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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大学联泰供应链系统研究与发展中心（简称“北大联泰中心”）在2006年曾经出版过《中国
供应链理论研究白皮书》，对我国学术界的供应链管理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
本书是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对我国2007年供应链管理研究状况的调研总结。
　　近年来，供应链管理已经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我国的供应链研究学者们在学术上加强了与国外理论界的交流和学习，同时通过对企业实际运作情况
的调研和了解，在理论研究上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一个百花齐放的大好学术局面已经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专门的团队能够对这些成果加以分析和总结，将我国学术界丰富多彩的研究成
果加以整理，得到该学术领域研究情况的整体框架，无疑对我国的供应链学术界是一个十分有益的贡
献。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供应链管理理论起源于国外，国外企业在实际应用方面的许多成果也比
我国企业领先，因此，我们必须奋起直追。
在国外，大学研究所和供应链联盟等非营利组织在研究成果的交流方面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做法，他们
很注意学术界内部、学术界和实践界之间以及国际学者之间的知识共享和交流，通过定期召开学会、
学术研讨会、在互联网上通过虚拟团队开展有关专业问题的讨论等形式，改变过去那种学究式的科学
研究方式，代之以知识的共享和互动，以激发知识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产生更好的创意，从而带来更
多的产出。
在此方面，我们应当更好地向国外学术界学习。
　　北大联泰中心自2003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进中国的供应链研究和应用的发展。
在几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心一直投入力量，对于我国企业供应链理论应用的情况进行研究。
中心研究团队多次到全国各地企业进行供应链案例调研，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一
系列有关供应链的研究论文。
中心的研究成果在我国企业应用供应链理论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造价值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
动作用，引起了全国供应链研究和应用领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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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联泰供应链系统研究与发展中心在对我国学术界供应链管理研究情况的调研基础上，对我
国2007年供应链管理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
本书通过对文献中供应链研究热点内容的梳理，综述了11个研究主题，涉及供应链管理的多个交叉学
科的内容，如运营管理、营销科学、信息系统等。
    本书能够为我国供应链管理领域的学者、供应链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和管理专业的高校师生提供研究
参考，并希望能够激发广大研究者的兴趣，将我国供应链管理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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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供应链研究文献的整理归类　　一、对供应链研究内容的分类　　本书旨在对我国供应
链管理的研究论文进行总结，所采用的分类方法主要是依据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研究论文内容所
涉及的主题，其次是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这也是国际上对学术文献进行分类的常用方法。
由于本书并非对研究方法的讨论，因此我们略去了有关研究方法分类的讨论，仅仅从研究主题的分类
来进行介绍。
　　对于供应链研究主题的分类，近年来国际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的研究论文，但是还没有一致的
看法。
例如Chen IJ和Paulraj A（2004）将供应链研究分为战略采购、供应管理、沟通交流、物流整合、供应
网络协调（数学建模）和供应商绩效六个类别。
而Ganesan R等（1998）提出的分类法是从战略、战术和运营三个层面对供应链研究分类。
季绍波等（2006）则根据最小主题重叠的原则及最大涵盖面原则，提出了一个类似分类矩阵的供应链
研究主题的分类体系。
下面我们对后面两个分类方法进行简略的讨论。
　　GanesanR等（1998）提出的研究分类主要从公司的角度来考虑供应链的问题，将供应链研究分为
三个层面：　　（1）战略层面，从企业战略和竞争环境、全球化等角度来研究供应链，包括对供应
链的战略目标的设置，供应链的架构的设计，供应链战略优势的取得等；　　（2）战术层面，从企
业战术的角度讨论供应链中的合作，包括如何发挥各个供应链的单元的作用，上下游成员的连接等；
　　（3）运营层面，该层面主要是关于供应链的实现手段和优化模型的研究，包括使用数学方法对
供应链进行模型化和最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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