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零售企业的供应链再构分析 
目前，我国零售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削价大战此起彼伏，众多企业陷入了严峻的经营困境。

认真分析我国零售业出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消费品市场告别总量短缺，商品的供

应关系发生变化，零售业规模膨胀迅速，零售经营要素的可供量增长急剧，居民的消费资金投向

出现多元化趋势，企业商圈范围狭窄，国际商业势力进入我国市场等。另外，零售企业的粗放型

管理则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有关资料表明，在 13 个省市 2000 多家零售企业中，尽管有 70％
以上的大型企业和 30％～40％的中小型企业运算计算机管理，但软件水平却与现代化的要求差
距甚大。我国企业的仓库周转率仅为发达国家的 30％左右，配送差错率几乎是发达国家的 3倍。
要走经营困境，发展现代商业， 一条切实可行却又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思路就是供应链再构。
大家只看到可口可乐公司令人瞩目的营销策略，却没有想到其背后是耀眼的供应链管理——商流
运行之后，即买卖双方就商品所有权的交易完成之后，货物要按照取得所有权一方的要求转移到

指定地点，因而发生相应的物流活动，因此人们常常认为物流是为了实现商流中所达成的协议而

存在，是为商流服务的，但实质上，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各种物质的需求，

物的交换和流动是适应这种需求而发生的，商流只是为了沟通供需双方且提供和实现货物所有权

更替的机会而已。 
   供应链是指涉及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最终消费者的过程和活动的上游及下游企业组织所构成
的网络，供应链再构是完全重新思考。彻底翻新供应链以及在现今衡量表现的关键上获得戏剧化

的改善。一个典型的供应链再构过程包括以下三个阶段：供应链现状检查；供应链问题识别；供

应链改善。我国目前对零售企业的供应链再构分析尚属空白。 
    一、供应链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零售业是在极其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供应链相当冗长，
工业品的流通，主要是通过一、二、三级批发商进入零售店，销售给消费者。其中，一级批发商

主要是原商业部所属的专业公司，在少数主要日用品的集中产区（如上海、广州、天津等地）所

设的商品采购站；在其他大中城市没有收购地方产品和供应销售外地产品的二级采购供应站；三

级站则是设在中小城市的区和县的批发机构，重要商品基本按一、二、三级批发站到零售企业的

渠道流通。改革开放后，我国零售业的组织结构、所有制形式、经营方式、经营场所等都发生了

日新月异的变化，多级批发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目前已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的跨地区、跨范围

的立体化竞争格局，零售业的经营业态也呈现了多元化的局面。零售业的业态不同，供应链的结

构也不一样，主要有以下两种模式： 
    1.百货商店模式。百货商店是现代零售业机构的先驱，到目前为止，百货店仍是我国占主导
地位的零售业态。1997年，全国 249 家大型商场商品销售总额为 1013.1亿元，其中，商品零售
总额 770.5 亿元， 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8.7％。尽管商场的零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是最大的，但许多百货商店经营内容相差无几，甚至有些商品的陈列位置、商品的品

牌也大同小异，造成千店一面，大部分百货店在经营品种和产品品牌的选择上仍坚持“大而全”
的方针，各类商品无所不包，缺乏鲜明的特色。其供应链模式大致如图 1所示。 
附图{图} 
   2.超市模式。我国超市出现于 80 年代中期，但真正起步是 90 年代初在政府扶持下，通过把
原来的国有副食品、食品店改造成便利店和连锁超市的方式发展起来的，目前基本上有三种类型：

营业面积 50平方米以上，日营业时间 16小时以上的便利店；营业面积 500平方米以上， 日营
业时间 12小时以上的连锁超市；营业面积 10000平方米以上， 但还没有明确定义的大型仓储式
超市。便利店一般离居民区很近， 营业面积 100平方米左右，往往提供昼夜服务；连锁超市则
营业面积要大一些，营业时间短一些；大型仓储式超市往往地处偏僻，不设仓库，装修简单，买

断经营，大进大出，价格低廉，适合大众消费水平，但由于受到我国居民消费方式、交通条件的

限制，这种超市的规模还不够大。各类超市规模不一样，其供应链模式也有很大区别（见图 2）： 



附图{图} 
    二、供应链问题识别 
   目前，我国零售企业供应链中存在问题很多，如配送中心建设中出现的统一配送率低、配送
中心没有达到经济配送规模、社会配送资源的闲置与重复配置矛盾突出、缺乏配送技巧、现代化

