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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质量主要指供应链的各个成员即供应商、制造企业和分销商对各自功能行使

所完成的程度，它是由供应链上所有的成员企业共同保证的，也是保证和维系各个合作

关系的基本要素。本文提出了对供应链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通过该方法可以对整

个供应链的质量状况有所了解，找出供应链运行质量的榜样以及瓶颈，及时采取措施予

以纠正。此外该方法有助于供应链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而且对于进一步整合供

应链资源和提高供应链效率具有明确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通过对供应链的概念、特征及其质量形成规律等基本理论的阐述以及对本文研

究背景的界定，提出了供应链质量的概念及其综合评价的需求主体、评价范围和内容，

明确了评价的原则和指标选取的原则和方法。然后总结出影响供应链各成员质量的因

素，分别建立了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中的指标进行量化分析，给出了供应链质

量综合评价的框架。与此同时，对本文要采用的模糊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进

行了介绍和分析，指出各自存在的问题和具备的优点，然后将二者科学的结合，得出适

合供应链质量评价的的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

最后，本文以某轮毂生产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为案例，到该企业收集大量的数据，

以供应商质量评价为例详细说明评价过程，最后对整条供应链质量进行评价和分析，了

解了供应链质量的状况，找到了影响供应链质量的主要因素及其存在的不足，并对供应

链各成员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为供应链在市场中的存在、组建、运行等决策提供必要

的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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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supply chain means the complete degree to the functions of suppliers，

manufacturers and distributors，which should be guaranteed by all its members and is also the

essential to maintain all the relationships．Thus，this thesis put forward the method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supply chain which not only helped to acquire the

situation of quality,found the models and bottlenecks，and took positive actions but also

inspired the core enterprises and non-core enterprises in the supply chain．In addition，it also

helped to the scientific and critical management and wasbeneficial to integrate the resource of

supply chain and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supply chain．

First,through the statement of the concepts，characteristics"and quality developing law of

supply chain a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research background,this thesis put forward the main

body of demand，the scope and content of evaluation as well as definition of choosing indexes

principles and methods．Then,it summariz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quality of supply chain，

bnilded up their own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index systems。At the same time,with the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it pointed out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weaknesses separately；more important，this

paper also made an organic unity of these two methods to adapt to the evaluation of supply

chain quality,which is called Fuzzy-Hierarchy and 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

At last,with n real ease of a company of manufacturing wheel hub，basing on lots of data

collected from this company,this thesis explicated the whole evaluation process in details and

gave some certain conclusions through evaluating the entire supply chain,which not only

provided the theory basis of choosing suppliers and distributors but also guaranteed the

function of supply chain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mand of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rect the corporation to survive and develop．

Keywords Supply Chain；olIality；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Ⅱ．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

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

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盘i垦盎些．盘堂或其他教育

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

献均己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石阳 签字日期：却年z月莎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 盔韭盎些盘鲎 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

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

阅和借阅。本人授权 盎韭盎些盘茔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

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

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石阳 新虢Q以庐迭

签字日期：柳年g月往日 签字日期：)甜7年占月落日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电话：

邮编：



1绪论

1．1论文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1绪论

1．1．1研究背景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供应链的概念出现以来，这种把制造和分销网络联系在一起的

管理办法不断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伴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供应链管理的理

念也在不断的扩大和充实，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对需求预测、生产计划、产品分销、运输

和库存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其研究目标就是降低供应链的总成本、提高供

应链的运行效率，加快其反应速度，从而提高企业的发展潜力，进而增强整个供应链的

竞争优势。此外，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合作模式问题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比如供

应链战略联盟、合作伙伴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如火如荼，一系列针对供应链提高绩效、

降低成本的管理方法逐步得以应用。但是这些方法得以实施的一个前提是要保障供应链

运行的质量，因为供应链质量是供应链的灵魂。否则，供应链衔接不畅、产品的返工滞

销、客户投诉等将使所有对供应链的努力付之东流。而在供应链环境下，供应链质量是

由供应链上所有的成员企业共同保证的，因此质量管理模式由单一企业质量管理模式转

变为多企业协同质量管理模式，质量管理职能从企业内部质量管理扩展到企业间质量管

理，产品质量也将取决于构成供应链的所有企业的质量管理与控制水平。因此供应链质

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所生产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死攸关，质量问题的出现将

使整个供应链产生波动，调整过程复杂，协调周期长，调整成本高Illo

而且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与

完善，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呈现出国际化和一体化的趋势，质量竞争在企业市场竞争中

居主导地位，是企业有效参与市场竞争的最重要前提，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采购等

主要活动，在“供应商一制造商一分销商一顾客”这一供应链中，维系其环节完整、有

效的内在因素仍然是质量因素，质量存在于这个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是保证和维系各

个合作关系的基本要素，因而对质量的关注是供应链中最重要的内容。因此，在供应链

的质量管理中，要想确保供应链的运行质量，就要对供应链的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1．1．2研究意义

为了评价供应链整体质量的好坏，方法之一就是对供应链的各组成部分的质量指标

进行度量，根据度量结果对供应链整体质量进行评价。因此，供应链质量评价主要有以

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①用于对整个供应链的质量做出评价。主要考虑供应链各成员的质量，为供应链

在市场中的存在、组建、运行等决策提供必要的客观依据。目的是通过质量评价而获得

对整个供应链的质量状况的了解，找出供应链质量方面的不足，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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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②用于对供应链上各个成员企业做出评价。主要考虑供应链上各个成员的质量情

况，通过质量状况对其成员企业进行选择和调整。

③除对供应链质量进行评价外，这些指标还可起到对企业的激励的作用，包括核

心企业对非核心企业的激励，也包括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之间的相互激励。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供应链的质量综合评价一般从四个方面考虑：一是供应商的质

量评价，二是制造企业的质量评价，三是分销商的质量评价，四是对整个供应链质量的

综合评价。而且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全面正确地反映供应

链的质量，必须构建合理的体系框架，其质量评价体系应包含直接或间接与各成员相关

的各项指标，通过评价确立供应链的质量情况。

’21世纪企业间的竞争是供应链间的竞争，所以供应链质量是参与竞争的基础保障，

唯有以高质量的供应链运作才能参与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通过供应链质量综合评

价来衡量供应链质量，既为供应链质量的实质性和符合性评估提供了有效手段，又为供

应链运作数量化和模型化的多层质量综合评价提供了有效的手段。总之，供应链质量的

综合评价不仅有助于供应链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而且对于进一步整合供应链资

源和提高供应链效率具有明确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研究现状

在质量管理中，三位质量大师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是美国的戴明博士、著名学

者Grosby、以及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质量经理A．V Feigenbaum。他们的质量理论尽管

都起源于对企业内部质量问题的关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供应商和分销商的作

用，为后人在供应链质量管理上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比如戴明在“十四条准则”

的第四条中明确指出了应当和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以业绩为基础而不

是以价格为标准的交易，而且要适当减少供应商的数目等。

由于供应链质量评价与绩效评价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有关供应链绩效评价与供

应链质量评价相关部分的研究现状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论述。’

1．2．2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对质量管理理论的研究相对较晚，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质

量管理理论体系结构。现在企业中推行的质量管理普遍来源于西方国家的质量管理理论

方法，这些质量管理理论由于是在西方的企业制度和文化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我国企业

中的应用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存在不适合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具体情况。

许多企业虽然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取得了IS09000质量认证，但企业内部并没有

严格按照IS0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进行产品质量管理和控制。部分企业往往追求质

量管理的形式，甚至在产品生产中一位追求产量，忽视产品的质量管理。这种现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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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些企业目光短浅，一味追求跟前利益，时有因为广-

品缺陷导致重大事故发生的情况。 ．

企业质量管理普遍缺乏必要的手段和工具，质量分析缺乏有力的信息支持，研究信

息技术在质量管理中的应用起步较晚，研究和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

质量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战略问题。质量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经

济、科学、教育和管理水平的综合反映，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因

素之一。我国必须加强质量管理理论的研究和信息技术在质量管理中的应用，促进质量

管理的科学化和标准化。我们在学习和应用国外先进质量管理经验的同时，必须加强适

合于我国国情的质量管理理论研究。

1．3研究内容及方案

1．3．1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阐述了本文写作的意义和背景，概括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说明了本文要

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结构框图。

第二部分对论文所需的基本理论进行详细阐述，说明了供应链的概念和特征、质量

的基本理论和质量发展史，阐述了评价的含义和功能，指标和指标体系含义，评价的建

立过程和供应链环境下质量形成规律和产品质量特征。

第三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了界定，指出了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需求主体和

评价范围及内容，明确了评价的原则和指标选取原则和方法。

第四部分对供应商、制造企业和分销商的质量评价和绩效评价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整

理和分析，分别建立了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中的指标进行量化分析，最后给出

了基于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的供应链质量评价的框架。

第五部分对本文要采用的模糊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得出各自存在的问题和具备的优点，然后将二者科学的结合，得出适合供应链质量评价

的的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

第六部分以某轮毂企业为核心企业的供应链为研究对象，给出了供应链质量评价的

全过程，具备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1．3-2论文方法

本文采用了如下方法：

(1)运用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定性分析主要以历史事实和普遍规律为前提，从问题的本质性进行演绎推理，直接

揭示问题的本质，但是缺乏定量数据。因此本文再加以定量分析，利用数学方法，运用

计算机手段，通过不同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规律，可以使研究

结果精确化和说服力。

(2)应用了理论分析与应用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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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量的供应链基础理论和供应链绩效评价理论，以及对供应商、制造企业、分

销商评价的研究，总结出了影响供应商、制造企业、分销商质量的因素，选择出影响各

个成员质量的指标并进行评价。此外，以某企业所在的供应链为例，寻找出合适的评价

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说明该评价的过程，使得理论应用于实践，具备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意义。

(3)采用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来进行供应链质量的综合评价

其中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影响供应商、制造企业、分销商质量各因素之间的

权重，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筛选，把两种方法的优点结合到一起来进行供应

链质量的综合评价。

1．3．3研究框架

下图是本文的研究框图及技术路线：

收集相关资料和文献并进行研究

供应链管理理论研究l l质量和评价等基础理论研究

理

论

框

架

供应链质量理论研究

指标筛选和数据采集

建立供应链质量的评价模型

进行供应链质量的

具体供应链的应用

图1-1论文结构框图及技术路线

1．4论文创新之处

本文首次提出了供应链质量的概念及其综合评价的理论，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供应

链质量综合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给出了其评价的全过程。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具有以下

创新之处：

①提出了供应链质量的概念，通过对其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了供应链质量综合评

价的需求主体和评价原则，此外还阐述了供应链环境下的质量管理思想和评价的内容。

②提出了对供应链质量进行的评价的理念，并给出了具体的评价思路和方法。

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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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将模糊层次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相结合，互相取长补短以适合供应链质量的

综合评价。

1．5本章小结

本章阐述了论文写作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论文写作的思路和研究方

法、以及论文的结构和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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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基本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国界化企业经营的趋势愈来愈明显，整

个市场竞争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和一体化，与此同时顾客的需求愈加突出个性化，导致

不确定性不断增加。此外，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缩短了产品寿命周

期，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这些变化促使人们认识闯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也

发生了变化，逐渐从点的和线性空间的思考向面和多维空间思考转化，管理思维也从纵

向思维朝着横向思维方式转化，供应链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成为当今国际国内企

业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一个新热点。

2．1关于供应链的基本理论

2．1．1供应链的概念

～般认为，进行正式供应链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Jay Forrester被认为

是供应链之父，现代许多有关供应链的设计原刚都可以追溯到他的生产分配系统。早期

的观点认为供应链是制造企业中的一个内部过程，它是指把从企业外部采购的原材料和

零部件，通过生产转换和销售活动，再传递到零售商和用户的一个过程。

有些学者把供应链的概念与采购、供应相关联，用来表示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但

这种关系也仅局限在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供应链上各企业独立运作，忽略了与外部供应

链成员企业的联系，往往造成企业闯的目标冲突。

后来供应链的概念注意了与其他企业的联系，注意了供应链的外部环境，认为它应

是一个“通过链中不同企业的制造、组装、分销、零售等过程将原材料转换成产品，再

到最终用户的转换过程”，这是更大范围、更为系统的概念。

Stevens认为：“通过增值过程和分销渠道控制从供应商的供应商到用户的用户的流

就是供应链，它开始于供应的源点，结束于消费的终点”12】。

Harrison认为：“供应链是执行采购原材料、将它们转换为中间产品和成品、并将成

品销售到用户的功能网络”【3l。
’

Lee和Billington认为供应链是一个企业获取原料、生产半成品或成品，并通过销

售渠道把产品送达消费者的网络l”。

Jayashankar等认为供应链是一个由独立或半独立经济实体所形成的网络体系，这个

体系通过经济实体的企业行为，对一个或多个与产品相关的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和产品

销售发生作用【5J。

国家标准《物流术语》对供应链的定义是：生产及流通过程中，涉及将产品或服务

提供给最终用户活动的上游与下游企业，所形成的网链结构。

马士华，林勇认为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由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商、生产商、批发

经销商、零售商、运输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原材料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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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依次通过“链”中的每个企业，逐步变成产成品，产成品再通过一系列流通配送环

节，最后交到最终用户手中，这一系列的活动就构成了一个完整供应链的全部活动。

从此定义可知，供应链有以下几个层次：①从组成看，一般要有一个核心企业和若

干其他企业和用户，并形成网链结构模式；②从内容看，主要涉及参与供应链各方之间

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问题；③从实施过程看，开始于供应的源点，结束于消

费的终点；④从服务对象看，锁定为产品或服务的最终用户；⑤从目标看，满足一定的

市场需求。

供应链存在于各行各业中，虽然不同背景下的供应链在结构和复杂性等方面存在差

别，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它是一个范围更广的企业结构模式，包括所有加盟的节点企

业，从原材料的供应开始，经过链中不同企业的制造加工、组装、分销等过程直到最终

用户。它不仅是一条连接供应商到用户的物料链、信息链、资金链，而且是一条增值

链，物料在供应链上因加工、包装、运输等过程而增加其价值，给相关企业都带来收

益。从物流的角度看，这实际上等于认同每个企业都是处于一条或多条供应链中的成

员，因此提高绩效不应再局限于自身，而是应该从整个供应链的角度出发，通过大家的

协作取得，从而实现所有成员的“多赢发展”。

综合以上各种研究和分析，本文认为的供应链定义如下：供应链是一群企业围绕一

个终极的共同市场目标，根据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类型特点，选择供应的起始企业直至

消费产品或服务的最终顾客及其中间环节涉及到的一系列对供应链绩效有关键影响的企

业所组成的网络，通过对其中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规划、控制、集成与重组，实现

把原材料或数据转化成产品或服务送到消费者手中，并可考虑回收的一个整体动态、敏

捷的集成网链结构模式，如图2-1所示。

需求拉动——————————————+销售点信息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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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供应链的特征

