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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阐述了循环经济模式下供应链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循环经济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框架及“绿色”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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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供应链管理理论的不断发展和供应链实践

的不断深入 ,为了科学客观地反映供应链的运营情

况 ,供应链绩效评价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企业界的

高度关注。供应链绩效评价的研究 ,取得了不少成

果。建立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方

法 ,并确定了相应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995 年 ,由供应链委员会 ( Supply Chain Coun2
cil)提出了 SCOR 供应链运作参考模型 ,提供了涵盖

整个供应链的绩效评价指标 :物流绩效、柔性与响应

性、物流成本、资产管理〔1〕。1999 年 ,Beamon 提出

了 ROF 法 ,提出三个方面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 :

资源 (Resources) 、产出 (Output) 以及柔性 ( Flexibili2
ty)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Roger Blackwel 教授认

为 ,21 世纪供应链绩效的评价 ,应以顾客服务质量

为中心 ,并列举了供应链整体绩效评价的 10 个方

面。主要有 :有形体的外在绩效 ( Tangibles) 、可靠性

( Reliability ) 、响 应 速 度 ( Responsiveness ) 、能 力

(Competence) 、服务态度 ( Courtesy) 、可信性 ( Credi2
bility) 、安全性 ( Security) 、可接近性 (Access) 、沟通

能力 (Communication) 、理解顾客能力 ( Understand2
ing the consumer) 等〔2〕。2002 年 ,我国学者马士华

等在一般平衡记分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平衡供应链

记分法 (BSC2SC) ,从客户角度、供应链内部流程角

度、未来发展角度和财务价值角度研究了供应链绩

效评价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关的参考指标〔3〕。

综观现有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 ,

虽然评价角度和模型很多 ,但很少有从可持续发展

角度进行的研究。绩效评价过分强调供应链的商业

效益 ,忽视了对供应链环境绩效的评价。而当前我

国经济发展强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党的“十六

大”和“十一·五”规划都明确提出我国要发展循环经

济、走以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

济之路。要求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 ,按照减

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 ,在资源开采、生产消

耗、废物产生、消费等环节 ,逐步建立全社会的资源

循环利用体系。因此 ,供应链的环境绩效会受到前

所未有的关注。

一、循环经济的特点及实施方式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以

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 ,运用生态学

规律来指导社会的经济活动。

循环经济倡导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

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 ,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

和消费的规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

物。循环经济强调构筑“工业食物链”,对废弃物进

行回收利用、无害化及再生的方式 ,达到资源的永续

利用〔4〕。

循环经济主要体现在经济活动的三个重要层面

上 ,分别通过运用 3R 原则 (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

环)实现三个层面的物质循环流动 :

(一) 企业层面上(小循环)

推行清洁生产 ,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

的使用量 ,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最小量化 ,企业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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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产品和服务的物料使用量、减少产品和服务的

能源使用量、减少有毒物质的排放、加强物质的循环

使用能力、最大限度可持续地利用再生资源、提高产

品的耐用性、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强度。

(二) 在区域层面上(中循环)

通过企业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集成 ,形成企业

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 ,建立工业生态园区。把

不同的企业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

产业共生组合 ,使得一家企业的废气、废热、废水、废

物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

(三) 在社会层面上(大循环)

通过废旧物资的再生利用 ,实现消费过程中和

消费过程后物质和能量的循环。

循环经济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

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 ,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

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保护日益

稀缺的环境资源 ,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

二、循环经济模式下供应链的特点

循环经济对传统供应链管理提出了两个方面的

挑战 :

第一 ,传统供应链管理的全部力量几乎都集中

在销售产品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按照实体之间的相

互关系构建供应链 ,共同完成产品或服务的供需平

衡。而对废物管理和环境管理考虑得很少。而在循

环经济模式下 ,要给予废料增殖以同样的重视 ,要同

销售产品一样重视企业所有物质与能源的最优化交

换。

第二 ,传统的供应链管理建立了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环境下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信条。供应链不

仅是一条连接从供应商到用户的物料链、信息链、资

金链 ,而且是一条能给相关企业带来收益的增值链。

供应链以流程为基础 ,以价值链优化为核心 ,从全局

和整体的角度考虑产品经营的竞争力。而循环经济

模式要求供应链企业间不仅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而且要保证相互间资源的最优化利用 ,保证物质和

