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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敏捷供应链管理领域几个基本问题进行述评，包括敏捷性概念及其度量、
敏捷供应链建模、敏捷供应链合作伙伴选择、敏捷供应链绩效评价，并对敏捷供应链未来研究

方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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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客户需求多样

化的增强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企业面临来

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增强敏捷性

以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动和客户需求的变化。 供应

链管理理论在吸收敏捷性思想基础上产生了敏捷

供应链管理，使得敏捷性不只局限于企业内部而

是扩展到整个供应链范围。 在当前打造中国经济

升级版的关键历史时期，有必要梳理敏捷供应链

管理思想，为企业管理者提高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一、敏捷性概念和敏捷性的度量
（一）敏捷性概念

敏捷性概念最初是 １９９１ 年由里海大学艾柯

卡研究所的研究员提出的，用来描述制造流程中

的虚拟性活动（Ｙｕｓｕｆ 等，１９９９） ［１］。 艾柯卡研究

所的敏捷性支持者们把敏捷性定义为一种制造系

统所具有的满足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速度、灵

活性、客户、竞争者、供应商、组织结构和响应性）
的能力，并能在产品型号和产品线间（灵活性）快
速转换（速度和响应性），以实时有效地响应客户

需求（Ｙｏｕｓｓｅｆ，１９９３） ［２］。
Ｇｏｌｄｍａｎ，等（１９９５）定义敏捷组织是一种在

充满不可预测的持续变化的客户习惯的环境中运

营并盈利的组织［３］；Ｄｏｖｅ（２００５）认为知识管理和

响应能力是敏捷性的两个支柱，即敏捷性 ＝响应

能力＋知识管理，他强调为了使系统变得富有敏

捷性，它必须对前摄性和反应性需求和机会作出

有效快速的响应，这些需求和机会是不可预测、不
确定、不断变化的［４］；Ｇｏｒａｎｓｏｎ（１９９９）提出了一个

相似的概念，一个企业要变得更加敏捷，它对突发

的、不可预测的变化的反应要更有效率［５］；敏捷

性企业需要快速而有效的调整以适应环境中任何

不可预测的突然变化 （ Ｓｅｅｔｈａｍｒａｊｕ， ２００６） ［６］。
这里，不可预测是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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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等（１９９６）认为敏捷性是一种在竞争环

境中通过顾客参与产品和服务的设计来快速有效

地对变动的和不可预测的市场作出反应的生存与

发展能力［７］；Ｆｌｉｅｄｎｅｒ 和 Ｖｏｋｕｒｋａ（１９９７）认为敏捷

性是一种成功的向市场提供具有短前置期和不同

数量的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通过顾客定制向客

户提供增加价值［８］；Ｙｕｓｕｆ，等（１９９９）认为敏捷性

是一种新发现的竞争要素（速度、灵活性、创新的

主动性、质量和营利性等属性的集成），通过集成

和重构知识密集环境中资源和优质实践活动，向
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的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斯坦福全球供应链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０）对供应链

敏捷性定义为供应链快速响应全球竞争环境、以
提供良好产品和服务的能力［９］；Ｍｅｎｏｒ，等（２００１）
认为组织敏捷性的核心本质包含以一种经济有效

的方式去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建设一种灵

活性以便能使组织快速对外部和内部变化作出反

应。 这里把向市场提供令顾客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作为敏捷性的首要要求［１０］。
Ｊｉｍ Ａｙｅｒｓ（１９９９）认为敏捷供应链研究任务包

括：管理者形成供应链思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协调企业内外流程、管理供应链信息、减少企业运

营成本［１１］；Ｒａｓｃｈｋｅ 和 Ｄａｖｉｄ（２００５）认为敏捷性

是一种公司动态地修正和重构单个业务流程，以
适应公司当前和潜在的需求的能力［１２］；Ｓａｍｂａｍ⁃
ｕｒｔｈｙ，等（２００３）注重从业务流程角度说明企业的

敏捷性，把它定义为企业重新快速设计现有的流

程以及跟随潮流开发新的流程，以便发挥优势并

在高度动态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去［１３］；Ｍａｔｈｉｙ⁃
ａｋａｌａｎ，等（２００５）把敏捷性定义为一种更为宽泛