本文根据供应链的定义认为供应链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供应链中的各个成员必须以一个共同市场需求作为目标，供应链的形成与存在

都是基于一定的市场需求而发生，市场需求是供应链中信息流、物流或服务流、资金流

运作的动力。

②供应链的起点和终点的选择是不确定的，需要根据供应链的战略目标来确定，

应该只选取对供应链战略目标或绩效起关键作用的企业。但供应链节点企业往往由多

个、甚至多国企业构成，所以供应链结构模式比单个企业的结构模式更为复杂。

⑧供应链管理者必须对其中涉及到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进行全局的规划、控

制、集成与重组，实现业务流程的跨企业管理。

④供应链管理因企业战略和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需要，其中节点企业需要动态地

更新，这就使很供应链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和敏捷的适应能力。

⑤供应链其实是个网状结构，企业往往存在于多个供应链中，实际上所有的企业

都能在全球供应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⑥供应链既可以以提供产品的形式出现，也可以以提供服务的形式出现。

2．1．3供应链的竞争环境
技术的创新和激烈的竞争加快了所有行业的变化速度，即所有行业运转的速率越来

越快，在几乎每一种形式的经济活动中，人们都无一例外地感受到了其速率令人不知所

措的加速度旧。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市场竞争的环境不断变化，影响供应链获

取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也发生着变化。

(1)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Internet／Intranet，Extranet以及电子商务这种新型商业模

式的广泛应用，使得供应链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跨地域甚至全球化的市场。一方面，促使

企业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内寻求客户和商业机会；另一方面，企业在建立全球化市场的同

时既在全球范围内造就了更多的竞争者，又大大增加了全球竞争的激烈性。

(2)入世后遇到的更多的竞争对手

我国已经加入WTO，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将会遇到具备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管理方

法、出类拔萃的人才、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发达的信息技术的各种企业。在这样一

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质量是一切竞争的源头，只有高质量可以争取到客户的青睐和认

可，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3)交货期的要求越来越高

随着经济活动的节奏越来越快，每个企业都感到客户对时间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一变化的直接反映就是竞争主要因素的变化，产品质量和价格仍然是竞争的主要因

素，而提高整条供应链的质量为适应这一要求提供了基础，因此提升供应链的质量来缩

短产品开发和生产周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满足客户需求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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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

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发展，企业产品开发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与此相对应的是

产品生命周期曰趋缩短，更新换代速度明显加快。由于产品在市场上存留的时间大大缩

短，企业在产品开发和上市时间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技术的优势越来越短暂，给企业

造成巨大的压力。

(5)顾客对产品和服务的期望越来越高

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客户己经不再满足于从市场上直接购买标准化生产的产

品，他们都希望得到按照自己要求定制的产品或服务。这一变化导致产品生产方式革命

性的变革。传统的用一种标准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模式已经不能使企业获得竞争

优势。现在的企业必须具有根据不同客户需求而定制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即“一对一”

的定制化服务。．

2．2关于质量的基本理论

2．2．1质量的概念及其特点
(1)质量的概念

质量：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特性：指可区分的特征，可分为固有的和赋

予的。固有特性就是指某事或某物中本来就有的，尤其是那种永久的特性；赋予特性不

是某事物本来就有的，而是完成产品后因不同的要求而增加的特性。要求：指明示的、

通常隐含的或必须履行的需求或期望。要求是以由不同的相关方提出，而且不同的相关

方对同一产品的要求可能是不相同的。

为了准确把握质量的概念，有必要回顾一下质量概念的发展历史。质量概念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企业竞争焦点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发展。企业的竞争焦点经历了产品导

向、制造导向、销售导向和今天的竞争导向。在产品导向阶段，所谓的质量是指达到产

品设计者预期的功能；在制造导向阶段，高质量意味着符合产品规格；在销售导向阶

段，质量除了指产品符合规格以外，还包括质量保证的一系列措施；在竞争导向的今

天，质量好就是指在性能、可信性、安全性、适应性、经济性、实践性等方面全面满足

顾客需求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改善质量而使顾客满意。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质量管理大师Joseph Juratl把质量定义为由顾客决定的

“适于使用”的性能。

到了70年代，Philip Crosby综合了Joseph Juran和传统的质量观念，把质量定义为

“顾客需求的满意”。

Kaoru Ishikawa扩展了顾客的概念，他将顾客定义为：“过程的第二步就是你的顾

客”[71。

David Garvin对质量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剖析。他认为产品质量是一个多维的概

念，其中产品和服务只是质量维中的某些维。David Garvin的主要贡献是通过对影响顾

客的关键质量维的识别和改进可以取得竞争的成功【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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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质量的特性

质量具有经济性、广义住、时效性、相对性的特性。

①经济性：由于要求汇集了价值的表现，物美价廉和物有所值表明质量具有经济

性。

②广义性：质量不仅指产品质量，也可指过程和体系的质量。

③时效性：由于顾客对产品、过程和体系的需求和期望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要不断

地调整对质量的要求。

④相对性：不同的顾客可能对同一产品的功能提出不同的需求，也可能对同一产品

的同一功能提出不同的需求，需求不同，质量要求也不同。

2．2．2质量研究的背景

质量管理理论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随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的发展而不断发

展，新的质量管理思想往往是在新的经济技术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又吸收了过去管理

思想的精华。从质量管理的发展历史来看主要经历了检验质量管理、统计质量管理和全

面质量管理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涌现出众多的先进质量管理方法，下

面分别介绍具有代表性的质量管理思想和方法。

(1)质量检验管理阶段

20世纪的前30年，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企业内部分工的细化，大多数企业把检

验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立了检验部门，质量管理进入“质量检验管理阶段”。这个阶

段的特点是以事后检验为主，这种方式只能是被动的事后检验，对不合格品的产生缺乏

有效的控制。质量检验管理的思想和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质量检验仍然是现代企业进

行质量控制的有效手段之一。

(2)统计质量管理阶段

20世纪40年代，为适应大规模生产的要求，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数理统计学家把概

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原理运用于质量管理，成功创立了“控制图”和“抽样检查表”等以

预防为主的质量控制方法，使质量管理发展到“统计质量管理阶段”。统计质量管理阶

段的质量管理范围从过程的结果拓展到了生产过程之中，典型的代表就是统计过程控

制，它通过对过程中影响因素的控制达到控制结果的目的。与检验质量管理相比，它的

范围从最终检验点拓宽到了过程，而且该阶段的检验无论从科学性还是形式上都较传统

的检验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

(3)全面质量管理阶段

1961年美国菲根堡姆fA．v Feigonbaum)首先提出全面质量管理的观点。全面质量

管理是质量管理领域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质量管理理论的逐步成熟，并为质量管理理

论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全面质量管理是在企业中以质量为中心，建立全员参与基

础上的质量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提出后相继为各工业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重视和运

用，并在日本取{!寻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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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质量管理是指：“一个组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

让顾客满意和本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达到长期成功的管理途径。”具体的讲，全

面质量管理就是企业的全体职工同心协力，把专业技术、经营管理、数理统计和思想教

育结合起来，使产品质量产生、形成、实现过程的所有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的活动构成

一个有效的指标体系，从而经济地开发、研制、生产和销售用户满意的产品。

(4)ISO质量管理阶段

如今，IS09000及其认证几乎家喻户晓，制造业、服务业、甚至事业单位都在贯彻

和认证IS09000系列标准。IS09000：2000《质量管理体系》的引言中提出了8项质量

管理原则：面向顾客、领导作用、人人参与、过程管理、系统管理、连续改进、面向事

实和供方关系。这八项原则提炼和概括了发达国家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具有广泛的适

用性，而不受地域环境、文化背景、组织规模和产品类型的限制。在供应链环境下，质

量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点己从传统的以企业为中心转向整个供应链体系，竞争优势

己不仅仅体现在产品质量和过程质量上，而是整个供应链体系的质量控制水平上。因

此，如果按照IS09000标准建立供应链的质量管理体系，将有利于质量管理体系的规范

化和程序化，有利于全体供应链成员参与质量管理，并对供应链全过程实施有效的质量

控制。

2．2．3质量先驱们的质量观
质量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这个水平，包含了不计其数的献

身于质量管理的前辈们的努力。从研究质量规律的专家到致力于质量改进的实践者，每

个人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在质量管理领域，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他们以

惊人的洞察力和睿智的思想，直接改变了世人对质量的看法，对质量管理这门学科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戴明(Deming)，朱兰(Joseph Juran)，克劳士比(Philip B．

Crosby)，以及费根堡姆(八V Feigenbaum)，石川馨(Kaoru Ishikawa)等，就是这样的

先驱，由于对质量管理的巨大贡献，他们被尊称为质量大师。本节将介绍其中几位大师

的经典质量哲学，以及他们对质量管理的贡献。

(1)质量管理之父～戴明

戴明博士有一句颇富哲理的名言：“质量无须惊人之举”。作为质量管理的先驱者，

戴明学说对国际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始终产生着异常重要的影响。

戴明的十四条质量管理原则：建立改进产品和服务的长期目标；采用新观念：停止

依靠检验来保证质量；结束仅仅依靠价格选择供应商的做法；持续地且永无止境地改进

生产和服务系统；采用现代方法开展岗位培训；发挥主管的指导帮助作用；排除恐惧；

消除不同部门之间的壁垒；取消面向一般员工的口号、标语和数字目标：避免单纯用量

化定额和指标来评价员工；消除影响工作完美的障碍；开展强有力的教育和自我提高活

动；使组织中的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去实现转变。

(2)零缺陷之父一克劳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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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j：比认为，质量管理有一_i原则是绝对的、基本的。

①质量即符合要求。对于克劳士比来说，质量既存在又不存在，在他的质量哲学

里没有不同的质量水平或质量等级．质量的定义就是符合要求而不是好。同时，质量要

求必须可以清晰地表达，以帮助组织在可测知的目标的基础上，而不是在经验或个人观

点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②质量的系统是预防。产生质量的系统是预防，在错误出现之前就消除错误成

因。预防产生质量，而检验并不能产生质量。检验只是在过程结束后，把坏的从不好的

里面挑选出来的，而不是促进改进。预防发生在过程的设计阶段，包括沟通、计划、验

证以及逐步消除出现不符合的时机。通过预防产生质量，要求资源的配置能保证工作正

确的完成，而不是把资源浪费在问题的查找和补救上面。 ．

③工作标准是零缺陷。工作标准必须是零缺陷，而不是“差不多就好”，“差不

多”的质量态度在克劳士比方法中是不可容忍的。而零缺陷的工作标准，则意味着我们

每一次和任何时候都要满足工作过程的全部要求，它是一种认真地符合我们所同意的要

求的个人承诺。

④质量的衡量标准是“不符合要求的代价”，它是浪费的代价，是不必要的代价。

质量成本不仅包括那些明显的因素，比如返工和废品的损失，还应包括诸如花时间处理

投诉和担保等问题在内的管理成本。

(3)费根堡姆

费根堡姆的质量观可以在以下三个质量步骤中得到体现。

①质量第一：管理层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制定合适的计划上面，而不应该仅仅放在

对不合格项的处理纠正上，管理者要对质量保持持续的关注并做出努力。

②现代质量技术：由于传统的质量部门只能解决系统中10％～20％的问题，为了

满足未来消费者的需求，从办公室人员到工程技术人员应协同一致地采用新的技术去改

进系统的表现。

③组织承诺：组织全体人员应得到持续的培训和激励，鼓舞员工的士气和增强质

量意识，并且认识到组织的每一项工作都影响着组织的最终产品的质量。

2．2．4质量管理的对象

质量管理涉及的对象非常多，下面介绍主要的几个对象：

①顾客：顾客是产品质量的最终评判者。倾听顾客的心声，满足顾客的需求，通

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注重创造顾客价值而使企业最大程度地获取顾客支持才能保证企

业取得竞争优势。在现代企业里，顾客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既包括最终用户又包括

供应链的下游企业。

②技术：技术是实现产品质量的基本保证。缺少先进的技术而谈质量管理和质量

保证是不现实的。质量管理的技术既包括设计和制造技术，又包括管理、分析、决策和

信息技术等。另外，许多先进制造技术和管理技术都是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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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不可能成功实施其它现代先进技术．因此信息技术在质量管理中的

作用非常重要。

③供应商、外协厂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竞争环境里，企业之『自J的关系既相互

竞争又相互合作，“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己经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了，企业

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核心能力，同时必须同其它企业结成战略同盟共同抵御市场竞争的

高风险。

④资源、组织和人员：在质量管理活动中会涉及不同的组织和人员，产品质量活

动中需要提供软、硬件资源。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人员、组织的合理分配是产品质量管

理活动的重要工作之一。和谐的组织、高素质的人员是实现产品质量的基本保证，加强

企业员工的质量意识和提高员工的文化和技能是企业制胜的法宝。

质量管理范围内的这些对象是一个协作的整体，它们共同对供应链质量的改进和提

高负责，研究供应链质量管理就是要应用先进的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促进质量过程、质

量活动的协调一致。

2．3关于评价的基本理论

2．3．1评价的含义

评价、评估、评判、评定意义相近。在实际应用中经常不加区分，它们共同的含义

是参照某种价值标准形成价值判断。英语中appraisal，assessment，evaluation，

measurement区别也不是很明显，在文献中混用现象比较普遍。本文统一用评价这个词

表示评估、评判等相同的意思。

评价是指对管理对象应用确定的度量尺度，采用相应的评判方法，将所得到结果与

事先预定的目标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和改进的过程。

评价中有个体主观因素的存在，因此不同个体对同一事物的价值判断就有所差别，

即使是同一评价者，在不同时间、地点对同一被评价对象的价值判断也会不同，可以表

现为权重的不同，指标值的不同，评价函数的选取不同等。所以，在评价中抹掉主观的

判断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如何使评价所得到的价值判断具有公允的特征成为评

价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判断评价科学性的依据。

评价的目的在于提示事物的价值，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实现价值和享用价值。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人类所做和所想的一切都是关系到要满足迫

切的需要和减轻痛苦，评价就是人类发现价值、揭示价值的一种根本的途径。

2．3．2评价的功能

评价是管理决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活动，通过修正偏离价值标准的行为，使其按预

定的目标和方向进行。评价的功能体现在以下方面：

①判断功能：判断包含鉴别与判定，主要是对评价对象的归属进行区分，用以判

定对象的某种属性对特定评价目标的从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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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择功能：通过事物之问的对比，形成丰1|对优劣程度的认识，进而选择价仇最