程度低，还有供应链关系管理中如何从代销经营过渡到买断经营等，尽管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但都是既定供应链架构下的弊端。在供应链再构中，根本的思想是要对供应链的设计进行重新思

考，跳出旧框框，依据商品的类型来建构供应链，所以在供应链问题识别阶段，最重要的是考虑

所销售的商品类型与供应链类型是否相匹配。根据商品市场需求特性，一般可把商品分为功能型

商品和创新型商品。功能型商品包括人们日常需求的大众化商品，在一定时间内，这种商品没有

大的变化，需求具有相对稳定性及可预测性，其生命周期较长，这类商品行业竞争对手较多，具

有较低的利润率。创新型商品生命周期较短，利润率较高，其中有些商品季节性很强，需求难以

预测，诸如鲜货、时装、通讯设施等都属于创新型商品。 
   由于创新型商品需求的不确定性，生命周期较短，与功能型商品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供应
链模式，为了解其不同，首先应分析供应链的功能。供应链具有两种明显的功能，即物流功能和

商流功能，物流功能是将原材料转化为最终产品，并将它们从供应链的一个环节转移到下一个环

节。商流功能是确保各种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能满足顾客的需求，并能实现价值增值，每种功

能的实施均需要一定的成本。物流成本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流通加工、配送等费用，

商流成本包括缺货损失费用、供给超过需求的商品降价损失和企业因不能满足顾客需求所带来的

负的口碑效应而丧失的潜在顾客收入。商流成本与物流成本之和构成供应链的总成本。 
   功能型商品因其需求的相对稳定性，通过准确的预测可实现供应与需求的基本平衡，从而商
流成本在供应链总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专注于降低物流成本以达到供应

链总成本最低，所选择的供应链应该对供应效率更敏感。与功能型商品相反，创新型商品的市场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过量供应或供应不足均会对企业造成较大价值损失。在这种环境下，商流

成本是企业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物流成本是相对次要的，这就需要企业及时了解市场信息，并具

有快速反应能力，所选择的供应链应是对市场反映更敏感的。以平均面积 1500平方米左右，拥
有连锁店铺 200 家，食品 6000余种，日用杂货 3000 余种的连锁超市为例，其供应链的构建如
表 1所示： 
表 1 连锁超市的供应链构建特性 
商品类别 日杂、冷冻冷藏食 生鲜、日配食品 
供应链特性 品、常温加工食品 
主要目标 以最低的成本保证供应 为降低缺货、削价或过量 
库存损失, 要求快速反应 
市场需求 
供应商选择标准 侧重于成本和质量 侧重于供应速度、柔性及 
质量 
库存策略 加速库存周转, 降低库存 确立合理的进货量 
一定的成本范围内尽量缩 靠主动投资减少提前期 
配送提前期 短提前期 
商品类别 日杂、冷冻冷藏食 生鲜、日配食品 

 
主要目标 以最低的成本保证供应 为降低缺货、削价或过量 

库存损失, 要求快速反应 
 

供应商选择标准 侧重于成本和质量 侧重于供应速度、柔性及 



质量 
 

库存策略 加速库存周转, 降低库存 确立合理的进货量 
 

 
 
    效率敏感和市场敏感供应链要求企业有不同的对策：效率敏感供应链要求企业与厂家密切合
作，加速库存周转，及时补充存货，采取高效低成本的采购，以最低的价格满足预定的需求，对

供应商的选择侧重于成本和质量；市场敏感供应链的控制重点不在库存等易导致物流成本上升的

方面，而是分析合理的库存量和适宜的进货量，以规避不确定性需求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对

供应商的选择应集中于供应速度、柔性和质量方面。表 2中的四个象限表示商品与供应链的四种
可能组合。 当企业销售的商品是功能型商品却采取市场敏感供应链策略（第Ⅲ象限），或销售的
是创新型商品而采用效率敏感供应链（第Ⅱ象限）时，其供应链的设计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错误。

这时需要重新设计新的供应链，使第Ⅲ象限向第Ⅰ象限转移和从第Ⅱ象限改变到第Ⅳ象限。 
 表 2 
功能型商品 创新型商品 
效率敏感供应链 Ⅰ适 宜 Ⅱ不适宜 
市场敏感供应链 Ⅲ不适宜 Ⅳ适 宜 
 
    三、供应链改善 
   在我国，由于物流管理长期得不到重视，不论企业界，还是学术界对此研究甚少，更谈不上
推广了。因此，就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企业通过实践摸索，意识到对功能型商品应采取效率敏感

供应链策略，对创新型商品采取市场敏感供应链策略，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实施了，但不知如何改

