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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服务供应链协同理论与实践研》

内容概要

《物流服务供应链协同理论与实践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比较中国与欧洲典型物流企业，主要以物流
服务管理理论及供应链管理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原理、方法和技术，并以具体的企业案
例对物流服务供应链管理的协同运营与协同创新进行了研究。针对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协同运营问题，
主要应用神经网络、德尔菲法、多目标规划、委托代理理论、商业智能等多种理论与方法，对物流服
务供应链的协同体系构建、服务能力协同、利益协同、协同信息平台等展开研究，重点分析了物流服
务供应链各个参与主体的资源投入意愿和努力成本，形成了完整的运营解决方案。进而，围绕物流服
务供应链的协同创新问题，运用服务创新理论，构建了联盟式服务创新模式，阐述了该模式的参与主
体、类型以及一般过程，并建立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详细描述了面向物流服务管理
协同创新的重要性绩效方法，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厂物流服务供应链协同创新的实施建议以及政府相
关部门的产业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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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从客户、集成商以及分包商等角度构建了L，SSC的协同体系。利用基于INQ神经网络的评
价方法，提出了4种物流服务外包方式，同时立足于制造供应链的角度，描述了集成物流服务的采购
流程，提出了E-层次德尔菲法，建立了集成商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了基于E-层次德尔菲法和多目标
规划模型的群体决策方法，对集成商进行了有效的选择。此外，还简要介绍了分包商的评估选择问题
。通过以上协同体系的构建，重点建立了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使用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的模型和方
法进行合作伙伴的评估选择，让LSSC的协同体系更加具有整合优势，真正能够提供优质的物流服务。
　　接着，为了合理使用和分配LSSC的服务能力，系统地分析了物流服务采购和高可靠性运营下的物
流服务供应链的服务能力协同与优化问题。一方面，根据信号博弈理论，构建和描述了基本的物流服
务采购博弈模型，并分析了该模型的均衡类型，进而划分了物流服务市场的4种类型，得到了“通过
同行企业、行业组织、政府和法律法规等各种途径增加分包商的伪装成本来实现分离均衡下的市场完
全成功”的管理启示。另一方面，针对LSSC的内在复杂性，从LSSC可靠性的角度，主要运用广泛使用
的FTA法和实际案例分析法，分析了LSSC的可靠性与服务能力协同与优化问题。通过生成故障树，求
解最小割集，分配可靠性指标等一系列步骤，构建了基于可靠性和成本约束下的服务能力优化模型，
探寻了造成物流服务失效的基本原因以及提高LSSC整体服务能力的有效途径。给我们的管理启示是：
物流企业可以走LSSC的联合道路，实现优势互补；同时集成商应监控重点物流服务功能单元，保持同
客户的信息沟通，合理地分配物流服务资源，尽全力提高整条供应链的服务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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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基本每章最后都会带案例，还是挺不错的参考书。
2、专业书籍比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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