大的对象作为最优的选择对象。

一萤导向功能：通过评价、找出评价对象的不足之处，引导事物向有利于目标实现

的方向发展，促使评价对象在令质不断的完善。

④调控功能：持续的评价可以形成对事物发展过程的跟踪认识，通过对事物发展

过程偏离目标程度的分析，进而对事物进行调控。

⑤激励功能：评价形成的定性和定量评价结论是对被评价对象实现目标程度的判

定，通过对比，可以鞭策后进，鼓励先进，起到对不同层次群体的激励。

⑥探索功能：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有浅到深，由外及里的。评价过程对资料的

收集与分析，是对事物深层次再认识的过程。通过评价，可以逐步发现事物发展的规

律，进而形成科学的认识。

2．3．3评价的建立过程

从决定对事物进行评价到得出一个具体的评价结果，这一过程需要做许多具体的工

作，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的步骤：

①明确评价目的。明确评价目的是进行评价的第一步，即要做到“有的放矢”。目

标明确后，才能有针对性地收集资料，获取与系统评价相关的信息。系统评价的目的反

映了评价者对系统的价值取向。

②系统构成要素分析。系统构成要素分析是为了形成从整体到部分、从部分到整

体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完成对系统的全面认识，把握系统的特性，找出影响目标

实现的各个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是对系统构成要素的抽象认识，是衡量系统总体目标

的具体标志，不同指标反映系统的不同方面。指标体系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对系统构成要

素进行分类，更为有效地对系统要素进行量化处理。

④确定评价准则。评价准则是针对指标重要性做出的定量认识，指标反映系统的

不同方面，不同指标对系统目标实现的重要程度不同，因而有不同的权重关系。建立评

价准则即是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规范化，采取统一尺度衡量对系统的影响程度。

⑤选定评价方法。选定评价方法要综合考虑指标的特点、数据的特点以及实际评

价的特点等多方面因素。选择评价方法应能够合理地表现指标之间的关系，能够合理地

推定各要素对系统贡献。

⑥专家评价。评价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入来完成，专家评价有利于形成评价结果的

权威性，也有利于发现评价过程中隐含存在的问题。

⑦对评价结果进行检验。评价结果的检验是为了验证评价方法，评价过程的科学

性、合理性，是评价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评价的结果还可以包含通过周密思考和科学

判断所得的见解，并不局限于评价方法所得的结论。

⑧评价分析投告。评价分析报告是评价的最终成果，是形成对系统价值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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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评价的流程图如2-2如示。

I确立系统I-．1系统构成I-4建立评价I-．1确立评价
l评价目的I I要素分析I l指标体系I 原则

评价分析

报告

专家进行

评价

设计评价

模型

圈2-2系统评价的流程图

综合评价是相对于单项评价而言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评价个体的多少，而在

于评价指标体系的复杂程度。综合评价是多元、多属性、多指标对象的价值判断，一般

来说，评价对象比较复杂，需要通过某种假定，利用某种方法，对指标进行合成，得出

一个组合后的评价值。评价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决定评价结果的性质。

2．4指标和指标体系

2．4．1指标的内涵

指标的含义是指明、揭示、宣布或使人了解等，是反映总体现象的特定概念和具体

数值。通过一个具体的指标，可以认识所研究现象的某一特征，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

如果把若干有联系的指标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从多方面认识和说明并比较复杂现象的许

多特征及其规律。

2．4．2指标的功能

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中的指标具有多种功能，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①反映功能。它是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基本功能。整个评价体系是对供应商、

制造企业以及分销商的质量分别评价，然后再进行综合评价。每个指标都具有一定的反

映功能，体现出各个环节的质量，从而进行质量综合评价。

②比较功能。当指标被用来衡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状态或条件时，它就具有了比

较功能。比较功能也可分为两类：一是横向比较，即在同一时间序列上对不同供应链的

质量进行比较；二是纵向比较，即对同一企业的不同时期整条供应链质量的比较。

③评价功能。它是反映功能和比较功能的深化和发展。这是因为，反映和比较本

身并不能说明供应链质量的状况，只有对反映和比较的结果做出评价，对前因后果做出

解释，对质量做出判断，才算是对供应链质量做了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映功能和

比较功能，只是供应链质量评价指标的基础性功能，只有评价功能才是供应链质量评价

的核心功能。

④调整功能。它是评价功能的延伸。评价为计划提供依据，计划是根据评价结果

对实际工作所做的安排或采取的对策。根据供应链质量评价的结果，提出下一阶段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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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和解决。

2．4．3指标的类型

按照不同的标准，指标可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如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描述性指

标和评价性指标，正指标、逆指标和中性指标等。

描述性指标具体反映某种现象的状况，这种指标具有独立性、基础性的特点。每个

描述性指标都有不同的计量单位，因此不能简单地相加以综合反映某一层次或某一方面

的情况。

评价性指标也称分析性指标或规范性指标，它是指度量实际状况与参照状况之间的

差距，或将实际状态与参照状态加以比较，如“比”、“率”、“度”等。

通常指标是指某一参数或某些参数导出的值，是对更基本的数据的集成或综合，但

它所具有的含义已经超越了这些基本数据本身。指标是一种定量化的信息，可以帮助人

们理解事物是如何随对间交化的。

2．4．4指标体系

指标不是一个一个孤立存在着的，它总是作为一个体系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的。所

谓指标体系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具有层次性和结构性的指标组成的有机序

列。它具有目的性、理论性、科学性、系统性等特点，一旦采用了指标体系，它们就将

引导数据与信息的收集、分析、评价和报告过程，使这些过程更有效，也使评价者更好

地组织、综合和利用信息。

2．5供应链质量的形成

在供应链环境下，生产、销售、售后服务需要由供应链成员企业共同完成。供应链

质量客观上是由供应链全体成员共同保证和实现的，它的形成具有传递规律、合成规律

和匹配规律。

(1)质量传递规律

供应链的组织结构是一个围绕核心企业形成的复杂的网状模式，是一种虚拟组织。

在供应链质量的形成过程中，核心企业是供应链质量信息中心和宏观质量管理中心，负

责收集顾客的需求信息并制定供应链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和质量策划，各成员企业依据

核心企业发布的质量标准和下游企业的质量要求进行产品质量控制和传递。

产品质量分别在供应链上各成员企业内部形成后，其质量特性伴随物流传递给下游

企业，构成下游企业产品质量的一部分。各下游企业通过验证上游企业产品质量特性和

使用上游企业产品将质量特性的信息反馈给上游企业，上游企业据此进行质量改进和控

制。在此过程中，伴随着物流和信息流从原材料供应商到最终用户的正向质量信息流，

以及从最终用户到原材料供应商的质量信息反馈。我们将伴随产品形成从原材料供应商

流向最终用户的质量特性定义为“正向质量流”，而从最终用户到原材料供应商的质量

信息反馈定义为“逆向质量流”；两者合称为“质量流”。而在“逆向质量流”中，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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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最终用户直接将质量信息反馈给核心企业的情况：这时，核心企业收到最终用户的

质量信息后进行质量改进，并将改进后的产品通过分销商、零售商销售给最终用户。

供应链上吾层成员企业或同层成员企业通过Intcrnct／Intranct／Wcb进行质量信息的交换和反馈

————+正向质量流 《⋯逆向质量流

图2-3供应链中的质量流

(2)质量合成规律

事实上，在供应链系统中，质量特性及其影响因素与控制措施的传递、积累、转换

以及相互作用构成了贯穿供应链系统相关过程与环节的质量链。虽然产品的最终质量在

表象上体现为产品在最终用户环节的质量，其实质是一系列质量子特性与子活动在质量

链各环节中传递、积累以及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供应链中的下游企业通过将上游企业

传递来的产品质量特性与顾客和供应链对本环节的质量要求进行了有机合成、整合形成

本企业的产品质量特性，通过质量特性的进一步传递、合成形成最终的产品质量。

(3)质量匹配规律

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桶壁的那块最短的木板，而不是取决于那块最高的木

板。同理，一件产品质量的高低取决于那个品质最次的零部件，而不是取决于那个品质

最好的零部件，此现象通常被视为“木桶效应”，而在供应链中同样存在。供应链上质

量管理水平差的企业往往就成为供应链的瓶颈，一旦这种“短板”不能满足顾客期望和

供应链运作要求，将大大降低供应链的服务水平，供应链就有可能陷入断裂的危险。因

此，在供应链中，要求上游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必须与下游企业的产品质量相匹配，并

与顾客的期望相匹配，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供应链。

2．6本章小结

本章阐述了供应链的基本概念和特征，质量的概念、特性、研究背景以及质量先驱

们的质量观，特别提出了质量管理的对象，并对评价的含义、功能以及评价的建立过程

进行阐述，此外对指标的内涵、功能进行了分析，最后阐述了供应链质量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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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内涵分析

3。1研究背景界定

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将不同层次的上游供应商、下游分销商按照必要且可能的

原则集成在一起，形成的一个能够适应环境变化，持续改进业务流程，追求供应链利益

共享的动态企业联盟。在实践中存在各种类型的供应链处在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复

杂程度及其组织结构，相互之间联系的稳定性和紧密程度也不同，因此对不同背景的供

应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价。

考虑到基于供应商一制造商一分销商模式的制造型供应链在实践中仍然居于主导地

位，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对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背景做出如下的

假设：

①供应链处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中。

②供应链处在制造彳亍业中，属于需求导向型供应链。

③供应链中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管理信息技术对供应链中的业务流程，信息沟

通提供必要的支持。

④选取核心制造企业和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分销商共同组成的供应链构成简化模

型。

3．2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需求主体

对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需求主体首先应该同供应链各成员

的质量有直接的联系，他们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供应链的整体利益、行动和愿望。

根据利益相关这理论，容易得出如下制造企业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需求主体，如图3-1

所示：

图3-1供应链质量评价的需求主体

①各企业所有者：供应链的整体质量显然会影响到所有者的利益。

②供应链管理人员：包括供应链各成员(尤其核心企业)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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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政府和社会公众：供应链的质量及其产业影响力、区域影响力将使得政府和公

众对其加以关注。

④客户：供应链的运作质量将影响到客户利益，比如服务和技术支持。

3．3供应链环境下的质量管理思想

供应链质量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全面正确地反映供应链的质量，必须

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供应链质量主要指供应链的各个成员即供应商、制造企业和分销

商对各自功能行使所完成的程度，因此供应链质量评价应该包含直接或间接与此相关的

各项指标，如供应商的质量、制造企业的响应速度、分销商的服务水平等等。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质量管理以顾客满意度为目标，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①质量管理的范围从单一企业拓展到了供应链网络群体的总体质量管理，质量管

理思想的统一是供应链正常运行的根基。

②围绕核心企业对从供应商到分销商的网络运行质量提出出更高的要求。

③应以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为指导实现体系管理，建立动态、开放、发展的

质量管理体系。

3．4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原则

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原则是进行质量评价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规范，考虑到目

前没有权威的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评价概念这一现实，有必要通过制定供应链质量综合

评价的基本指导原则，来最大程度的保证所建立的评价框架及其指标体系科学、合理、

全面、有效，满足当前对制造企业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实践需求。

根据马士华等人给出的供应链绩效评价的九项原则，结合供应链质量管理的特点及

其评价范围，给出如下进行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指导原则：

①评价体系应该体现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战略和目标，同时也要和供应链各成员

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

②评价体系应该易于理解，突出重点，对关键因素进行评价，同时不能为了简化

丧失其有效性。

③注重供应链质量的整体优化，同时兼顾供应链各成员质量的优化。

④根据质量评价的不同需求主体的关注领域建立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框架及其指

标体系。

⑤评价指标能够激励组织进行持续的改进，而不只是监控。

⑥评价指标应该简单有效、便于理解、容易量化、可操作性强。

⑦相对指标要优于绝对指标，客观指标要优于主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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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内容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进行供应链质量的综合评价：

①供应商的质量。以供应商的质量为总目标，设定产品质量、响应速度、财务能

力、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五个二级指标以及各个二级指标下属的细项指标来对供应商的

质量进行评价，既为供应商的选择和评价提供理论依据，又为整条供应链的运行提供基

础保障。

②制造企业的质量。以制造企业的质量为总目标，设定产品质量、响应速度、财

务能力、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五个二级指标，再各个二级指标下设细项指标来对制造企

业的质量进行评价，既为制造企业的运行进行检查和评价，又为整条供应链的核心企业

给与监督。

③分销商的质量。以分销商的质量为总目标，设定服务质量、响应速度、信息服

务、财务能力和发展能力五个二级指标，再各个二级指标下设细项指标来对分销商的质

量进行评价，既为分销商的选择和评价提供理论依据，又为整条供应链的运行提供基础

保障。

④整条供应链的质量。以供应商、制造企业和分销商的运行质量为基础进行整条

供应链的综合评价，其中以供应链综合质量为总目标，各成员质量为分目标进行综合评

价。

3．6本章小结

本章对该论文的研究背景加以界定，并提出了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需求主体和评

价原则，此外还阐述了供应链环境下的质量管理思想和评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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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应链质量的综合评价

4．1供应商、制造企业与分销商质量评价研究综述

4．1．1供应链绩效评价与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

(1)国外供应链绩效研究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绩效评价问题，国外众多学者经过长期探索，建立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下所述：

Sink和Tulle以“供应商一投入一加工一产出一客户一成果”为基础，提出了一个

由7项评价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即效率、有效性、生产率、盈利能力、质量、创新和

工作环境，该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将企业绩效的评价与战略计划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191。

Lummus等人认为，改善供应链管理的关键是把供应链战略与总的业务战略紧密联

系在一起，提出了实施供应链管理的七步战略结构，进而又提出了供应链绩效测评的主

要考核指标110{(如表4．1所示)。

表4-1供应链绩效考核指标体系(bl彻nu曲

准则 指标描述

供应

转换

交货和运输

供应商可靠性(supplier reliability)

供应商提前期(supplier leadtime)
过程可靠性(process reliability)

加-j=时间(changeover time)

计划完成状750(schedule attainment)

完全完成定单率(perfect order completion)

补货提前期(replenishment leadtime)

运输时Ihq(days on hand)

霎带譬柙 供应链总库存成本(total supply chain inventory)

!：三： 旦整堕囹f!!望!￡罂!!!i!型
供应链研究权威机构一供应链管理委员会(scc)在供应链作业参考模型(Supply

西ain Operations Reference，SCOR)CP提出测评供应链绩效的11项指标，包括交货情

况、订货满足情况、完美的订货满足情况、供应链响应时间、总物流管理成本、附加价

值生产率、担保成本、现金流周转时间、供应周转的库存时间、资产周转率。

Roger模型由Roger教授提出，认为顾客服务质量是评价供应链整体绩效的最重要

手段。具体地说，应从以下九个方面进行：①有形的外在绩效，供应链管理的具体功

能、易用性等；②可靠性；③响应速度，供应链管理平台本身的响应速度以及企业通过

供应链管理平台对客户提供服务的迅捷性；④能力，企业必须掌握的技能和知识和供应

链管理平台的管理能力深度：⑤可信性，企业按时交货的能力；⑥安全性；⑦可接近

性，即客户或者供应链外的组织与供应链成员接触的便捷性；⑧沟通能力；⑨理解顾客

能力。

文献【11．14】分别从不同角度考虑供应链绩效的评价，但在这些研究中供应链绩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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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主要是成本和客户满意度，偶尔也用到柔性和响应速度，如表禾2所示。

