于一个很好的地位
。

2
.

1 1 其他向题

在一般性的讨论中
,

提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

与客户的合作关系 公司并不认为
,

实施一体化供应链管理改变了自己与主要零售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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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之间的关系的本质
。

这种关系一直都是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
,

原因不仅是公司的本质是

以追逐时装为驱动力的
,

而且是公司在多年贸易中一贯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所享有的很高的

商业信誉
。

快速反应程序的使用 公司在一家主要零售商的帮助下使用了快速反应程序
。

这个程序

对他们的经营活动没有多大影响
。

问题是公司的本质是以追逐时装为驱动力的
,

而产品的

生命周期 (最多 ) 只有 3一 6 个月
,

因此
,

为了在本行业里生存下来
,

快速反应原则成了一

个前提
。

因此
,

公司认为
,

多年来它一直是按这一模式运行的
,

快速反应程序并未给他们

的经营带来多大的好处
。

问题是公司在快速反应方面的主要限制是
,

有些客户无法迅速从

其分销中心转运货物 (对一些零售商而言提出十天的周转期是十分正常的 )
。

四
、

结论与总结

在第一个案例里
,

公司寻求通过应用电子数据交换产生的信息来使内部运作更加有效
。

同时
,

他们认识到
,

在内部运作中使用条形码技术会受到产品特性的限制 ; 他们也提到
,

应用早期的电子数据交换程序大大地降低了在制品 (W IP )的数量
,

增加了产量
。

因此
,

通

过条形码的使用来追踪在制品的潜在好处大大减少了
。

公司也认为
,

旧系统的存在是电子

数据交换功能迅速扩展的巨大障碍
。

这个问题也被认为是在供应商基地内使系统向后扩展

的能力受到限制的一个重大因素
,

许多供应商系统的能力也受到限制
。

数据的准确性
、

库

存量的减少
、

内部生产流程效率的提高以及更及时准确的需求数字的获得都是公司从使用

国际物品编码学会的条形码系统中获得的主要好处
。

相比之下
,

第二家公司却报告说
,

并

未从实施中获得多少实际的好处
,

尽管他们使用这一系统已有 10 多年
。

他们声称
,

当时使

用这一系统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主要贸易伙伴的压力 (主要是零售商 )
,

而且在这 10 年间
,

情况并没有什么改观
。

这家公司的实施受到了与产品特性和投放市场相关的种种因素的影

响
。

这家公司每年推出 4 个不同系列
、

即 4 个不同季节的时装
,

结果每年需要大约 10 0 0 0

个独一无二的产品号码
。

这使保留这些号码及附带条形码成了一项繁重的任务
。

公司还意

识到
,

这项技术应用的扩展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实际用途
。

在多年的运作中
,

他们已

经使自己的设计和生产系统经历了磨练
,

以应付仅有 3 一 6 个月的产品生命周期
。

如果他们

不能做到这点
,

就无法再在行业中生存下去
。

从他们的观点来看
,

条形码
、

电子数据交换

等的潜在好处已经通过智能商业和经营实务中得以实现
。

因此
,

他们看见了沿着供应链向

上到零售商产生出的大多数好处
。

成功设计的 (或者重新设计的 ) 生产流程可以提供一个

平台
,

在那
,

这项技术的应用发挥的是辅助作用
,

而不是变革作用
,

这是这两家公司 (不

同程度地 ) 共享的一个观点
。

这两家公司总体一致的地方在于把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应用于

商业流程以及逐渐显露出来的贸易伙伴间合作关系的重要性方面
。

他们都同意说
,

由于像

互联网这种开放技术的出现
,

商务运作方式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

事实上
,

第二家公司
,

已定型技术的一般反应型的实施者
,

说
, “

如果你不是个玩家
,

你将退出商界
。 ”

第一家公

司的调查对象也指出
,

贸易伙伴愈来愈意识到相互依赖性
.

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

一体化的整个过程必须由贸易伙伴间的这种关系来巩固
。

这两个案例的证据表明
,

要在全战略的水平上实施一体化供应链管理也许并非总是有

可能的 (或者说并非总是真的合适 )
,

而且诸如产品特性
、

竞争环境
、

公司规模
、

公司文

化和战略态势等因素也起着制约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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