的概念，即组织察觉商业环境中变化（机遇或威

胁，或两者的结合）以及通过重构资源、流程和战

略对客户和股东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这个定义

把战略和运营嵌入到敏捷性中，并从更广泛的角

度解释了企业如何变得敏捷，才能更好地管理它

的能力、资源和业务流程［１４］。 以上定义注重从流

程重构以及资源和能力的整合中增强敏捷性。
斯坦福的 Ｈａｕ Ｌｅｅ（１９９５）认为从某种意义上

讲，敏捷供 应 链 就 是 虚 拟 企 业［１５］； Ｎａｙｌｏｒ， 等

（１９９９）认为敏捷性是指用市场知识和虚拟企业

在波动的市场中寻找盈利机会［１６］；柴跃跃，等
（２０００）认为敏捷供应链是在竞争、合作、动态的

环境中，围绕主导企业，由若干供应商、客户等自

主实体构成的快速响应环境变化的动态供需网

络［１７］；Ｉｓｍａｉｌ 和 Ｓｈａｒｉｆｉ（２００５）认为创建敏捷供应

链的思想对于公司是一种逻辑步骤，供应链的敏

捷性是供应链整体及其成员快速形成网络联盟并

开展运营以应对动态和波动的客户需求的能

力［１８］。 这些观点关注的重点在于满足能够提前

预测变化和寻找正在出现的机会而从网络结构和

虚拟企业的角度去增强敏捷性。
其他比较流行的定义有：一种组织能察觉环

境变化和有效快速地对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

（Ａｓｈｒａｆｉ，等，２００５） ［１９］；供应链敏捷性是供应链对

内部和外部的变化（机遇或威胁）的警觉性的集

成以及发挥供应链及时而灵活地使用资源的能力

以主 动 或 被 动 地 响 应 这 些 变 化 （ Ｌｉ， 等，
２００８） ［２０］。

对以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敏捷性定义进行列表

分析，见表 １。
表 １　 敏捷性定义

阶段及特点 来源 定义

一、强调生产流程和工序

的灵活性。
Ｉａｃｏｃｃａ ／ Ｌｅｈｉｇｈ （１９９１）

一种在产品型号和生产线之间快速转换的系统，能实时理想的

对客户需求作出反应。

二、强调敏捷性的作用在

于适应环境中任何不可

预测的突然变化。

Ｇｏｌｄｍａｎ，等（１９９５）
敏捷组织是一种在充满不可预测的持续变化的客户习惯的环境

中运营并盈利的组织。

Ｇｏｒａｎｓｏｎ（１９９９） 企业对突发的、不可预测的变化作出高效的反应。

Ｓｅｅｔｈａｍｒａｊｕ（２００６）
敏捷性企业需要快速而有效地调整以适应环境中任何不可预测

的突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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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阶段及特点 来源 定义

三、强调向市场提供令客

户满意的产品和服务的

能力，重视顾客参与。

Ｃｈｏ，等（１９９６）
一种在竞争环境中通过顾客参与产品和服务的设计来快速有效

地对变动和不可预测的市场作出反应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Ｆｌｉｅｄｎｅｒ 和 Ｖｏｋｕｒｋａ
（１９９７）

向市场提供具有短前置期和不同数量的低成本、高质量产品，通
过顾客定制向客户提供增加价值。

斯坦福全球供应链管

理委员会（２０００）
供应链快速响应全球竞争环境，以提供良好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四、强调对流程的重组和

再设计以及对资源和能

力的的整合。

Ｓａｍｂａｍｕｒｔｈｙ，等（２００３）
企业重新快速设计现有的流程以及跟随潮流开发新的流程，以
便发挥优势并在高度动态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能力。

Ｒａｓｃｈｋｅ 和 Ｄａｖｉｄ（２００５）
公司动态的修正和重构单个业务流程以适应公司当前需要和潜

在需求。

Ｍａｔｈｉｙａｋａｌａｎ 等（２００５）
组织察觉商业环境中变化（机遇或威胁，或两者的结合）以及通

过重构资源、流程和战略对客户和股东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

五、从调整网络结构和构

建虚拟企业的角度去增

强敏捷性。

Ｈａｕ Ｌｅｅ（１９９５） 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敏捷供应链就是虚拟企业。

Ｎａｙｌｏｒ，等 （１９９９）
敏捷性是指用市场知识和虚拟企业在波动的市场中寻找盈利

机会。

Ｉｓｍａｉｌ 和 Ｓｈａｒｉｆｉ（２００５）
供应链整体及其成员快速形成网络联盟并开展运营以应对动态

和波动的客户需求的能力。

　 　 对以上关于敏捷性定义统览分析，可以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敏捷性定义的演变出现以下