表4-2文献11．14绩效评价指标

指标 评价指标 文献

柔性 能力使用度最大 Voudoufis【J”

响应度

客户满意度

成本和时间

缺货概率最小

实现目标服务水平

成本和时间最小

Altiok＆Rajiaall21
Lee＆Billingtonll∞

Amtzen ehaltl4l

(2)国内供应链绩效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逐步发展，在我国很多研究学者积极对供应链及其绩效评价进行研

究，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具体如下所述。

霍佳震教授提出了基于顾客价值和供应链价值的供应链绩效评价体系，从顾客满意

度、供应链的投入、产出和财务方面进行评价，并分别建立了核心企业、供应商及零售

商的绩效评价体系【拄切。

徐贤浩等人提出了能反映整个供应链业务流程绩效的评价指标，包括：产销率，平

均产销绝对偏差，产需率，产品出产循环期，供应链总运营成本，核心产品成本，产品

质量等【18J。

马士华等提出了供应链绩效评价的一般性统计指标，包括客户服务、产品质量、资

产管理和成本四个方面。除了以上一般性统计指标外，供应链的绩效还应辅以一些综合

性的指标，如用户满意度、企业核心竞争力、核心能力等来反映119J。

(3)供应链质量评价与绩效评价的比较

本文是作者在查阅供应链绩效评价和质量管理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供应链质量综合

评价理论，它与供应链绩效评价既存在一定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具体如下所述：

①二者的相同点：二者都是以系统的观点对供应链这一客体进行评价；二者都是

追求为最终用户服务提供最好的服务；二者评价的过程都贯穿于供应链的始终；二者评

价的指标具有相似性；

②二者的侧重点不同：绩效评价侧重于对供应链价值的追求，通过绩效评价结果

对供应链进行监控、管理和指导；而质量评价侧重于对供应链质量的追求，质量评价结

果可以发现供应链实施过程的质量问题，通过对问题的解决来实现优质供应链运行。

4．1．2供应商质量评价研究综述
与供应商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已为大多数学者和企业所接收，供应商的开发和管理

已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Handfield等人认为，完整的供应链开发和管理包括七个步骤，即判定关键商品、判

定关键供应商、建立跨部门的工作团队、与供应商的高层管理者进行接洽、判定主要项

目、签订详细协议、控制实施过程并修正战略。

Dickson是最早对供应商进行研究的【20l，他分析了170份对采购代理人和采购经理

的调查结果，得到表4．3所示的23项供应商选择指标体系。



表4-3 Dickson的供应商选择指标体系

A=极端重要B=相当重要c三一般重要D=稍微重要

Hatherall对制药业的调查结果显示121】，评价供应商的常用指标有

量、价格、服务、技术能力、地理位置、信誉度和往来安排。

堪述勇、陈荣秋通过对神龙汽车公司的零部件供应商进行调查【221，

择应该依据供应商在质量、交货期、批量柔性、交货期与价格的权衡、

衡等方面的水平，而不能仅仅依靠价格进行选择。

8项，依次是质

指出供应商的选

价格与批量的权

臣匠固臣面团

图4．1长期创新型供应链下的供应商绩效评价体系

霍佳震教授运用供应链的理念来研究供应商绩效，得出四种不同类型供应链类型

下的供应商绩效评价体系，图4-1是长期创新型供应链下的供应商绩效评价体系1161。

马士华、林勇等人提出影响合作伙伴选择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四类：企业业绩、业务

长期创新型供应链下的供应商绩效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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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生产能力、质量系统和企业环境，并构建三个层次的综合评价体系(见图4．2)，

第一层次是目标层，包含以上四个主要因素，具体因素建立在指标体系第二层，与其相

关的细分因素建立在第三层。

图4-2供应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4．1．3制造企业质量评价研究综述
对于制造企业质量评价的研究，主要源于企业绩效评价的研究。

纵观企业绩效评价的大量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第二，绩效评价体系的构架；第三，绩效评价研究的

其它成果：下面的评述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来进行：

(1)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

企业绩效评价指标选取的演进历程揭示了从财务指标到包含非财务指标的综合指

标、单一指标到多维指标的发展方向。

Pawar and Driva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的产品开发和设计中最常使用的是成本、．

实际成本与预算成本纸币、实际完成时间与预定完成时间之比、市场提前期和生产前的

试验领域五个评价指标：

Bond通过分析发现，目前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主要采用质量、交货可靠性、顾客满

意度、成本、安全和士气六个评价指标口1。

Medofi and Steeple按照竞争优势和企业成功因素对应列出了六项指标，它们包括：

质量、成本、柔性、时间、交货和未来成长【241。

Lynch andCross则提出了一个层次模型1251，其目标层是企业形象，该指标通过市场

指标和财务指标来描述，而且被细化为顾客满意、柔性和生产率【261。

(2)绩效评价体系的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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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绩效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简单的指标不能正确反映企业的绩效水平，

必须采用合理的体系架构。一段时间以来，各国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建立了不同的企

业绩效评价框架模型，著名的有“Sink and Turtle”模型、“评价指标家族”模型、“均

衡记分卡”模型等。
’

“评价指标家族”(Family of Measures，FOhD体系由五组评价指标组成12。71，它们

分别是盈利能力、生产率、外部质量、内部质量和其它质量。

“均衡记分卡”(Balanced Scorecard)模型由Kaplan和Norton于1992年提出，该

体系提出了一套系统的评价和激励企业绩效的方法，由财务角度、顾客角度、内部运作

过程和学习与成长四组指标组成。

(3)绩效评价的其他研究成果

除了评价指标选取和体系构架之外，许多学者还从其它角度对绩效评价做了研究。

Bourne等人认为，要建立和实施一个完整的绩效评价体系应包含以下四个步骤

l嚣】，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评价指标的选取、评价体系的应用和战略假设的验证。

文献【29】表明，绩效评价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推动该系统演进和变化的因素主要

来自四个方面：内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过程因素和转换因素，如图4-3所示。

内部影响因素 l I 外部影响囚索

☆力量关系
☆ 占优的合作兴趣
☆ 同等单位的压力

☆需求合理性

过程因素

☆ 评价实施的态度

☆政策过程的管理

☆创新的饱和度

☆缺乏系统设计

绩效评价系统的

演进与变革

☆法律规定

☆市场的多样性

☆信息技术

☆工作性质

转换因素

☆ 高层管理支持的程度

☆ 因变革致的损益风险

☆ 组织文化的影响

图4．3绩效评价系统演进和变革的影响因素

Begemann提出了一套动态绩效评价体系的框架，为了满足不同条件对评价体系的
不同要求f30l。该框架的三层体系包括以下几个子系统：外部环境控制子系统、内部环境
控制子系统、反馈控制机制、配置子系统、简化子系统和保障子系统【31J。

4．1．4分销商质量评价研究综述
在制造企业的整个供应链中，分销商直接面对最终客户，要在正确的时间把正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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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产品送达正确地点的正确客户手中。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直接面对客户的分销商的

质量也是以制造企业为核心的整个供应链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分销商是市场触角，与

最终客户的紧密关系决定了分销商在整个供应链中信息收集中心和服务中心的地位。

目前对分销商质量评价的研究还不多见，就作者所涉猎的文献中，只有文献f17l霍

佳震教授在2002年工业工程与管理中发表一篇名为《基于供应链的零售商绩效评价体

系研究》对零售商的服务绩效和内部绩效评价进行了研究。

4．1．5国内外文献研究分析结论

根据上述文献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绝大部分研究以评价供应链的效益为主，很少评价供应链的综合质量。但是随

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和客户需求的I=l益多样性，供应链的质量状况

将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因而其研究意义也愈显重要。

②大部分研究是以成本或者客户满意等作为供应链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而对时

间、响应速度以及产品质量等反映供应链质量的指标考虑较少。

③对供应链绩效评价的研究大多是对现有供应链的评价，很少考虑到供应链运行

时供应商和分销商的选择对供应链运作质量的影响。

4．2供应商的质量评价

4．2．1供应商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地位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横向一体化”管理模式逐步取代了“纵向一体化”管理

模式，企业借助外部资源来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通过集中精力提高自己的核心能

力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企业注重管理产品开发和市场，只生产关键零部件，有的甚至

完全将产品委托给其它企业生产，企业从“腰鼓型”转变到“哑铃型”。产品生产形成

了由供应商到制造商再到分销商、直接用户的链状结构。在“纵向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里，产品质量的管理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产品质量在企业内部形成，服务由企业自己

承担。但是，在“横向一体化”的管理模式里，产品质量的形成常常经历了许多企业和

组织，产品质量在核心企业内部和外部形成一种链状结构，服务也因此变得更复杂。为

了有效控制产品质量，保持产品质量管理的持续改进，必须增强供应链中供应商对象的

管理。供应商是供应链上的重要环节，对供应链质量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供应商

的评价和选择技术是供应链质量管理中的关键技术之一，供应商管理在供应链质量管理

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和持续改善

由于企业产品质量形成过程包含许多的外部过程，涉及许多组织和人员，另外市场

环境风云变幻，产品质量形成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不稳定因素。通过及时、准确的评价、

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加强对供应商的管理和控制，可以减少影响产品质量稳定性和持续

改善的不利因素，保证供应链质量管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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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降低质量成本和质量管理成本

在供应链质量管理过程中，质量成本和质量管理成本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损失质量成

本构成的。如果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半成品的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将大大增加损失质

量成本，当产品发生故障时，企业往往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维护i另外，

部分顾客会因为产品的故障而索赔甚至投诉，不仅造成了企业的直接经济效益损失，而

且造成了企业的形象和信誉损失，如果处理不当会失去大量顾客。加强对供应商的管理

和控制，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些损失，并且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产品的质量评定成本和管理

成本，对于优秀供应商的产品可以免检，省去大量的检测费用。

(3)改善企业的产品服务状况

目前，许多企业特别是我国的企业，在质量服务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常常在产

品销售的旺季出现服务跟不上的情况，导致了许多顾客的抱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供

应商的管理和控制不利，部分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量不稳定，或者是供应商的服务体系

不完善。当然，对一个企业来说，加强对供应商的管理不仅是质量方面的问题，还影响

到企业的交货、提前期、成本、产品设计、库存水平等决定企业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

4．2．2供应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供应商的质量是指，供应商按照制造企业给出的采购定单以合适的质量、数量和价

格、在合适的时间及时、准确送达制造企业指定地点完成的程度。构建合适的供应商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是选择质量好的供应商的关键所在，为使所选指标满足质量评价的要

求，总结前述章节对供应商选择的有关论述，以及相关文献的论述，作者构建了如图4—

4所示的供应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由5类、计15个指标组成，各指标的具体涵义与度

量见下一节。

图4-4供应商质量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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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供应商质量评价指标的量化
供应商质量评价指标的量化如下所述：

(1)产品质量

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是指供应商所提供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的质量，主要从三

个方面进行考察：产品价格水平、产品质量水平以及供应商的质量认证情况。供应商所

提供的产品即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的质量是影响整个供应链质量的关键因素，它们

的质量出闯题势必会影响供应链的最终质量效果。

①产品价格水平：设某供应商提供的产品A的价格为尸。，制造企业须支付的变动

费用为价格的S％，同行业中该产品的平均价格为只，估计的平均变动费用为平均价格

的S％，则该供应商的价格竞争优势，即价格水平为：

‰一半群 (4．1)

②产品质量水平：即一定时期内合格产品数量占总所购产品数量的百分比。设一

定时期内制造企业向某供应商采购产品爿共计Ⅳ次，第，(1对≤N)次的采购量为P1j，
其中合格产品的数量为PQ，则该时段内该供应商提供产品的合格率为：

PQj

局-号一xi00％
一

再咒 (4-2)

③供应商质量认证情况：质量认证情况指供应商所取得的质量认证体系占目前该

行业公认质量保证体系的百分比。

(2)响应速度

供应商的响应速度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准时交货比率、产品柔性和交货柔性。

①准时交货比率可用一定时期内准时交货次数与总交货次数的百分比表示。所谓

准时交货是指按照制造企业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段将制造企业订购的产品送达其手中，

它是一个时段。设时段t内准时交货次数为肋，总交货次数为M，则准时交货率为

Pd-心dfNax 100％。

②产品柔性可表述为一定时期t内新产品引进数量(种类)占产品总数量(种类)的百

分比。新产品主要分为全新型新产品、换代型新产品、改进型新产品和仿制型新产品等

四大类。设新产品种类数为么，供应链经营的各产品种类总数为9，则产品柔性的计

算公式为：昂=(G／QJX 100％。 ，

③交货柔性指反映交货时间变更时供应商的反应能力，该指标可以采用能够缩短

交货时间的松弛时间占总交货时间的百分比表示。计算方法如下：假设整个交货过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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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M阶段(如定单确定、生产、包装、运输)，第i阶段由州i项工作组成；L耐是完成

阶段m中的工作j需要的最长时间；厶f是完成阶段中的工作j需要的最短时间，阶段

m中工作j的松弛时间殆为：殆《w．％f，整个交货过程的全部松弛时间T为：

r；了7疋。
篇钉。

若完成整个交货任务所需要的最长时间死。为：70一罗max(L。L。：，．．．k；)，则

交货时间柔性比率乃为：Fd=T／霸。。

(3)财务能力

供应商的财务能力可以从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存货周转率三个方面考虑。

①资产负债率：该指标用于衡量供应商的长期偿债能力，反映企业是否具有可持

续发展的能力。计算公式为：

资产负解黼=糕鬻蓊瓣燃 。㈣
⑦净资产收益率：指净利润与平均净资产的比率。净资产收益率=蒜燃 (“)

⑨存货周转率：是用一定时期企业的销售成本与存货平均占用额之比来计算。存货周转率-名黼 (")
(4)管理水平

供应商的管理水平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成本控制有效性、质量控制有效性和顾客

抱怨解决时间。 ‘

①成本控制有效性：为了取得价格竞争优势，企业必须采取各种手段来控制成本

水平，如购买设备、培训有关人员等。设一定时期内供应商为进行成本控制所支付的费

用为C矗，因为采取控制措施而节约的成本为鼠k，期初制定的控制倍数为Ⅳ，则该时

期内成本控制的有效性为：

c。一托。v

E．-—_==c上—一×100％“
N (4-6)

②质量控制有效性：设一定时期内供应商为进行质量控制所支付的费用为Coe，

因为采取控制措施而取得的额外收益为EGoc，期初制定的控制倍数为Ⅳ，则该时期内

质量控制的有效性为：

‰一
垒二墨垒一Ⅳ

兰垒 。100％

N(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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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顾客抱怨解决时间：在实际评价中，制造企业与供应商协定一个稳定的时段作