进，使之完善。 
    要使零售企业的供应链合理、完善，首先要做的是改善心智模式，从粗放型管理思维向集约
型管理思维转变， 对商品管理进行单品（stockkeeping unit）管理。 单品是企业根据经营管理
的需要对商品进行的分类，它是企业在计算机技术支持下管理商品的基本单位，是包含特定的自

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商品集合。具体而言，单品的自然属性包括：商品的品牌、型号、等级、花

色、包装容量、库存容量、单位、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单品的社会属性包括：商品的采购日期、

用途、价格（包括进价和销价）、产地、商品的供需状况及流通作业情况等。由于商品通常是按

使用价格属性进行分类的，而单品则是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进行分类的，所以在不同企业中，商

品的含义是相同的，但单品的含义则不尽相同。单品管理是根据企业的经营目标，对单品的采购、

销售、配置、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等活动实施统一管理，其特征是既管理单品的存量又管理单品

的金额，既管理单品的进销价又管理单品的流通成本，这与我国许多零售企业目前只按大类管理

流通成本或按批核算流通成本的做法迥然不同。 
    其次，运用 EDI 系统。EDI 系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贸易伙伴之间利用计算机联网设施，将
一定结构的标准信息进行传递，实现双方的商业交往，可用来进行包括订货、库存、文件等日常

数据的传输。在使用中，由于减少了职员的输入，因而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精确性，也由于即时

传输而压缩了时间。EDI 的实质是将不同用户的计算机中的资料用一定的标准格式经计算机网
络直接送到对方计算机中，它的基础是信息处理自动化和计算机通讯网络，是两种现代化办公和

通讯手段普及、发展和结合的产物，其操作原理如图 3： 
附图{图} 
     从技术角度讲，EDI 的应用是容易的， 其关键在于管理理念的更新，如果 EDI 仅被应用
于对旧过程的自动化而不进行供应链的集成， 则难以实现供应链价值的显著增值，EDI 的应用



如果基于提高各层次的管理水平，则技术将成为价值增值的催化剂。因此，与以往强调企业间竞

争性经营观念相比，EDI 技术则要求企业之间在竞争性经营的同时， 注重竞争中的合作，需要
企业联合起来从事合作经营，企业不再追求每一笔贸易的利润最大化，而应与供应商发展一种连

续、长期稳定、互利的伙伴关系，从而大大减少交易成本，节约交易时间。 
    第三，在实现单品管理和 EDI系统的基础上， 针对经销功能型商品偏重于降低物流成本的
目标实施商品持续补充系统（CRP）。 商品持续补充系统是从提高商品供应的效率入手，生产商、
批发商、零售商之间利用现代技术和方法建立起来的一种相互协调的供应方法，利用 POS 系统
提供的商品销售信息，把有关订货要求自动传向配送中心或生产商，通过电子信息自动发货，解

决了人工订货的低效率，实现作业无纸化。在具体作业中，一般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交叉对

接，生产商针对每家零售商组织一些集运架，把商品送达配送中心，根据 EDI的信息， 配送中
心用卡车将所需商品运到店铺，这样可使零售店库存为零；另一种方法是店铺直送，不经过配送

中心而由生产厂家直接把商品送到店铺。要成功实施 CRP，各方面的密切合作是关键。目前， 我
国有些企业虽然也应用了 POS系统和 EDI方法，但缺乏单品管理和稳固的企业间合作关系基础，
严重制约了 CRP的发展。 
     第四，运用精确反映（accurate response）方法降低商流成本。对创新型商品，因其市场的
不确定性，过量采购将最终导致商品价格下降，采购不足又会产生缺货损失，因此，这类商品的

供应链再构着重考虑的是如何准确预测降低商流成本，为此，精确反映方法是一种有效的工具。

精确反映是指通过历史销售资料预测未来销量，并检测每单位缺货成本和降价成本，确保管理者

就商品供应与市场需求的平衡问题作出正确决策。实施精确反映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承认需求不

确定的事实，并测算需求的概率分布。在测算概率分布时，比较历史资料，借助专家意见，力求

预测准确，这就需要企业平时做好数据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应投入一定人力、物力进行以往预

测偏差根源的跟踪分析。其次应建立缺货成本和降价成本的数据库，为企业作出正确的进货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最后，做好供应商的管理工作。根据供应商的供应速度、供应柔性、供应质量挑

选供应商，积累供应商有关准时供应次数、推迟供应次数，平均延迟时间长度以及延迟时间标准

差等数据，控制供应过程中的产品确定，使经销的商品符合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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