能量的循环利用。整个供应链是一条“生态链”。通

过不同企业或工艺流程间的横向耦合及资源共享 ,

为废物找到下游的“分解者”,达到变污染负效益为

资源正效益的目的。

因此 ,循环经济模式的推行 ,使供应链管理呈现

出一些新的特征 :

(一) 管理目标更加多元化

供应链的复杂性带来其目标的多元化 :协调客

户需求与供应商的物料流动 ;压缩供应链上的存货

成本 ;巩固提高客户服务水平等。而在循环经济模

式下 ,不仅强调以客户需求为中心 ,同时强调供应链

企业间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利用 ,供应链将增加一些

新的目标 :废物利用和处理能力、能量的循环利用能

力、供应链对环境的影响等。最终目标应是社会目

标 (满足社会就业需求) 、经济目标 (创造最佳利益)

和环境目标 (保持生态与环境平衡)的合一。

(二) 供应链节点企业类型更加多样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标准物流术语》

(2001)中认为 :“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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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企业类型一般包括供

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等不同的行为主体。

而在循环经济模式下 ,不仅要考虑传递给最终用户

产品的运作过程 ,还应将供应链中各相关企业的废

品和副产品的传递纳入考虑范围 ,要按照自然生态

系统中物质循环共生的原理来设计供应链 ,将一个

企业的废物或副产品 ,用作另一个企业的原料 ,通过

废弃物交换和使用将不同企业联系在一起。因此行

为主体还应包括废物使用者和处理者。

(三) 物流网络更加复杂

在循环经济模式下 ,供应链物流网络不仅包括

将产品提供给最终用户的正向物流网络 ,各节点企

业之间废物、副产品、回收物的循环利用会形成更加

复杂的正向物流网络和逆向物流网络 ,逆向物流会

受到同样的关注。由于存在反馈式、网络状的相互

联系 ,供应链内不同行为者之间的物质流远远大于

出入供应链的物流 ,使整个供应链的物流管理更加

复杂 ,更需要合理的物流规划和组织。物流网络的

顺畅和效益的保证必须采用物流外包的方式 ,借助

于第三方物流企业或第四方物流企业在物流管理方

面的优势 ,实现供应链整体的物流优化。

三、基于循环经济的供应链
绩效评价框架

　　在供应链管理中增加环境因素的思想最早提出

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当时只是作为物流管理研究

的一个次要方面提出的。在以往的研究中 ,大多过

分强调供应链的商业效益 ,忽视了对供应链实施环

境效益方面的评价。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今天 ,

环境效益必须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进行研究。供应链

绩效评价必须体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

统一和协调。综合考虑供应链的成长发展和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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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本文认为基于循环经济的供应链绩效评价

应从客户、内部运作、未来发展、财务价值、可持续发

展等几个方面去进行。

(一) 客户方面

企业为了获得长远、出色的财务业绩 ,就必须创

造出客户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因此 ,供应链管理的

核心之一就是客户管理 ,了解客户的需求以及评价

满足客户需求的程度的大小 ,用以调整供应链的经

营方法和策略。客户所关心的事情分为四类 :时间、

质量、性能与服务、成本。对客户方面的评价指标一

般包括供应链订单完成的总循环期、客户保有率、供

应链柔性、客户价值、客户销售增长以及利润等。

(二) 供应链内部运作方面

优秀的客户绩效来自于组织的流程决策和运

作。只有成功的内部运作才能满足或超越顾客的需

求。供应链的本质就是将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功

能进行集成、共享和协调 ,实现浪费的减少和供应链

绩效的提高。

虽然不同的供应链存在不同的流程 ,但是供应

链的内部流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改良创新、供

应链经营过程和客户服务过程。因此 ,对经营过程

的评价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

1. 产品改良和创新过程的测评。包括新产品在

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比原计划提前推出新产品的

时间差、开发下一代新产品的时间、第一次设计出的

全面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百分比等。

2. 经营过程测评。供应链运作实现的目标主要

有四个方面 :缩短提前期、弹性响应、减少产品成本、

敏捷结构。因此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供应链有效提前

期率、供应链生产时间柔性、供应链目标成本达到比

率、供应链运作质量、完美的订单完成水平等。

(三) 未来发展性方面

供应链未来发展性直接关系到供应链的价值。

严峻的全球竞争要求供应链必须不断地改进和创

新 ,发掘整合供应链内部和外部的资源 ,提高现有流

程、产品服务和开发新产品的能力。

供应链的改进主要通过四个方面进行 :