为衡量基准，然后用实际解决时间小于协议时段的抱怨次数占总抱怨次数的百分比来表

示该指标。设时段T内制造企业共向某供应商发出Ⅳ次抱怨，其中第，(1≤≯≤N)次抱怨

的解决时间为瓦，制造企业与供应商协商的抱怨时间为夙，则满意抱怨解决时间百分比

为：

P．—Uwn(T—o>Br)×100％
‘

Ⅳ (4．8>

(5)技术水平·

供应商的技术水平可以从新产品销售比率、新产品收益率、先进技术的应用程度、

技术问题的解决能力、技术人员水平五个方面考察。

①新产品销售比率：即一定时期内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它

反映了供应商产品更新换代的能力。设一定时期内某供应商的新产品销售收入为^kh，

其它产品的销售收入为D。k，则该时段内的新产品的销售比率为：

尺。——!生Lxl00％
N№+Omaes(4-9)

②新产品收益率：即一定时期内的新产品销售毛利占新产品开发成本的百分比。

设时段丁内某供应商的新产品毛利为GrosspN，该产品的研发总成本为TotalRD，预期生

命周期为S，则该时段内的新产品收益率为：

⋯Urossp^r
‰。瓦瓦了

【S／TJ (4．10)

其中【)q表示大于等于x的最小整数值。

③技术问题解决能力：一定时『白J段内，技术人员对所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成功数量

占技术问题出现总数的比率。

技术问题解决能力=亏霎蒿旨誓瓣x100％c4-·t，
4．3制造企业的质量评价

4．3．1核心制造企业扮演的角色

核心企业在整条供应链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供应链运作的好坏以及整个供应链

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应链上的核心制造企业的影响力。核心制造企业在供应

链中扮演着信息交换中心和物流集散调度中心两个角色o“。

(1)信息交换中心

来自下游分销商的需求信息通过不同层次和不同渠道的分销商传递到核心企业，核

心企业经过处理，再把分解后的需求信息发送给上游供应商。一批定单完成后，再依相

反的方向从原材料供应商将信息反馈给中游的核心制造企业，经核心制造企业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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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反馈给下游企业。供应链质量的好坏直接受供应链信息的影响，由于供应链的运作效

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链上的信息交换质量，因此，要想通过信息共享达到物流顺

畅、产品增值、提高供应链质量的目的，就必须提高供应链上的信息传递质量，尽可能

地消除由于信息延迟及供应复杂性提高导致的“牛鞭效应”。
。

(2)物流集散调度中心

从产品制造过程看，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和配套服务由不同的渠道流向制造商，经

制造商加工装配为成品后，流向分销商，最后到达最终用户，形成以制造企业为集散中

心的整个物流流程。制造企业扮演了对物流集散的“调度”角色；向供应商适时发出物

流需求指令，向分销商发出供货指令，以保证各节点都能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价格

和合适的质量得到正确的产品，从而保证整条供应链的质量。

-4．3．2制造企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制造企业质量是指，按照分销商、零售商和客户所要求的合适的时问、地点以及价

格，以准确的数量、品种和合适质量提供他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完成的程度。制造企业

质量的评价指标要能够全面反映制造企业的各个方面，尽可能量化，并具有可操作性。

综合前述有关制造企业的评价指标，我们认为制造企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拟分为5类、

共18个指标较为合适，具体情况如图4-5所示，各指标的具体涵义与度量方法见下一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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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制造企业质量评价指标

4．3．3制造企业质量评价指标的量化

由于供应商也可以视为一个单独的制造企业，所以制造企业质量评价的很多指标与

供应商质量的评价指标相类似。因此，与供应商质量评价相似的指标在这里略去，只列

出在供应商质量评价中没有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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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产品质量

制造企业的产品质量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产品价格水平、产品质量水平和质量

认证情况来考虑。

(2)响应速度

制造企业的响应速度从四个方面来考察：物料采购及时率、准时交货比率、产品柔

性和交货柔性。

物料采购及时率：指制造企业进行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采购的及时情况，采购

及时的物料占全部所需采购物料的比率。

物料采购及时率=丕亲篱警纂篙笏；；；；；蕊x100％ c4-·z，

(3)财务能力

制造企业的财务能力可以从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存货周转率三个方面来考

虑。

(4)管理水平

制造企业的管理水平可以从四个方面考察：质量控制有效性、成本控制有效性、培

训费增长率和顾客抱怨解决时间。

培训费增长率：指本期培训费用与前期培训费用之差与前期培训费总额的比率。

培训费增长率=奎驾翥桨摹爿黔×，00％(4-13)
(5)技术水平

制造企业的技术水平可以从新产品销售比率、新产品收益率、技术问题的解决能

力、技术投入比率四个方面考察。

技术投入比率指当期技术转让费用支出与当期研发投入之和占当期销售收入的百分

比。

技术投入比率=当塑芎嘉摹基叠詈荔毫差；2；}；垫坠x100％ c4．·4，

4．4分销商的质量评价

4．4．1分销商在供应链中的地位

随着供应链的不断发展，分销商和零售商已不再是无足轻重的环节了，相反它们越

来越重要，因为它们直接面对着整条供应链的上帝一顾客，并直接承受着来自包括顾客

在内的市场纷繁环境的影响。另外，对于市场波动、消费变化等不确定性的信息变动，

由于供应商和制造商与消费市场的“距离”，不能及时把握市场脉搏，而必须要依靠分

销商对市场地跟踪。因此如何使顾客成为真正的上帝，如何把市场信息及时、准确地传

递给供应链的其他成员，将从根本上解决供应链的整体质量。

分销商在供应链中扮演着信息搜集、预警和服务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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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信息搜集。分销商在与顾客面对面交易过程中，逐步掌握顾客的兴趣、爱好、

消费习惯和满意度，挖掘顾客的潜在需求，搜集市场竞争信息和价格信息等。这些信息

经分销商的初步处理后传递给核心企业，核心企业经过汇总分析后形成供应链的共享信

息。发给其各个成员。

②预警。分销商是供应链的市场触角，直接对市场信息进行跟踪和预警，通过对

所搜集信息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将其反馈给供应链的其他成员，从而为整条供应链的运

行提供必要的信息保障。

③服务。分销商是最终顾客服务的直接提供者。与供应链中的供应商和核心制造

企业不同，分销商与最终顾客的关系最为紧密，直接体现了供应链的服务水平，也是影

响整条供应链的关键因素。

4．4．2分销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分销商质量是指分销商以高质量服务满足客户需求并及时向制造企业返回货款、传

递信息的完成程度。结合前面有关供应链绩效评价的研究以及分销商质量评价的实际需

要，作者认为分销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由5类、共15个指标组成，其具体情况如图禾6

所示，各指标的具体涵义与度量方法见下一节。

图4-6分销商质量评价指标

4．4。3分销商评价指标的量化

分销商指标量化如下所述：

(1)服务质量

分销商的服务质量从交货质量水平、顾客抱怨比率和顾客抱怨解决比率三个方面考

虑。

①交货质量水平：指一定时间段内，交货质量符合顾客要求的百分比。



②顾客抱怨L-t：率：它反映了企业的“事后”服务质量。可以通过一定时间段内的

顾客对所买产品所产生抱怨的次数占总交易次数的比率来表示。

顾客抱怨比率=墅喜器×100％ (4—1s)

③顾客抱怨解决时间：指从顾客发出抱怨的时刻起，到抱怨得到圆满解决时刻止

的一段时间，它反映了企业解决问题的迅捷性。通常可以采用满意解决次数占总抱怨次

数的比率来表示。所谓“满意解决次数”是指解决时间小于企业规定时间或者顾客期望

时间的次数。

顾客抱怨解决时间=雩；|；：ii鬟警×-oo％ 。4．，。，

(2)响应速度

分销商的响应速度从产品柔性、交货柔性和准时交货比率三个方面考虑。

(3)信息服务

分销商对供应链的贡献不仅仅是要把商品销售给顾客，更重要的是要把各种有价值

的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其它合作伙伴。作为信息搜集中心和预警中心，分销商的质

量也体现在信息服务上。分销商的信息服务可以从信息正确性比率、信息及时性比率和

信息有效性L-I：率三个方面考虑。

①信息正确性比率：即分销商上传的数据是否准确、没有错误。信息的正确性比

率可以采用数据正确传送的次数占总传送次数的百分比来表示。

信息正确性比率=堂弓翥筹×-oo％ 。牛。7，

②信息的及时性比率：即分销商上传的数据是否准时、不影响决策的正常进行。

可用数据及时传送的次数占总传送次数的百分比评价。

信息及时性比率=塑雩翥警x-oo％ 。乒，。，

③信息的有效性L-I：率：所谓有效性，是指分销商传送的信息是核心企业需要的、

有用的信息，而不是“垃圾”信息。信息的有效性也可采用有效传送次数占总传送次数

的百分比。

信息有效性比率=毒；；：i；蓑筝×-oo％ 。4．，9，

(4)财务能力

分销商的财务状况可以从资产负债率、应收帐款周转率和销售净利率三个方面来考

虑。

①应收帐款周转率：是企业赊销收入净额与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之比。

应收帐款周转率=夏蓑震：；；；i纛 。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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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销售利渊率：足企业利润总颧与销售收入净额的比率。黼悯率=罴 (4-21)

(5)发展潜力

分销商的发展潜力可以从客户开发能力、人均培训时间和产品市场占有率三个方面

考虑。

①客户开发能力：即一定时期内新开发的大客户占大客户总数量的百分比。这里

的大客户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不同供应链的设置标准也有所不同。

客户开发能力=塑!矣鬈篝警×·。。％ 。。．：：，

②人均培训时间：即一定时期内企业投入的总培训时间与员工总数之I司的比例关

系。

人均培训时间=坌型焉墓≥鲁；；；i；芋塑×，。。％ 。4—2。，

③产品市场占有率：一段时期内，分销商所销售产品占市场上同类销售产品的百

分比。

产品市场占有率=币≤篝霁荔；；!；；；曩礓x，。。％ i4．2。，

4．5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框架体系

从供应链的角度看，提供制造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的是多个供应商，分销其产品的

也是多个分销商。从供应链的角度评价供应链的质量应该是包括多个供应商、制造企业

以及多个分销商在内。根掘上述分析，作者构建了如图4-7所示的供应链质量指标评价

体系。在评价供应商、制造企业、分销商各自质量基础上得到供应链的综合质量。

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

M个供应商质量l l 制造企业质量 } I N个分销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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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

假设各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分别是皿，皿，⋯佩，各指标的权重分别为川，盹，⋯

％，将各指标的评价值与其在目标体系中的总排序权重值相乘，即可得到某成员质量的最

后得分∞(quality score)：

Qc 5[ml帆，⋯％]

w1

％
：

K

(4—25)

通过上面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分别得到供应商、制造企业和分销商的质量分值，而

且我们知道供应链的综合质量是由供应商、制造企业和分销商的质量综合而成。从供应

链质量综合评价的角度来看，这三部分质量是同等重要的，因为任一成员的质量产生变

化都会对整条供应链质量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质量形成具有传递、合成和匹配的规

律，可以说供应商所提供的原材料的质量最为重要，它是所有制造出产品质量的基础；

而制造企业在产品设计和加工阶段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产品的增值就是由制造企

业产生的；而对于分销商，它的销售和服务直接影响产品到达顾客手中时的最终质量。

作者认为对于不同的行业或供应链，三方所肩负的责任具有一定的差异，对于整条供应

链质量的综合评价应该具有不同的权重影响值，应该依具体供应链而议。

4．7本章小结

二章总结了国内外供应链绩效评价的现状，归纳了供应商、制造企业和分销商的质

量评价现状，提出了供应链绩效评价和质量综合评价的区别和联系，并分别阐述了供应

商、创造企业和分销商在供应链中的地位，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各体系指标的量化，

最后提出了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框架体系和综合评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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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的综合评价方法

5．1层次分析法

5．1．1层次分析法简介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TLSaatv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

出的，它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将复杂的问题分解成若干组成要素，并将这些要素按支配关

系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然后通过两两比较，确定层次中诸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最

后综合各层次要素的重要程度，得到各要素的综合评价值．并掘此进行决策。层次分析

法是一种实用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准则决策分析方法，特别是将决策者的经验

判断给予量化，对目标结构复杂且缺乏必要的数据情况下更为实用，具有实用性、系统

性、简洁性等优点。

5．1．2主要步骤
其主要步骤为：

(I)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即对构成的评价系统的评价目的、评价准则及被选方案等要素建立多级阶梯层次模
型。

(2)建立判断矩阵

从第二层』r始，针对上⋯层某个元素，对下一‘层与之相关的元素进行两两对比，并

按其重要程度评定等级。记矗ij为i元素与，元素相比的重要性等级，表5．1列出了9个

重要等级及其赋值。

表5-1层次分析法9个重要等级及其赋值

(3)计算权重向量

为了从判断矩阵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达到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为决策提供科学

的依据，就需计算每个判断矩阵的权重向量和全体判断矩阵的合成权重向量。求权重的

常用方法有和积法、方根法、最小二乘法等，这里只介绍前两种。



①和积法：先对判断矩阵爿=l啕1每行诸元素求和，有：历=∑Ⅱ。 诗1，

2，⋯，n，再规范化锝权重向量：哆2荔％7荟善％。

②方根法彬JJ断矩阵止j刮锄储元素求几何乎均：品溽％)’再勰范
f n ＼L¨”㈠I ＼L”

化得权重幄叫2(弘j 7荟【驰J。
(4)一致性检验

①一致性指标c，

定理：设^。。。为『F互反矩阵爿=IⅡ。i l的最大特征值，则必有^。。；≥n，等式当且仅

当A为一致性矩阵时成立。所以采取C／来衡量A的不一致程度，C／的}十算公式为：

c仁(^max—n)／(n-1)

②随机一致性指标R／

表5-2给出了2～10阶矩阵的R／值。

矩阵阶数 2 3

R／0．00 0．52 0．89 1．12

③建立一致性检验判别式

Satty建议耿一致性指标a对随机一致性指标脚之比，作为一致性比率CR，

CR=CI／RI。如果CR<O．1，检验通过；否则需对某些判断矩阵进行调整。

在实际应用中，火多数情况只进行单个判蜥矩阵的一致性检验，整体一致性检验往

往可以省略。因为专家在构建单准则下的判断矩阵是难以剥整体统筹考虑，而且当整体

～致性不足时，进行调整也比较困难，所以目前多数实际操作都没有对整体进行。致性

检验。

5．1．3层次分析法存在的问题
层次分析法的关键环节是建立判断矩阵，判断矩阵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晌到层次

分析法的效果。通过分析，我们发现p驯：

①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一致性非常困难。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一致性需要求