趋势：
一是由生产流程向采购、生产、配送、销售等

综合业务流程发展；
二是由强调单个企业快速反应向整个供应链

网络通过信息共享和发挥协同作用实现敏捷性的

方向发展；
三是由对客户需求快速响应向包括客户需求

在内的内外环境变化的察觉和快速响应方向

发展；
四是由单一业务流程调整向资源、流程、战略

综合重构调整方向发展。
（二）敏捷性度量

Ｇｏｒ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９）认为确定系统的敏捷性，需
要一种合适的绩效测量手段，强调定量分析对于

确定企业敏捷性的必要性，并在他的书《敏捷虚

拟企业：案例、指标、工具》里将指标归类为上游

和下游两类，提出的敏捷性有关的指标大都属于

上游类，又注意到大部分指标是静态的，而敏捷性

需要动态指标［５］；Ｄｏｖｅ （１９９４） 开发出系列衡量

转换能力指标———成本、时间、质量和规模，并将

这些指标细化以全面衡量企业的敏捷性［２１］；
Ｍｅｔｅｓ，等（１９９８）发展了转换能力的概念，用平衡

积分卡设计一种六步法分析框架来评估不同领域

的敏捷性［２２］；Ａｒｔｅｔａ 和 Ｇｉａｃｈｅｔｔｉ （ ２００４） ［２３］ 以及

Ｙｕｓｕｆ，等（２００１）把敏捷指数定义为敏捷增加属性

的强度水平的综合［２４］；Ｍｅａｄｅ 和 Ｒｏｇｅｒｓ（１９９７） ［２５］

以及 Ｒｅｎ，等（２０００）用 ＡＨＰ 构建一个逻辑概念去

测量敏捷性［２６］；Ｙａｎｇ 和 Ｌｉ （２００２）设计了大规模

定制产品制造敏捷性评估指数系统［２７］。
由于敏捷供应链具有不确定和模糊性，敏捷

度测量指标和方法用主观词语表述，会产生多种

可能性，以上方法由于部分指标数据采集带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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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性 色 彩 而 受 到 批 评 （ Ａｎｉｒｂａｎ， Ｇａｎｇｕｌｙ， 等，
２００９） ［２８］，一是因为这些方法没有考虑个体判断

到多人判断之间的计划方案的模糊性和多可能

性，二是因为评估者的主观判断显著地影响这些

方法。
Ｔｓｏｕｒｖｅｌｏｕｄｉｓ 和 Ｖａｌａｖａｎｉｓ （２００２） 为了克服

敏捷性评估的模糊性，他们用模糊逻辑设计了测

量企业敏捷性的 ＩＦ⁃ＴＨＥＮ 规则。 这种方法框架

的缺点在于不够灵活，由于出现更多层次的术语

或者不同的隶属关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 ＩＦ⁃
ＴＨＥＮ 规则必须重新设计［２９］；Ｃｈｉｎｇ⁃Ｔｏｒｎｇ Ｌｉｎ，等
（２００５）使用模糊敏捷性指数（ＦＡＩ）来评估供应链

