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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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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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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供应驱动的概念与内涵
  二、供应驱动的原理
  第二节 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的本质
  一、协同的内涵
  二、供应链协同的概念框架与特征要素
  三、供应链协同的层次与主要内容
  四、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运作的本质内容
第二章 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运作模式
  第一节 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运作模式与组织方式
  一、基于分布式VMI的供应驱动供应链协同运作模式
  二、基于Supply Hub的供应驱动供应链协同运作模式
  三、基于混合式供货的供应驱动供应链协同运作模式
  第二节 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运作管理关键技术架构
第三章 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计划运作模式
  第一节 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计划概述
  一、供应链协同计划
  二、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运作
  三、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运作计划模式
  第二节 基于“供应驱动”的S&OP模式
  一、S＆OP概述
  二、基于“供应驱动”的S＆OP模式
  第三节 基于“供应驱动”的反馈控制式SCC-APS
  一、APS概述
  二、基于“供应驱动”的反馈控制式SCC-APS
第四章 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链协同计划与批量决策
  第一节 基于批量折扣的两买方联合购买批量计划与协调问题
  一、问题描述与符号定义
  二、买方单独订货时的成本函数和批量模型
  三、买方协同订货周期时的批量模型与费用函数



  四、两买方合并订货时的批量模型与费用函数
  五、买方联合购买时的费用节省与利益分配
  六、算例分析
  第二节 基于总量折扣的买方联合购买批量计划与协调问题
  一、问题描述与符号定义
  二、买方单独订货时的成本函数和批量模型
  三、买方协同订货周期时的批量模型与费用函数
  四、两买方合并订货时的批量模型与费用函数
  五、买方联合购买时供应商的费用变化
  六、三方合作时的批量模型和费用比较
  七、算例分析
第五章 基于Supply Hub的供应驱动供应链物流协同运作模式
  第一节 供应驱动管理方式的概念、核心思想
  一、供应驱动管理方式的概念及内涵
  二、供应驱动管理方式的核心思想
  三、供应驱动的供应链物流协同运作模式
  四、基于Supply Hub的物流协同运作流程与方向模型
  五、基于Supply Hub的供应链物流协同运作驱动力
  六、Supply Hub物流协同运作模式的价值体现
  第二节 基于Supply Hub的第三方物流直送工位模式
  一、基于Supply Hub的第三方物流直送工位概述
  二、基于Supply Hub的第三方物流协同运作组织构建
  三、基于Supply Hub的第三方物流协同组织运作管理
  四、基于Supply Hub的第三方物流协同运作关系维护
  第三节 基于3PL-Hub的协同运作案例分析
  一、某发动机厂简介
  二、某发动机厂基于3PL-Hub的物流协同运作方式
  三、某发动机厂的3PL-Hub协同运作流程
  第四节 对供应驱动下的供应链物流协同运作模式的几点总结
第六章 基于Supply Hub的生产和配送协同诀策方法
  第一节 基于SLlpply Hub的生产和配送协同决策模型及算法
  一、信息共享程度不同时的Supply Hub协同运作方式
  二、问题描述与符号定义
  三、基于Supply Hub的生产和配送协同决策模型及算法
  四、算例分析
  第二节 基于Supply Hub的供应商配送批量协同决策研究
  一、问题描述与符号定义
  二、基于Supply Hub的供应商配送批量协同决策模型及算法
  三、算例分析
  第三节 Supply Hub环境下的多源供货模式与协同批量决策研究
  一、订货批量对单位重量零部件运输成本的影响
  二、假设条件和符号定义



  三、从两个供应商处单独取货时的批量模型与成本函数
  四、通过送奶路线循环取货时的批量模型与成本函数
  五、两种情形下的批量大小及费用比较
  六、算例分析
  第四节 几点结论
第七章 基于供应驱动的供应商交货期协同契约
  第一节 存在多个瓶颈供应商的供应链协同模型
  一、模型结构及特点
  二、问题描述
  三、分散决策下的模型
  四、集中决策下的模型
  五、两种决策下收益的比较和分析
  六、渠道收益分配
  第二节 存在单个瓶颈供应商的供应链协同模型
  一、问题描述
  二、制造商不提前订货情况下的模型
  三、制造商提前订货的情况下的模型
  四、算例分析
参考文献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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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