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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LEG模型的我国制造业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主要以我国制造业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为对
象，以LEG模型为基础理论模型，首先研究我国制造业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良好信任
关系的构建与发展），提出相应的构建机制与保障措施；其次，基于LEG模型，通过对我国制造业供
应链合作伙伴关系进行相应的问卷调查与访谈，研究我国制造业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的评价体系和标
准，通过聚类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提出具体的我国制造业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分类理论和管理策略
；最后，以我国汽车制造业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为研究对象，基于LEG模型，定量研究我国汽车制造
业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并采用案例对相应的理论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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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Homans（1958）是社会交换理论提出的主要学者之一，他认为人际间的互动行为是一种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双方参与到与对方有关的活动中，互相交换有价值的资源，只有参与的双方认为某种交换
关系对自身有吸引力的情况下，才会选择继续与对方互动。
Smith等人（1995）认为，企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市交换与互惠，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通过这种
合作关系互相交换条件或资源，最终取得资源与利益。
当两个互动企业面临不同环境时，需要调整其所持有的资源以满足对方的需求。
　　（2）社会交换理论主要内容。
Homans（1958）认为社会交换理论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们不是总把追求最大利润作为
目标，只是想在交换过程中获得某种利润；其次，人们在交换过程中并不是总能为长远着想或者是理
性思考计算；再次，交换物不仅包括金钱，还可以包含赞同、已从、尊重、情感和爱，以及其他需要
的物质产品；最后，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交换，而不是只有在市场中才存在交换行为。
社会交换理论的实质就在于个人为获取报酬或减少惩罚而采取的理性行动，交换的最终目的是使交换
双方都获得最大利益。
　　Blau（1964）认为，社会交换是人类行为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为了交换的，
社会交换只是人类行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使这种行为成为交换行为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
行为的最终目标只有通过与他人互动才能达到；二是该行为必须采取有助于实现这些目的手段。
　　（3）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中的社会交换理论。
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术语交换关系中的合作型，是社会交换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
这种合作型的交换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形态，参与的交换双方凭借企业自身去获得期望的收益，只
有在合作过程中的交换双方对互动过程都有贡献的情况下，才能获取期望的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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