敏捷性，该指数包含属性评级和相应的权重，通过

模糊加权平均的方法进行集成［３０］；Ａｎｉｒｂａｎ Ｇａｎ⁃
ｇｕｌｙ，等（２００９）用市场份额、响应性和成本效益三

个指标结合模糊敏捷性评估方法（ＦＡＥＭ）构建出

一个评估股份制企业敏捷性水平的分析框架，指
标数据来自于股份制企业市场和财务数据，而不

是用复合的多准则分析方法［２８］；马丽娟（２００９）从
时间和柔性两个角度设计了响应速度、供应商交

货提前期、产品柔性、产量柔性和交货柔性五个子

指标的计算式，以期衡量供应链的敏捷性［３１］；Ｘｕｎ
Ｌｉ，等（２００９）从战略警觉、战略反应能力、运营警

觉、运营反应能力、偶发警觉、偶发反应能力六个

维度设计了十二个指标去衡量供应链敏捷性，通
过敏捷性文献、经验调查和专家判断等方式收集

数据，并对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效度进行分

析［３２］；Ｖａｎ Ｈｏｅｋ，等（２００１）根据 Ｇｏｌｄｍａｎ（１９９５）
等提出的敏捷性影响因素设计记分卡工具［３３］。

综上所述，关于敏捷性测量指标和方法的设

计，一是指标的界定，它取决于所要衡量对象的属

性和范围，不同学者对敏捷性特征属性的定义不

同，所对应的衡量指标的设计就有差异，范围不

同，指标数量多少和种类也不同；二是数据收集方

法，除了财务和公司运营能提供的直接数据外，还
需要专家和管理人员评估赋予分值，也有采取模

糊逻辑来处理以减少对指标数值的主观性影响，
数据采集的客观性影响到敏捷性评估效果，敏捷

性评估方法设计既要有可操作性又要尽量保持客

观性。

二、敏捷供应链建模

供应链建模是供应链管理研究的热点，是跨

学科知识综合应用的典型对象，基本的建模思路

有结构化建模、面向流程建模、面向对象建模以及

数学优化建模方法等，其中结构化和面向流程建

模对于满足动态需求有潜在的局限性，这是根植

于它们固有的静态属性，从这点上来讲，面向对象

的建模方法能更好地满足敏捷供应链的建模需求

（Ｊｉｎｈｏ Ｋｉｍ，２００４） ［３４］。 常见的供应链建模技术有

层次分析法、网络层次分析法、智能体理论、信息

技术和信息系统、工作流图和数据流图、Ｐｅｔｒｉ 网

理论、复杂网络理论、博弈论方法、系列数学优化

方法等。
（一）智能体理论

Ｈ．Ｃ．Ｗ． Ｌａｕ 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Ｗ．Ｙ． Ｗｏｎｇ（２００３）
运用虚拟智能体技术，提出一种设计和开发敏捷

供应链系统基础框架，虚拟智能体能较好地模拟

人类行为，为满足敏捷系统的需求提供了一种合

适的可预测的能力，这种方法提高了供应链中的

价值增值活动的敏捷性和适应性［３５］；娄平，等
（２００４）提出一种基于多智能体理论的敏捷供应

链管理框架，认为供应链就是由众多智能体组成，
每个智能体执行一项或多项任务，供应链管理系

统功能就是协调这些智能体，并定义了智能体的

功能与职责，提出基于案例推理的合同网络协议

和相应的算法以协调供应链和分配任务［３６］；Ｔｕｎｇ
Ｂｕｉ ＆ Ｊｉｎｔａｅ （ ２０００ ） ［３７］ 以 及 Ｎｉｒｕｐａｍ Ｊｕｌｋａ 等

（２００２） ［３８］、许锐和范光敏（２００９）也用多智能体

理论对敏捷供应链管理和优化进行了研究［３９］。
（二）层次分析法、Ｐｅｔｒｉ 网理论

层次分析法和网络层次分析法常用于和其他

技术方法结合从而建模和优化研究。 Ｊｉｎｈｏ Ｋｉｍ
（２００４）将面向对象的方法和层次分析法结合进

行敏捷供应链业务模型的设计。 利用对象管理组

合标准化面向对象概念，层次分析法被用来管理

模型以应对外部变化，将商业规则引入到方法中，
并使用成组技术鉴定商业规则类别，提出了在面

向对象的模型中鉴定和表达商业规则的步骤，整
个供应链的框架参考了供应链运作参考模型［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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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ｉｓｒａ Ｂａｒａｍｉｃｈａｉ，等（２００７）利用 ＱＦＤ（品质机