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2max，看2max是否同判断矩阵的阶数n相等。若Z1nax=n，mⅡ

具有一致性。当阶数n较大时，精确计算2max的工作量非常大。

②当削断捌，眸不具有一致性时需要调整判断矩阵的元素，使其具有一致性。这不

排除要经过若干次调整、检验、再恫整、再检验的过程才能使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而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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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所作出的凋整可能与最初的判断存在一定的差异。

③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一致性的判断标准：CR<O．1缺乏科学依据。

④判断矩阵的一致性与人类思维的一致性有显著差异。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引进了模糊层次分析法，模糊层次分析法是随着层次分析法

与模糊数学的结合而产生的，它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层次分析法理论和模糊数学之上

的。

5．2模糊层次分析法

5．2．1有关的基本概念和性质
模糊层次分析法的研究已经在多方面展开，大的方向可以分为基于模糊数的模糊层

次分析法，另一种为基于模糊一致矩阵的模糊层次分析法。由于基于模糊数的模糊层次

分析法较复杂，不符合供应链质量评价尽量简单化的原则，因此本文采用基于模糊一致

矩阵的模糊层次分析法。

(1)模糊互补判断矩阵【34]

在作因素间的两两比较判断时，得到判断矩阵彳=(nij)。。。，若它具有以下性质：

①口ii=0．5，V iEN；

②aij+aji=l，ajj>0，Vj·j∈N(j—j)，则称这样的判断矩阵为模糊互补判断矩阵。
(2)模糊～致矩阵

设一矩阵R=(，Ⅱ)。×。，若对任意k，均有l'ij=rik—rjk+0．5，则称矩阵R为模糊一致矩

阵，它除了具有模糊互补判断矩阵的性质外，还有以下性质f35l：

①R的第i行和第j列元素之和为n；

②尺的转置矩阵仍是模糊一致矩阵；

③从R中划掉任意一行及其对应列所得的子矩阵仍然是模糊一致矩阵；

④R满足中分传递性，即当^≥0．5时，若rij二，>^，rjk≥^，则有Fik／>o．5：当^≤

0．5时，若’ii≤^，rjk一<_，则有7ik≤^：

⑤任意指定两行(或列)的对应元素之差为常数，且行(或列)距小于等于0．5；

⑧∑三勺=0．5m2。f⋯‘j

(3)模糊互补判断矩阵向模糊一致矩阵的转换【36】

如果对模糊互补矩阵按行求和，记为‘=罗厶 i=1，2，⋯，m，实施如下数学变换
篇

岛=孚+0．5，则R=(ru)m。。是模糊一致性矩阵。构造模糊一致判断矩阵时，由于模糊
‘rrI

一致矩阵具有中分传递的特性，使得模糊一致矩阵符合人类决策思维的心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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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模糊层次分析法的特点
模糊层次分析法的特点：

①原理简单：因为模糊层次分析法秉承了层次分析法的原理，仍然是建立在实验

心理学和矩阵论的基础上，容易被大多数领域的学者接受。

②层次化和结构化：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诸多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简单问题进行求

解。

③理论基础扎实：建立在层次分析法理论和模糊数学理论之上，这使得模糊层次

分析法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给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平台和应用的基础。

④考虑到人们判断的模糊性：模糊层次分析法符合人类思维和客观事物本身所具

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特点。

5．2．3模糊层次分析的赋权模型
(1)模糊层次分析法的标度理论

在对比指标重要程度的过程中，心理实验表明，用9个等级区分主观判断容易产生

混乱，人们常常采用较少的词语来判定事物之间的区别，如：相同、稍微、明显、强

烈、极端；优、良、中、差。如何对定性的判别进行定量化处理是权重确定过程中必须

解决的问题，而定性的判别转换成定量的数据时对应的转换规则就是标度。

①标度的意义。标度反映人们对事物比较的量化结果，虽然人们对定量事物的比

较结果是一些模糊概念，但大体上还是心中有数的，特别是在同一数量级的范围内，人

们的估计数相差不会很远。因此，当标度大体上反映了人们心目中的估计数时，计算出

的权重才能较好地反映人们的实际估计结果，即计算的权重值有较大的定量意义【37】。标

度是定量处理人们定性判断的一种尺度，它并不仅仅表现一个简单的赋予每个定性重要

程度的定量数值，更重要的是定量数值要符合各个定性重要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捌。

骆正清等已经证明即使采用不同标度，所得指标的优劣序位应该是保持不变的，单

一准则下的排序问题，所有标度法都具有保序性，即排序结果不受标度选取的影响【37】。

如果判断矩阵是为了定出指标的优劣序位，采用任何一种标度均可，因为此种情况下只

需考虑评价结果的相对大小，其绝对大小并不重要。但若是把这些指标及其权重用于评

价，则各指标权重的绝对大小将具有一定意义．即它们反映着各指标对评价目标的贡献

率【3⋯。数量化的结果是决策的基础和依据，不同的标度法，产生了不同的方案排序，直

接或间接影响着人们的决策⋯。

②标度的方法。判断矩阵的一致性不仅受构权对象的复杂性和构权人员的判断能

力有关，而且还受标度的合理性影响。Saaty教授提出的1-9标度理论对多目标决策实

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实践中，人们发现1-9标度在区分能力以及内在的逻辑关系存

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因而用各种方法加以改进。

就国内学者的研究来说，改进标度的方法主要的有这几种：指数标度【41l，5／5—9／1标

度f“，9／9—9／I标度，10／10—18／2标度1431，0-2标度f44／，O-1标度㈣， O．1．0．9标度f4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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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本文将采用O．1-0．9标度法来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0-1标度法：0-1标度法需引入模糊数学的理论，建立优先关系矩阵，．饰)。。。

厶·

0．5 s(f)-s(j)
1．0 s(f)>J(，)
0．0 s(小：s(，) (5．1)

其中s(i)和sG)分别表示因素吼和q的相对重要性程度，局是标度处理的基础。

0．1．0．9标度法：0．1—0．9标度法是一种以互补矩阵为判断矩阵的构造方法，它继承了

1-9标度的优势，同时结合了0-1标度法的长处。它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从专家和决

策者判断角度考虑，注意标度的可读性、可用性、规范性，通过简单数学变换，使一致

性问题得到解决。

0-1标度法和0．1．0．9标度法便于作出判断，易被决策者掌握，如表5．3所示。而且

可以通过一定的数学变换，把模糊互补判断矩阵转化为模糊一致矩阵，使一致性问题得

到初步解决。在应用上，对于不十分精确、具有模糊性的问题效果明显。本文将采用

0．1-0．9标度法。

表5．3 o-1标度和0．1-0．9标度

(2)形成模糊互补判断矩阵及其合成矩阵

由S个评价者分别根据上述标度法对指标的相对重要度进行两两比较判断，形成了

S个判断矩阵Rl，R2，“二Rs。这些矩阵均为模糊互补判断矩阵，设这些矩阵的合成矩阵

专=-．11 ．nij-r．．．．v．--

为M I竿f一1'2，⋯厅面一(iL埘j i可表示为i_÷妻％恤’似叠1，2'⋯J)， 该式表

示每个评价者的评价同等重要。若评价者的重要度不同，还可以在合成时为其赋以不同

的权重。若s个评价者的权重分别为^，如⋯^(^)．。，毫九-1)，则i可以表示为
i。砉^琦僻，^，o，砉^11。

(3)确定指标权重

①徐泽水提出的最小方差法(LVM)：由式5．2可以直接确定出指标的权重，具体

证明可见文献【47】，本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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砒。翌n m兰n一协．n ㈣5-2，'”一一，f。l，z，。一 L J

②徐泽水提出的另外一种算法，其权重结果与采用和积法相同，具体证明见文献

【481，本文略。

哦。蒜n扣坛⋯，栉 @3，

文献[491给,q4,了十种排序方法，上述两种方法是众多排序方法中比较简单易行的方

法，而且权重结果的排序与众多方法均相同，所以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本文采用公式

各个层次的指标均按上述步骤求出本层的层次单排序，最后确定各层次指标的总排

序。

5．3传统主成分分析法

5．3．1传统主成分分析方法概述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较为客观的多指标评价方法，该方法将多指标问题转化为较少

的新的指标问题，这些新的指标既彼此不相关，又能综合反映原来多个指标的信息，是

原来多个指标的线性组合，综合后的新指标被称为原来指标的主成分。在评价过程中给

出了指标包含的信息量的权数，它的评价分值主要依赖各指标间的相关性确定，有助于

客观地反映样本间的现实关系。主成分通过原始数据初始化、求相关系数矩阵、特征

值、特征向量、确定主成分个数、得出综合评价值等步骤实现。在确定主成分个数时以

累计贡献率≥85％为界限，据此确定主成分的个数，此时，方差之和已经占全部方差的

85％以上，具体计算步骤如以下章节所述。

5．3．2原始数据标准化

在原始数据中，变量的绝对值有时会有很大差异，因而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应将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所有的数据标准到同一个水平上衡量，才有可能看到孰轻孰

重。

假设N个样本，每一个样本有P个指标，则这N个样本组成的向量和P个指标构

成的向量可用矩阵表示如下：

2=

ZlI％

Z21％

zⅣ 乙2

(5．4)

为了消除各指标由于量纲和指标值数量级上的差异，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先对数

斯纫；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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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使每一个变量的平均值为0，方差为1。用公式5-6、5．7和5—8

对z矩阵中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达到统一指标间的量纲的目的，从而使指标具有可

比性，处理后可得到标准化矩阵X：

X-

五1'q2

而l吃

‘l‘2

s《一Si嘞。荨

i=万1著h's

霹一志耋(岛一i)‘其中’

Ⅳ一1台、9 ’，

5．3．3计算相关矩阵

屯⋯工，1 (5—5)

(5．6)

(5．7)

(5．8)

设R是标准化矩阵x的协方差阵∑的相关矩阵，标准化矩阵x的协方差阵∑为：

∑盘

霹 covO’2)⋯coy(1，P)
coy(2，1) s； coy(2，P)

：

cov(p，1) ⋯

其中：coV(x，x)=5；2，sz cov(z，y)一。。V(y，工)=N1 1一”(t一；)(y；一歹)

则R．—L
N一1

‘1 吒2

，2l％
：
●

01 ‘1

(5．9)

其州叫；掣 ④㈣

5．3．4求相关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设R是相关矩阵，A是R的特征值，令阻一俎I=0， (5．11)

公式(5．11)中：卜一单位矩阵。解公式(5．11)方程得到P个非负特征值，设其特

定值从大到小排列为：^之九己⋯≈0 zO。

然后求出对应于特征值^的特征向量L，即为：

加劫；砌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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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2[‘，
上：-[f2，

‘吖‘-

‘：⋯flP】
如⋯0】

(5．12)

0一h f，：⋯0】
则前r个主成分元素的线性组合为：

Yl I‘x1一‘^+‘如+⋯+‘P工P

y2。12j2 1121xl+乞而+⋯+12，％(5-13)

y r-l,Xl-lrIh+lr≯2+⋯+l≯，

其申y1，Y2，“y，是互不相关的，依次为第一，第二，⋯第r主成分，且Yi的方差

cov(yi)所对应的特征值为^i(i=1，2，⋯r)。主成分的确定基于最大方差原则，因此，数

据的大部分方差包含于第一个主成分中，第二个主成分比第三个主成分所包含的信息

多，且主成分矢量之间相互正交，并且第一主成分的贡献最大，起主导作用。主成分越

靠后，其提供的方差贡献率越少，其重要性就越小。

最后，根据所有主成分所包含的方差百分数，计算出所需要的主成分。其中一个样

本相应于某主成分由组合式计算所得的值称为得分值，由所有的得分值组合成的矩阵Y

称为得分矩阵，

y暑

乃1 Y12

儿1)k

只J Y．z

⋯ylo

⋯)，2，

⋯'。

。[Yl Yz⋯Y，] (5-14)

5．3．5计算特征值的贡献率与累积贡献
，4

将^／亨A，称为第i个主成分的贡献率，指标的方差反映了指标的变化。它越大，
／爿。

表明指标概括xl，X2，···Xp的能力越强。显然第一主成分Yl的贡献率最大，Y2次之，其

他如选主成分也应按此顺序。
，’

称^／亨A，为前i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当累计贡献率／>80％时，选这前i个主
／筒。

成分基本就能满足要求，因为它们的方差之和已占全部方差的80％以上。

S．3．6主成分分析法的计算步骤
主成分分析法的计算步骤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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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矩阵x；

②计算标准化矩阵x的协方差阵∑的相关矩阵R：

③求相关矩阵的特征根^和特征根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即载荷，由此得到主成分Y：

④由特征根数值计算不同特征根的相对贡献率的累积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

⑤选择主成分及应用；

将前K个主成分合成为综合

幽5-1传统主成分分析法评价流程图

5。4本文所采取的方法～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
本文所要采用的方法是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其原因如下；

①模糊层次分析法继承了层次分析法的优点，是进行多目标综合评价的一种行之

有效的方法，它通过把复杂的多目标问题层次化，建立多层次的分析结构，变复杂化为

简单化并把定量和定性的指标较好地结合，这是符合供应链质量指标特点的，还解决了

定性指标难以度量、比较、最终作出评价的困难。而且解决了判断矩阵一致性与人们决

策思维的一致性存在差异的问题，克服了传统层次分析法要经过若干次调整、检验、再

调整、再检验才能使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的缺点。但是模糊层次分析法一方面难以考虑

指标问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不易指出影响评价结果的主要指标。

②主成分分折法也是一种多目标评价方法，它利用多元统计方法，完全依赖于评

价指标的实际数据，较为客观，而且将多维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可以指出影响评价结果

的主要因素。但主成分分析法是通过特征向量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且对所有的评价

对象采用相同的权重分配，其权重较难确定且常带有主观性，且权重的均一性会导致评

价的非公正性。

③通过对两种方法的研究可知二者的结合可以扬其长、避其短，既可以考虑到指

标间的相互关系又可以避免权重的均一性而导致的评价非公正性。从上述两种方法的各

自特点出发，将主成分分析的客观分析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主观分析相结合，所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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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评价法来对供应链质量进行评价不失为一种新的思路。