(1)重新设计产品及其流程。(2)通过企业集成

在组织间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整合。(3) 持续改进供

应链的信息管理。(4) 随时注意外部市场潜在威胁

和机遇 ,重新定义核心价值。

因此评价指标一般包括新产品开发循环期、新

产品销售比率、流程改进效率等。

(四) 财务价值方面

当供应链伙伴目标得以实现之后 ,供应链应该

取得财务上的成功。经营目标的实现使得成本大为

降低 ,提高了边际收益率 ;现金流得以更好的优化 ,

得到更高的收益和资本回收率。对财务价值的评价

一般从供应链资本收益率、现金周转率、供应链总库

存成本、供应链的库存天数等几个方面进行。

(五)可持续发展方面

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循环

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途径。在循环经济模

式下 ,供应链绩效评价必须引入“绿色”评价。我国

的“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 :“发展循环经济 ,就是要

节约能源、节约用水、节约材料、加强资源的综合利

用。”而世界工商企业可持续发展理事会提出注重生

态经济效益的企业应该做到 : (1)减少产品和服务的

物料使用量。(2) 减少产品和服务的能源使用量。

(3)减少有毒物质的排放。(4)加强物质的循环使用

能力。(5)最大限度可持续地利用可再生资源。(6)

提高产品与服务的服务强度。循环经济的 3R 原则

要求用较少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预定的生产目标

和消费目的 ;通过延长产品的服务寿命来减少资源

的使用量和污染物的排放量 ;通过把废弃物转变为

资源的方法来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和污染物的排放

量。根据上述对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阐述 ,本

文认为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评价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去进行 :

1. 材料利用评价。一般应包括材料利用率、无

毒无害材料的使用比率、可回收利用材料的比率等

指标。用于衡量供应链整体和供应链上各个节点企

业的材料利用状况。但循环经济的“再利用原则”还

要求尽可能多次使用各种物品 ,因此应加上另一个

指标 ———供应链产品及其零部件的再使用次数。

2. 能源利用评价。一般应包括产品生产过程的

能源利用率、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使用比例、产品使

用能耗等指标。但除了上述评价供应链整体和各个

节点企业的能源利用指标外 ,还应包括另一个重要

指标 ———能源循环利用率 ,用以评价供应链上各节

点企业之间的能源循环利用状况。

3. 资源回收利用评价 : (1)废物和副产品的利用

率。循环经济模式要求供应链各节点企业之间形成

废物和副产品循环利用的“生态链”,该指标用于衡

量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对其相关企业产生的废物和副

产品的利用状况。(2) 产品的回收利用率。循环经

济模式将产品的循环利用 (资源化) 分两种情况 :原

级资源化 ———将消费者遗弃的物品资源化以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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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来相同的新产品 ;次级资源化 ———废弃物被变

成不同类型的新产品。因此该指标又可细化为两个

具体指标 :原级资源化率和次级资源化率。

4. 环境属性评价。循环经济把经济活动组成一

个“资源 —产品 —再生资源 —再生产品”的循环流动

过程 ,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从产品生产到消费的全过

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少产生废弃物 ,可以实现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环境属性主要是指在产

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所引起的有关环境问题 ,它分

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两个方面。可以用产品

在生产、使用、回收处理过程中污染物排放量这一指

标来衡量。

四、结束语

发展循环经济 ,对传统的供应链管理提出了新

的挑战 ,供应链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其相应的绩效

评价体系也应发生改变。本文认为基于循环经济的

绩效评价应增加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评价 ,并细化了

具体的评价指标 ———材料利用、能源利用、资源回收

利用、环境属性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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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 w Personnel Selection Model for Staff ing Work Teams :

Perspectives from Person2team Fit

MEN G Xiao2bin , XIE Xiao2yun
(School of Management , Zhejiang Universtiy , Hangzhou 310058 , China)

Abstract : Nowadays ,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studies with regard to the issues in member’s selection for a team along with the coming trends that

team is a very effective strategic unit for business function. Person2team fit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teamwork. We presented the difference be2

tween traditional selection and team members’selection , reviewed what had been done in the field of personnel selection models’studies for teamwork

settings. And then we constructed a analysis model for team members’selection based on the person2team fit theory. In the end , we embodied and ana2

lyzed various issues in this model and provided some staffing strategy for a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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