能展开）和层次分析法技术以及里海大学的敏捷

项目的概念而开发出来的敏捷供应链转化矩阵，
并用一套系统化的实施方法来获得供应链中的敏

捷性。 该工具通过将业务变动和相应的方法联系

起来改善构建供应链和建立交易关系中的敏捷

性，并帮助建立业务流程和结构以支持敏捷能力

的创建［４０］；李孝忠和李蕊（２０１０）将供应链抽象出

顶层和底层模块，将顶层模块细化，形成底层模

块，并生成与各层次相对应的状态图，再根据状态

图抽象出其中的库所、变迁等变量，形成对应的

Ｐｅｔｒｉ 网，利用 Ｐｅｔｒｉ 网理论对此供应链系统进行静

态结构分析和动态行为分析，最终实现供应链上

各节点企业的整体集成和协调控制［４１］。
（三）工作流图和数据流图

Ｔｉａｎ⁃Ｍｉｎ 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１）提出基于协调决策中

心和工作流管理技术的敏捷供应链管理系统模

型，通过该中心可以实现核心企业和供应商彼此

分享信息，同时合理规划整个供应链中的资源，以
获得足够的力量应对客户需求的变动所带来的挑

战［４２］；谷再秋和乔志强（２００９）从不同信息流形式

探讨了敏捷供应链管理模式，并以最优的集成式

信息流形式为基础对集成式信息流引导下敏捷供

应链管理系统运作模式进行了全面分析，描述了

敏捷供应链运行的基本框架［４３］。
（四）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方法

谢天保和伍池宏（２００９ ）提出基于双赢合作

机制的敏捷供应链管理系统模型，研究了信息不

完备条件下的双赢谈判模型及其实现算法［４４］；
Ｍａｎｉｓｈ Ｂａｃｈｌａｕｓ，等（２００８）使用一种田口粒子群

优化方法进行集成多级敏捷供应链网络设计［４５］；
战德臣，等（１９９７）提出基于多视图的动态联盟企

业概念模型［４６］。
一般来说，要使敏捷供应链模型有效地模拟

现实和优化管理，需要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根

据建模思路，对每个模块或步骤选择相应的技术

方法，并对多种方法进行集成，是敏捷供应链建模

的基本思想。 这就需要对每种方法的适用对象和

适用条件进行比较分析，对于敏捷供应链建模来

说，更需要突出灵活性、响应性。

严建援，等（２００８）把供应链建模方法归为四

类：图形化建模方法、数学建模方法、基于语法的

建模方法、仿真建模方法［４７］。 在已有的敏捷供应

链建模研究文献里，前两类用得比较多，比如工作

流图和数据流图、Ｐｅｔｒｉ 网理论等属于图形化建模

方法。 数学建模方法广泛用于供应链管理各个决

策领域，可以自行组合使用也可以和其他方法集

成使用，在上文所提的研究中大多结合使用数学

建模方法。 基于语法的建模方法和仿真建模方法

在供应链建模研究中已有应用，但是用于敏捷供

应链建模专题研究还少见，是今后敏捷供应链建

模研究方向之一。

三、敏捷供应链合作伙伴选择

敏捷供应链是由多个组织构成的网络，这些

组织能快速地对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 敏捷供应

链成功运营取决于在任何形势下选择合适的合作

伙伴的能力。 合作伙伴的选择是一个综合性的问

题，因为它天然地是一个多目标问题。 在经典的

研究中，狄更斯（１９６６）提出 ２３ 项准则用于此类

决策［４８］，以后的研究者鉴于变化了的商业环境不

断修订这个数字以及这些准则的相对权重。
Ｓａｍｂａｓｉｖａｎ 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 （１９９７） 等人提出基于

专家系统的合作伙伴选择方法，通过建立基于知

识的决策支持系统来确定影响合作伙伴选择能力

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变化对企业总体性能

的影响，提出一整套评价合作伙伴的指标体系，但
该方法难在所需知识的获取、表示和推理［４９］；Ｓａ⁃
ｍａｄｈ，等 ｉ（１９９８）提出的共享 ＣＩＭ 系统伙伴选择

方法［５０］；钱碧波（１９９９）等人提出基于遗传算法的

供应商选择方法［５１］；娄平（２００２）等人提出的一种

选择供应商的 ＡＨＰ ／ ＤＥＡ 方法［５２］；綦方中（２００２）
从合作博弈的角度建立了敏捷供应链中企业间的

协商与谈判机制，并用一个拍卖模型描述了招标 ／
拍卖机制在建立敏捷供应链合作关系中的应

用［５３］；王正成（２００３）等使用基于模糊多属性原理

的评价算法构建敏捷供应链合作伙伴选择模

型［５４］；Ｃｈｏｎｇ Ｗｕ ＆ Ｄａｖｉｄ Ｂａｒｎｅｓ（２０１２）用登普斯

特⁃谢弗信度优化理论制定敏捷供应链合作伙伴

选择决策的标准，构建敏捷供应链合作伙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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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阶段动态反馈模型［５５］；Ｈａｃｋｌｉｎ（２００６）开发

了适用于技术密集型组织的集成战略合作伙伴选

择流程和决策支持系统。 这种方法强调采用面向

网络、合作伙伴组合管理视角［５６］；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０）
建立的合作伙伴选择机制，强调标准和建立战略