5．5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的评价模型

根据5．4小节所提出的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的思路，作者将在本节中建立该方

法的评价模型。

(1)对指标方向的调整

对指标的方向进行调整实际上也是在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只是这种标准化是针对正

指标、逆指标和适度指标而言的。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

方向不同。有些指标数值越大，表明在这一领域发展水平越高，该种指标被称为正指

标。相反，有些指标数值越大，表明其发展水平越低，叫做逆指标。还有一种指标数值

既不应过大，也不应过小，而是有一个适度点，叫做适度指标。它们的无量纲处理模型

如下所示：

①正指标的无量纲处理模型：

_(工)。11+i1 s；n[ji：：÷；石(_一三学)】，工，。；。c_．c_。。。，．，，，
l o，其他

②逆指标的无量纲处理模型：

。c工，。j三一j1 s；n[一Xjmix--Xjrain(石，一半)]，_嘶t_t工，。。。5．。。，
l o'其他

③适度指标的无量纲处理模型：

rj(工)；

i1+j1 s；n【去(z，一毕)]，工，。“cz，c_。m
⋯1

122s如[去(工，一一2)]，工，。“t_t一。。cs·，，，l■。一一一。l’ JI⋯一
’ 7一

o'其他

其中：

，i：第j项评价指标无量纲化后的值。

为：第j项评价指标的原始值；

为。。：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大可能值5

而删：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适度值：
工iⅢjn：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小可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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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本文采用Z-Score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采用公式％。学，可；专耋s，s2．1薹(岛一巧)2其中H，z，⋯n．
j=1，2，⋯p：得到标准化后的矩阵X

X-

五l 而2

屯l屯2

⋯五，

⋯恐，
：

毛l吒2⋯‰

4b X2⋯咋】 (5·18)

(3)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赋予主观权重

根据5．2．3小节所述的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赋权模型，可以逐步为评价指标体系

各层指标赋予主观权重。运用公式M。毒≥妻，；。L2，⋯，玎可以求出上层权重，
形‘1’一『一1’ 谴’ 嘏’ 以’1，其中m为该层指标的个数，然后再计算下层指标权重

∥‘2’一[w{；’ 罐’ ⋯ 砖’1，其中ij分别表示上层第i个指标所对应其下层的第j
个指标。

“)运用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综合评价

①根据模糊层次法所得的主观权重值和标准化后的数据建立主成分分析的样本数
据。

其计算公式为：i一嵋·薯

其中柏t一加权重后用于主成分分析的样本数据：

w广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的各指标权重；
工厂原始样本数据；

②计算相关矩阵R，计算过程如5．3．3小节所述。

尺。上
Ⅳ一1

‘l ‘2

吃1乞
：
●

rPl rPl

其中r(x，_)，)—c—ov(x—,y)(5-19)
sxs，

③计算特征值

解特征方程[R-M[-0得到p个非负特征值，设其特定值从大到小排列为：

^芏九苫⋯乏砧≥0。

④计算累计方差贡献率

．47．

‰％

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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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称^／罗Af为前i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当累计贡献率≥85％时，选这前i个主
／，=I

成分基本就能满足要求，因为它们的方差之和己占全部方差的85％以上。

⑤提取主成分

运用对应于特征值^的特征向量计算出的载荷L提取主成分。

(5)计算综合评价值

由于该部分应用软件SPSS进行操作，其具体操作步骤在应用实例中进行讲述。

5．6对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的评价

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较全面和清楚地阐述了本文所提出的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

的思路和模型，在本节将对该方法进行评价，指出其优越性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1)优越性

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不仅将模糊数学融入层次分析法进行改进，而且将其与主

成分分析法相结合，使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这是该方法最突出的特点。此外模

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充分利用了定量指标的数据，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专家的主观判

断，因而增强了评价指标的客观性和说服力，大大降低了专家经验偏差或专家偏好等主

观不良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主成分分析法通过客观定量数据处理获得综合评价值得评价方法，虽然

使评价值表现出较强的客观性，但同时其评价结果受方法及数据本身的约束，常常不去

考虑各个指标在评价中的重要性程度，这样的评价结果有可能与人们对现实情况的认知

不符。而本文提出的方法将评价者对评价问题的主观判断通过模糊层次分析法法进行量

化，并融入到主成分方法中，克服了传统主成分综合评价的这一缺陷，能够使评价结果

更符合现实意义，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提出的方法虽然看上去较为复杂，但大部分运算可以运用软

件如EXCEL、SPSS等进行计算，大大提高了供应链质量评价的效率和准确性。

(2)不足之处

任何评价方法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应该承认，本文提出的方法也存在一定不足

之处，主要有以下两点：

①评价指标个数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对于主成分分析法，由大数定律可知，随着

选取评价指标的增多，指标数据的平均水平和离散程度趋于稳定，因而协方差矩阵也趋

于稳定，这样所得的评价结果准确性就越高。因此，如果所选取的评价指标不多，对最

终的评价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所需选取指标过多的情况下，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评价指标进行赋

权就不太适合，由于层次分析法本身的特性，将使参与评判的专家对众多指标进行两两

比较，而过多的两两比较很有可能使得评价者产生混乱，导致判断失误，继而影响了评

价的结果，同时这种复杂性也违背了供应链质量评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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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基于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是相对评价。综合评价方法可分为“绝对评价”

和“相对评价”两种，基于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相对评价，既可以选取时间

序列指标和可以选取动态指标，但是评价出的结果只是一个相对的排序，不能像绝对评

价一样指出具体的差异，但是可以通过综合评价值判断出前后的相对差距。

5．7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对该论文要采用的模糊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进行了介绍和分

析，得出各自存在的问题和具备的优点，然后将二者科学的结合，得出适合供应链质量

评价的的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而且还对此方法进行了优越与不足之处的相关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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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于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的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示例

本文将以某轮毂制造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为例，挑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应用

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来对供应链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6．1供应链概况

某轮毂制造企业是以铝为主要原料，硅、锶、镁等一些稀有金属为辅料，通过熔

炼一铸造—热处理一加工一涂装等工序进行加工处理的，然后通过分销商销售给本国和

国外的汽车生产企业。该轮毂制造企业现已通过IS09001、Qs9000、VDA6．1、

ISOFFSl6949质量体系认证，年产量约100万只轮毂，每天需要铝大约20t，稀有金属

3t，每月向分销商提供8万只左右轮毂。供应链上各成员具体状况如下：

(1)供应商

供应商一主要供应铝A356．2，也就是该轮毅企业所需的主要原料，供应商二主要供

应镁、硅等稀有金属，供应商三主要供应各种油漆。

(2)制造企业

该轮毂制造企业现已通过IS09001、Qs9000、VDA6．1、ISO，rsl6949质量体系认

证，生产30余种规格和型号各异的轮毂，年产量约100万只，平均每天生产3000只轮

毂，每个产品大约10Kg的重量。

(3)分销商

该轮毂制造企业主要供应给两家分销商，分销商一负责国内销售，分销商二负责国

外销售，他们负责向该轮毂制造企业反馈客户的意见等信息。

本文将以铝、稀有金属、油漆三家供应商、轮毂制造企业、国内国外两家分销商为

供应链，对该供应链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6．2以供应商为例的评价过程

6．2-1建立递阶层次结构

供应商的递阶层次结构图如图4．4所示。

6．2．2原始数据同趋化

三家供应商、制造企业以及两家分销商的各项指标数据见表6-1，6-2和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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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i供应商2005年再项指标数据汇总

指季产品产品质量准时产品交货资产净资 存货成本质量顾客新产新产技术

价格质量认证交货柔性柔性负债产收周转控制控制抱怨品销品收问题
水平水平情况比率 率 益率 率 有效有效解决售比益率的解

标度 性性比率率 决能

力

三4 0．3 98．9 75 98 87 95 59．6 11．9 12．8 95 87 95 14 8 87●l_一-___-_I______⋯●--_一表6-2制造企业2005年各项指标数据汇总

指季产品产品质量物料产品交货准时资产净资存货质量成本培训顾客新产新产技术技术

价格质量认证采购柔性柔性交货负债产收周转控制控制增长抱怨品销品收问题投入
标度水平水平情况及时 比率率 益率 率有效有效率解决售比益率的解比率

东 性性 时问率 决能7
力

制1 O．10 98．6 75 98 92 92 98 61．2 12．6 12．3 91 95 5 98 19 34 89 36

疆2 O．15 98．4 75 97 93 93 97 61．5 12．5 12．4 90 94 4 97 21 35 88 38

兰3 l-12 99．0 100 99 96 94 98 61．6 12．6 12．4 92 96 5 98 23 36 91 38

—4 0．09 99．1 100 100 95 94 99 61．8 12．9 12．5 93 97 6 99 24 38 92 39-。__-●●__一●_-。⋯●__⋯______一-_-⋯●_●一表6-3分销商2005年各项指标数据汇总

指季交货顾客顾客产品时间准时信息信息信息资产应收销售客户人均产品

质量抱怨抱怨柔性柔性交货正确及时有效负债帐款净利开发培训市场
标度水平比率解决 比率性比性比性比 率 周转 率 能力时间占有

比率 率 率 率 率次 天／人率

，于 1 98 4 98 91 94 98 90 88 40 69．1 9．12 4．89 12 0．15 12

硐 2 97 5 95 93 95 97 91 89 45 68．5 9．24 4．95 13 0．17 13
” 3 98 3 96 94 95 98 92 87 48 69．6 9．25 4．98 15 0．16 13

4 99 2 97 95 96 100 93 90 52 70．1 9．36 4．97 18 0．18 14

6．2．3用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求解评价指标权重
以供应商为例说明用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求解权重的过程。

(1)构造模糊互补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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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SI～s5对S的模糊互补判断矩阵

——面————飞百————■斫—————而—————丽—————研-一
是

呙

＆

S5 0．3 0．6 0．3 0．5 0．5

表6-5 Sn～S13对Sl的模糊互补判断矩阵

S1 Su Slz S13

Sn 0．5 0．4 0．7

$12 0．6 0．5 0．7

$13 0．3 0．3 0．5

表6-6 S2l～S∞对S2的模糊互补判断矩阵

是 翰 鼢 如

S21 0．5 0．7 0．6

S22 0．3 0．5 0．6

如0．4 O，4 0．5

表6-7 S3-～SD对S3的模糊互补判断矩阵

岛 S31 岛2 岛3

S31 0．5 0．6 0．7

83z 0．4 0．5 0．6

S33 0．3 0．6 0．5

． 表6-8 S4x～S43对S4的模糊互补判断矩阵

函 ＆l ＆z S43

粕0．3 0．2 0．5

表6-9 Ssl～S”对s5的模糊互补判断矩阵

岛851 Ssz S53

Sn 0．5 0．4 0．6

岛2 0．6 0．5 0．7

S53 0．4 0．3 0．5

(2)供应商指标权重结果

．52．

¨∽吣吣们”¨帖们晒¨”∞¨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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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l供应商指标权重结果

(3)供应商指标权重表

表6-10供应商指标权重表

q Sl 岛 岛 ＆ S 权重值。—]泛丽———百两矿———砭丽———百而r———丽西——————一
0．350

0．383

O．267

0．383

0．317

O．300

0．383

0．333

0．283

0．350

0．400

0．250

0．333

0．383

0．084

0．092

0．064

0．069

0．057

0．054

0．084

O．073

0．062

0．061

0．070

0．044

O．062

0．071

．53．

鼬＆％勋＆如岛＆岛勘＆％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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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综合评价
以供应商为例说明主成分分析的过程。

(1)建立主成分分析的样本数据矩阵

为了既评价供应商的质量，又考虑各指标间重要程度的差异，故对标准化矩阵进行

加权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xI‘wi。xI

其中xi+一加权重后用于主成分分析的样本数据。

wf_一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的各指标权重。

x广一样本数据。

图6-2样本数据及加权后样本数据

(2)运用SPSS确定主成分

①加权后样本数据标准化

运用SPSSll．5软件，首先将变量及样本数据输入，然后点击Analyze--Descriptives

stacticis--Descriptives，弹出Descriptives对话框，选择Save standardized values as

variables，则有下面的结果保存。



Descriptive Statistics

N Min}mUm Maxirnum Mean Std．Deviation

价偌水半 12 ．017 ．050 ．02870 ．011583

质量水平 12 8．970 9．154 9．09267 ．053S49

质量认证 12 1．600 6．伽 4．OO000 1．600000

准时交货 12 6．555 6．900 6．72750 ．099774

产品柔性 12 4．446 弓．959 4．79750 ．147S07

交货柔性 12 4．64 5．坞 5．0130 ．15070

资产负债 12 4．948 5．510 5．25910 ．218031

净资产收 12 ．767 ．869 ．82551 ．034163

存货周转 12 ．670 ．794 ．73987 ．039242

成本控制 12 5．551 5．978 5．77467 ．122921

质量控制 12 5．460 6．3∞ 5．92083 ．275927

顾客抱怨 12 4．136 4．400 4．22033 ．080606

新产品销 12 ．434 1．116 ．80083 ．220329

新产品收 12 ．568 1．136 ．82833 ．163967

技术解决 12 2．6∞ 5．2[耵 4．29000 ．676727

Valid N(1istwiBe) 12

图6-3供应商样本数据的统计描述

②计算相关矩阵R，并计算R的特征值^l>^2>⋯>^。，以及对应的正交化特

征向量Ul，H2，⋯un。点击Analyze--Data Reduction--Factor Analysis，弹出Factor

Analysis对话框，在Descriptives、Extraction、Rotation、Scores和Options选项卡中分别

做一定选择，在这里不赘述。

Factor Analysis

ComdatmHah即

c∞女Ⅲ1"t％十 1 000 4控 ·．0∞ ．101 417 ．叩7
质量水平 ．q22 1∞ ·6S6 ．306 ．570 ．1拍 -．593

质量认证 ·．∞9 ·．656 1 COO ·，∞1 ．．M ．847

准时交货 ．∞ 、119 ．629 ．∞6 ·．087 ．447 ．156

产品柔性 ．3加 2∞ ·．3工6 ·+Ⅻ -．192 547 ．．∞
交赞震性 ．043 ．306 ·，5@6 ·．541 ．∞5 ．614 ．．316

资产负偾 ．1m ．570 -∞1 l 0∞ -．3箦 -．@
一

净瓷产收 ■17 ．1∞ ·．m -335 10CO ．226

存蠲转 ·．007 -∞ ．847 -．日52 ∞ ·1．ooo

鹿率|空制 ·403 ·．2∞ ．541 ·．128 ·7∞ 216

质量窿制 ．．1∞ ·．505 ．g'-J4 ·．464 一．a∞ ．771 ．679

厦客咆怨 ·．057 ·．117 4笠 ．∞6 -．466 ．17s

拆产品锖 ·．2∞ ·6∞ ．∞3 ．m ·．Ⅻ -．9日7 -．344 ．7” ．770

新产品收 ．019 ·．005 ，079 ．460 -．544 ，，303

技术肆决 ．2五 ·．0∞ ．∞ ·．№ ∞ ．163

a-ThSmatinBnot Do目n∞d副me．

图6．4供应商样本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

由于版面的限制，部分指标数据未显示出来。

从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产品质量水平、交货柔性、净资产收益率、成本控制水平

对供应商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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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5

③计算特征值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荟久／三一。将E≥85％时，m的最小整
数作为m的值，即主成分的个数为E≥85％时的m。通过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表，