联盟动机之间的关系，以模糊数据为基础［５７］；
Ｓｏｌｅｓｖｉｋ ＆ Ｗｅｓｔｈｅａｄ（２０１０）用多样化的案例研究

方法去开发战略合作伙伴选择流程。 他们的研究

工作强调仔细的初步选择的重要性以及在成功的

联盟中建立信任关系［５８］。
值得一提的是，供应链合作伙伴选择的另一

股趋势是客户的选择，而不是供应商。 Ｋｉｍ ＆ Ｌｅｅ
（２００７）指出，仅仅保留有价值客户而拒绝无利可

图的客户对于那些产品和服务具有网络外部性的

公司是不合适的，因为无利可图的客户具有战略

网络价值［５９］；Ｓｏｎ ＆ Ｉｋｕｔａ（２００７）使用价格和交货

时间作为客户选择的主要标准讨论了客户选择问

题的最优决策规则［６０］。
综合来讲，敏捷供应链合作伙伴选择过程中

所使用的指标概括为：期望的质量、成本效益、交
货可靠性、数量灵活性、信息和客户服务，大部分

不超过八九项。 所使用的技术方法包括：用于合

作伙伴合格资质的决策模型有包络数据分析模

型、聚类分析模型、人工智能模型；用于最终决策

模型环节有线性加权模型、数学规划模型、网络层

次分析法模型、模糊建模型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海外合作伙伴加入

等因素使得合作伙伴选择任务更具有挑战性，敏
捷供应链自身特征对供应商、客户和其他合作伙

伴的动态和多阶段选择的影响也使合作伙伴选择

工作变得复杂。

四、敏捷供应链绩效评价

綦方中（２００６）提出一种基于基准分析的敏

捷供应链绩效评价过程框架结构。 该过程框架包

括敏捷供应链内部基准库和外部基准库的建立，
系统使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结合构建

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６１］；蒋国瑞和易庆丰（２００８）
设计了一套适宜现阶段汽车制造业敏捷供应链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并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某汽车

制造业敏捷供应链绩效实证评价［６２］；杨文佳和李

伊松（２０１０）从敏捷供应链中核心企业的角度出

发，以动态联盟的生命周期为基础，采用 ＢＳＣ、
ＳＣＯＲ、ＫＰＩ 等方法，分别研究了核心企业在联盟

的结盟阶段、运行阶段和解体阶段各自的特点，以
确定企业的绩效评价指标，并用因子分析法对其

进行评价［６３］；洪伟民和刘晋（２００６）从敏捷供应链

的顾客满意度、敏捷性、合作关系、运营成本等几

个方面建立敏捷供应链绩效评价体系，用于敏捷

供应链战略决策和评价或监控敏捷供应链整体

绩效［６４］。
敏捷供应链绩效评价方法大多引用供应链绩

效评价方法，再加入敏捷性衡量指标进行综合处

理得出绩效评价方法体系，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

与前文敏捷性衡量基本相似。

五、研究挑战和启示

由于激烈竞争的刺激、新制造技术的出现导

致大量新的产品和流程的产生，与之相匹配而出

现新的管理系统、组织结构和决策技术。 结果，所
产生的挑战使得现存的市场变得更加复杂。 另

外，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供应链响应性、精益性和营

销产生深刻的影响，互联网成为敏捷供应链管理

手段的一部分以应对有效客户响应，信息技术广

泛采用以直接获取销售点的需求数据，这些增加

了市场波动性和动态性，对敏捷供应链研究提出

新的挑战。
（一）正在增加的需求和供应的不确定性、低

可预测性、需求多样性使驱动供应链应具有更高

程度的灵活性和敏捷性，如果供应链需要提高敏

捷性，如何鉴别存在的障碍？
（二）正在缩短的产品和技术周期使得越来

越多的动态供应链替代静态供应链，如何有效地

协助实现敏捷性？
（三）动态联盟的建立使得敏捷供应链高度

虚拟，以动态网络为基础，这要求信息更加透明化

和量化，如何实现信息的透明化和量化以帮助敏

捷供应链面对挑战？
（四）敏捷供应链中多元化外协合作伙伴会

增加，如何协调多元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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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敏捷供应链中的敏捷性与竞争力和供

应链绩效之间相互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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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ｈｕｉ Ｘｉｎ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ｈｕｉ 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８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ｇｉｌ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ｉｌｉｔｙ， ａｇｉｌ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ｇｉｌ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ｉｌ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ｉｖｅｓ ｓｏｍｅ ａｄｖ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ｉｌ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ｇ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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