可以看出主成分为特征值大于1的对应的前4个主成分。

Total Variance ExDlained

IntiaI自qenvdu∞ Extraction Sums of ScIJared Load,nqs

Component Total ％of Variance Cumub廿ve％ Total ％of Variance CumUaOve％
l 6．1∞ qlt256 41．256 6．188 41．256 41．256

2 3．446 22．976 64．232 3．446 22．976 54．约2

3 1，643 10．957 75．189 1．643 10．957 75．王89

4 1．318 8．785 83．974 1．318 8．785 83．974

5 ．啷 5．786 89．759

6 ．705 4．699 94．458

7 ．487 3．248 97．706

B ．188 1．255 98．96i

9 ．100 ．670 gg．631

加 ．045 ．297 99．927

11 ．011 ．073 100．0∞

12 2．199E一16 1．466E-15 100．0∞

13 4．634E·17 3．089E一16 100．000

14 ．2．11E一16 -1．406E．15 100．000

15 -3 57E—16 -2．3日0}15 100．咖
Extracbon Method：prnc幻aI Component Analysis．

④提取前4个主成分：

图6-5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表

咖onent Matrbt。

Component

l 2 3 4

价韬骺半 ．，297 ．169 ．785 一，128

质量水平 ．．612 -．344 ．401 ．107

质量认证 ．89'I ．394 ．141 ．079

准时交货 ．538 ．108 ．690 -．060

产品柔-眭 ．．629 ．560 ·．033 ．375

交货柔性 ．．B21 ．360 -．209 ．305

资产负债 ．．3'：37 ．．801 ．304 ．124

裔资产收 ，．5a6 ．710 ．173 -．322

存货周转 ．644 ．734 ．047 -．107

成本控制 ．763 -．323 -．190 ．263

质量控制 ．952 ．184 ．155 ．042

顾客抱怨 ．371 -．∞8 ．1” ，849

新产品销 ．941 ．165 -．115 ·．031

新产品收 ．35B -．700 ．213 ·．003

技术解决 一．284 ．591 ．228 ．351

Extractl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4 components extracted．

图6-6初始因子载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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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 ，

第一主成分中，产品质昔水平、质量认证、交货柔性、成本控制水平、质量控制水

平、新产7品销售率占有较高的荷载，说明第一主成分基本反映了这些信息；

第二．主成分中，产品柔性、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存货周转率和新产品收益

率占有较高的荷载；

第三i主成分中，产品价格水平和准时交货率占有较高的荷载；

第斟主成分中，顾客抱怨比率、技术解决能力占有较高的荷载；

⑤兰成分综合值

将主成分载荷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便得到四个主成分

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即可得到特征向量，再将得到的特征向量与标准化后的数据

相乘，然后就可以得出主成分表达式。

F亭一0．119ZX,一0．246zxt+0．359ZX3+0．216ZX．一0．253Z焉一0，330z函一0．160zx7—0．211zxs

+O．259zxg+0．307zx,o+0．383zx,l+0．149zx,2+O．378zx,3+O．144zx,1—0．114zx,5

睁Q．091 zxr0．185zx2+0．212zx。+0．058zx．+0．302zx5+0．194z蕊-0，431 ZXT+O．382zx．

+0．395zx．-0．174zx,o+0．099zx,，一0．004zx,2+O．089zx．-0．377z再d+O．318zx,5

F3--0．612zx,+0．313zx2+O．110zx3+0．538zx,一0．026zx5—0．163zxe+O．237zx7+0．135zx．

+O．037zx9-0．148ZX,o+0．121z．而l+0．136zx,2-0．090zx,3+O．166zx,4+O．178zx,5

月=一0．1 1 1 Zx,+O．093ZX2+0．069ZX3-0．052zxd+0．327ZX5+0．266z撼+0．108zx,一0．280zx．-

0．093zx。+0．229zx,o+O．037zx,。+0．740zx,2—0．027zx,3—0．003zx,{+O．306zx,5

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

主成分综合模型：

n石君两只+而；+h勺+^-Fz+石靠E+下靠只^+九+九+九1^+九+勺+^ ^+屯+毛+九’^+九+厶+九’

F=0．034zx,一0．121zx2+O．256zx3+0．186zx．一0．011强一0．102zx．-O．155zx．一

0．011z局+0．230zxg+0．108zzo+O．235zx,I+0．167zx,2+0．195zx,3—0．011踊4+O．086zx,5

根据主成分综合模型即可计算综合主成分值，并对其按综合主成分值进行排序，即

可得到供应商质量的排序。
’

表6．11供应商各季度排名

S F值 排序

4

5

71他n加9
2

8一嗍瓣黧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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禺3 0．731 6

是4 0．744 3

从表6—11可以看出，用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得到精确的评分结果及其排序。

6．2．5结果分析

以供应商为例对采用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结果分析。根据模糊层次一主成

分分析法组合模型计算得到的第一、二、三和四主成分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通过15个指标对三家供应商在4个季度内质量情况来看，质量情况最好的是供

应商一在第4季度的运行质量，远高于排在第二位的供应商三在第1季度的运行质量。

所以可以将其作为供应链质量的努力方向，以使其他供应商在各个季度的运行质量达到

更好，而且在供应商之间加强相互激励和学习的氛围。

②供应商一的四个季度排序分别为4、5、7、1，供应商二的四个季度排序分别为

12、11、10、9远落后后供应商一，而供应商三的四个季度排序分别为2、8、6、3略差

于供应商一并好于供应商二，因此要对供应商三进行改进和调整以满足供应链运行的基

本要求。

③通过相关系数矩阵和初始因子荷载矩阵可以看出，影响供应商质量的主要因素

有产品质量水平、质量认证、交货柔性、成本控制水平、质量控制水平和新产品销售

率，把多指标降维处理，简化成几个可以说明问题的指标。在进行供应商选择时，就可

以以这些指标为评判依据进行选择和调整优化，以使整条供应链高质运行。

④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基于原始数据本身，又考虑到指标之间的差异性，使

得评价结果更加符合客观实际，而且将多指标进行降维处理降低了复杂度，削弱了指标

间的多重相关性；易于发现影响供应链质量的关键指标，有利于促进企业做出决策和管

理，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6．3供应链质量的综合评价

6．3．1制造企业计算结果

制造企业的递阶层次结构图如图4．5所示。

(1)制造企业指标权重表

表6．12制造企业指标权重表

丝 丝 丝 些 些 丝 壑望篁
权重0．235 0．175 0．225 0．180 0．185

Mn 0．333 0．078

％2 0．383 0．090

M：3 0．283 0．067

M21 0．275 0．048

Mz2 0．250 0．044

M23 0．225 0．039

慨0．250 0．044

M31 0．383 0．086

M32 0．333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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尬3 0．283 0．064

M4,0．283 O．051

M42 0．267 0．048

M4j 0．208 0．037

M“0。242 0．044

M5】0．267 0．049

M52 0．283 0．052

Ms3 0．233 0．043

慨4 0．217 0．040

(2)制造企业的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表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Initial EiffenvalHes Extraction Sums of Souared Loadinffs

Component Total ％of Varlance Cumulative％ Total ％of Variance Cumulative％
l 13．479 74．886 74．886 13．479 74．886 74．886

2 2．857 15．872 90．758 2．857 15．872 90，758

3 1．664 9．242 100．000 1．664 9．242 100．000

4 5．69E-016 3．16}015 100．000

5 4．06E-016 2．25E一015 100．000

6 2．87E一016 I．60E一015 100．000

7 2．60E一016 1．44E一015 100．000

8 1．26E一016 7．OIE-016 100．000

9 1．13E一016 6．30E-016 100．000

10 8．70E-017 4．83E-016 100．000

11 4．57E一018 2．54E—017 loo．000

12 —8．9E-018 —4．94E—017 100．000

13 —7．4E一017 —4．12E一016‘ 100．000

14 —1．IE-016 -6．32E-016 100．000

15 —2．OE-016 -I．13E-015 100．000

16 —3．1E一016 一I．72E一015 100．000

17 —4．5E一016 —2．49E-015 100．000

18 —7．9E一016 —4．36E一015 100．000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图6-7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表

(3)制造企业主成分综合值

卢0．199zx,+O．205zx2+0．179zx3+O．179z函+0．179zx5+O．229z蕊+0．186zx7+0．217z局+

0．1 15zxp+O．191zx,o+O．225踊I+0．122zx,2+0．121zx,3+0．121ZXl{+O．235z蜀5+O．167纳6+0．173
硒7+O．158zxm

’

表6-13制造企业各季度排名

6．3．2分销商计算结果

分销商的递阶层次结构图如图缸6所示。

(1)分销商指标权重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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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4分销商指标权重表

D——，21 旦! 里! 。．里! 里! 壑重笪
0．235 0．190 0．195 0．205 0．175

Du 0．417 0．098

D12 0．317 0．074

D13 0．267 0．063

D2l 0．383 0．073

D22 0．283 0．054

D∞0．333 0．063

D31 0．400 0．078

D32 0．317 0．062

D33 0．283。 O．055

D41 0．383 0．079

D42 0．317 0．065

／)43 0．300 0．062

D51 0．350 0．061

D52 0．267 0．047

D"0．383 0．067

(2)分销商的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表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Initial Eigenvalues Extraction Sums of Souared Loadintis

Component Total ％of Variance Cumulative％ Total ％of Variance Ctlmolative％
1 7．751 51．67l 51．67l 7．75l 51．671 51．67l

2 3．938 26．25l 77．923 3．938 26．25l 77．923

3 1．487 9．914 87．837 I．487 9．914 87．837

4 1．048 6．990 94．827 1．048 6．990 94．827

5 ．531 3．541 98．368

6 ．189 1．259 99．627

7 ．056 ．373 100．000

8 5．18E一016 3．45E-015 100．000 ’

9 2．10E一016 I．40E-015 100．000

10 1．79E一016 1．19E一015 100．000

ll 1．14E一016 7．60E一016 100．000

12 —5，8E一017 —3．90E一016 100．000

13 一1．3E一016 -8．84E-016 100．000

14 —2．8E-016 —1．87E一015 100．000

15 —5．5E一016 —3．70E一015 100．000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图6-8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表

(3)分销商主成分综合值

P=0．168zx,+O．240zx2+0．212zx3+0．161 zx,+O．259zxj一0．193zai+O．169zx,-0．038zx8

+0．225zx．+0．122zx,o+0．055zx,t+0．022zx,2-0．001纳3+O．169zx,4+O．041ZXl5

表6-15分销商各季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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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结果

根据供应商、制造企业和分销商在2005年四个季度各项指标的数据可知，共有24

条供应链，在本评价过程中，作者认为供应商、制造企业和分销商三部分质量同等重

要，因为任一成员的质量产生变化都会对整条供应链质量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在综合

评价过程中认为各部分权重相同，只要将各自的质量分值相加即可得到总质量分值。其

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

表6—16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排序

其中s代表供应商，M代表制造企业，D代表分销商，最后一个数字代表季度。其
分析结果如下：

①从计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供应商1一制造企业一分销商2一第四季度的综合质

量是最好的，供应商1一制造企业一分销商1一第四季度次之，而且与前者相差很小，
可知以供应商1为源头的供应链运行质量最好，可以作为供应商的模范来对其他供应商

进行相应调整。

②从对供应商所进行的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出，影响供应商质量的主要因素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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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水平、质量认证、交货柔性、成本控制水平、质量控制水平和新产晶销售率，把多

指标简化成几个可以蜕明问题的指标。在进行供应商选择时，就可以以返些指标为评判

依据进行选择和调整优化，以使整条供应链高质运行。

③从对制造企业所进行的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出，质量水平、物料采购及时率、成

本控制、质量控制以及质量认证是影响制造企业质量的主要因素，因此可以加强对制造

企业这些方面的管理来提高制造企业的运行质量，从而提高整条供应链运行的质量。

④从对分销商所进行的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出，销售净利率、信息有效性的比率、

客户开发能力以及人均培训时间对分销商运行质量影响较大，使影响最终销售的主要因

素，因此可以通过对上述几方面的改善来增强分销商运行的质量，从而提高整条供应链

的运行质量。

⑤通过对供应商、制造企业和分销商分别的质量评价以及整条供应链综合评价可

以找到该供应链的瓶颈所在，例如供应商2一制造企业一分销商l一第一季度影响了供
应链质量，应该以运行质量高的链条为榜样进行改进。

⑥可以通过对供应链质量运行较高的链条进行分析和研究，确立出影响整条供应

链运行的主要因素，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加强和改进来提高整个供应链运行的效率和质

量，与此同时，还可以将这些因素作为衡量供应商、制造企业和分销商的标准来衡量标

准和改进标准，并且在各成员中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最后，通过对本供应链质量所进行评价与该企业实际运行的结果相比较，可知以供

应商1为源头的供应链在实际中运行质量也最好，为其他供应链树立了榜样，通过该方

法明确了影响供应链运行质量的主要因素和改进标准，为企业提供一种可以借鉴的方

法。

6．4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以某轮毂生产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为研究对象，以供应商质量评价为例详

细说明评价过程，最后对整条供应链质量进行评价和分析并得出一定的结论，对供应链

质量评价具备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结论

结论

21世纪企业间的竞争是供应链间的竞争，所以供应链质量是参与竞争的基础保

障，唯有以高质量的供应链运作才能参与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本文首次提出了供

应链质量的概念及其综合评价的理论，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理论

和方法，给出了其评价的全过程。在论文撰写过程中，主要研究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提出了供应链质量的概念，通过对其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了供应链质量综合评

价的需求主体和评价原则，此外还阐述了供应链环境下的质量管理思想和评价的内容。

提出了供应链质量是实现一切目标的基础，是企业参与竞争的基石。

②对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内涵进行分析，界定了供应链质量的研究的背景以及

其需求主体，确立了供应链质量评价的原则和评价内容。

③对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理论进行分析，通过对国内外的质量研究和供应链绩

效的研究，分别建立了供应商、制造企业以及分销商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评价指标

进行量化，还确立了供应链质量综合评价的框架体系和理论。

④通过对模糊层次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的研究，指出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将二

者科学的结合，互相取长补短以适合供应链质量的综合评价。

最后，本文以某轮毂生产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为研究对象，以供应商质量评价为例

详细说明评价过程，最后对整条供应链质量进行评价和分析，了解了供应链质量的状

况，找到了影响供应链质量的主要因素及其存在的不足，并对供应链各成员起到一定的

激励作用，为供应链在市场中的存在、组建、运行等决策提供必要的客观依据。

虽然本文对供应链质量的综合评价做了深入的研究，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

一步的探讨与分析，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本文只是将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进行简单的对比，而并未对本文的研究结论与

成果进行大量详细论证，所以仍需进一步探讨与论证。

②由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原理要求评价指标达到一定的数量，而模糊层次分析法对

评价指标过多时进行赋权又不太适合，所以对指标的选取应该尤为慎重，以免对后来的

评价造成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使基于模糊层次一主成分分析法

在供应链质量评价的研究更为完善，更加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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