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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柔性已经成为制造企业最重要的竞争优先权之一。因此，制造企

业需要不断提高其柔性绩效以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其中，供应商集成是实现柔性绩效的主要手

段。而在制造企业通过供应商集成提升柔性绩效的过程中，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不同的互惠关

系对于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制造企业供应商集成、柔性绩效以

及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不同互惠关系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理论模型。通过多元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１）制造企业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２）制造企业与

供应商之间的不同互惠关系水平对于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完全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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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前的制造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特征是全球化

范围内的竞争，快速的技术进步，不断缩短的产品生

命周期和多样化的客户需求。在这种不确定并且持

续变化的市场环境下，柔性被认为是核心的竞争武

器［１］。Ｈａｙｅｓ和 Ｗｈｅｅｌｗｒｉｇｈｔ在１９８４年第一次提

出制造柔性是制造企业主要的竞争战略维度，并认

为柔性影响着制造企业对于不断变化的顾客需求的

响应能力以及动态的竞争压力的适应能力［２］。自

此，制造企业越来越致力于提升自身的柔性绩效以

期获得竞争优势［３４］。

在如何提升柔性绩效过程中，学者们认为，单个

制造企业独立地提升柔性绩效是非常困难，而且也

不经济［５］。制造企业需要依靠与供应商的紧密合作

（即供应商集成）来提升柔性绩效，供应商集成已经

逐渐成为制造企业供应链管理的命脉［６］。然而，在

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却发

现，在投入同样资源的情况下，企业的供应商集成对

于柔性绩效的促进作用却不尽相同，有的作用显著，

有的却无明显的改善［７］。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等学者的研究

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最主要的因素可能是制造企

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８］。

那么，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如

何影响供应链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的呢？在

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学者们认为制造企业与供应商

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单纯的竞争关系，也不是单纯的

合作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即竞

合关系）。这种竞合关系在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

体现为一系列的互惠过程，即通过制造企业与供应

商之间的知识共享、信任和理解等来实现双方的互

惠关系［９１０］。但是，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互惠

关系是不断变化的，互惠关系既有高水平的也有低

水平的，它对制造企业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

关系的影响也不相同。那么，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

间的互惠关系对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

有什么影响呢？在不同的互惠关系下制造企业的供

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变化？基于

此，本文研究不同互惠关系下的制造企业供应商集

成与柔性绩效的关系。

２　理论背景

２．１　供应商集成

制造企业早期的集成主要聚焦于企业内部的纵

向集成，即一个企业内部的几个部门在一起工作以

满足企业的目标。而随着制造企业产品价值增值链

的不断扩展，制造企业必须集成合作伙伴和供应链

之间的所有活动以快速地将产品交付到客户手中，

此时，供应商集成的作用就凸现出来［１１］。

从文献来看，供应商集成是依附于供应链集成

的研究范围的，属于供应链集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Ｆａｗｃｅｔｔ和 Ｍａｇｎａｎ提出了集成的四个主要类

型：内部的跨部门的集成、与供应商的前向集成、与

客户的后向集成、前向和后向一体化集成等［１２］。

Ｆｒｏｈｌｉｃｈ和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基于集成的动机提出了供应

链集成的概念，同时运用四分法确定企业应该采用

的集成战略类型，即对内集成、跨部门集成、供应商

集成、客户集成、外部集成［１３］。在这些关于供应链

集成的研究中均可以发现供应商集成是供应链集成

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供应商集成，因此，它与

广泛的供应商集成概念不同，主要关注于制造企业

本身与供应商之间的集成。Ｄａｓ在文献的基础上将

供应商集成界定为制造企业在供应商、采购与制造

过程之间的系统集成。Ｗａｇｎｅｒ则将供应商集成界

定为制造企业通过内部运作网络将其内部资源与所

选择的核心供应商的资源和能力相结合，以期获得

竞争优势的过程［１４］。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聚焦于

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互惠关系对于供应商集成

与柔性绩效的影响，因此，这种供应商集成主要关注

于制造企业的供应商集成实践，即制造企业如何与

供应商进行集成。因此，本文将供应商集成界定为

制造企业将核心战略供应商与其采购过程、制造过

程进行系统集成的过程。

２．２　柔性绩效

柔性被认为是２１世纪制造企业最重要的竞争

武器，是制造企业主要的竞争战略维度。因此，制造

企业需要将柔性绩效作为主要的绩效目标，与竞争

战略保持一致。从文献来看，学者们对于柔性有两

个层次的界定。首先是在企业战略层次上，将柔性

作为竞争战略的核心维度之一，此时的柔性更加强

调一种能力，例如早期Ｇｕｐｔａ和Ｇｏｙａｌ对于制造柔

性做了较为清晰的界定，他认为制造柔性是制造企

业处理不断变化的环境或者由于环境而引起的动荡

的能力。Ｃｏｘ等则认为制造柔性是制造企业在市场

环境下的快速反应能力［１５］，此时的柔性更多地是作

为战略，范围较大，不便于测量。另外一个层次是运

作层次，即从制造部门的层次对柔性进行界定，这种

层次上的柔性便于测量，也更能够反映出制造企业

在柔性上的具体表现，这种体现出来的柔性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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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就是柔性绩效。如Ｎａｇａｒｕｒ认为制造柔性是制

造系统在产品、过程与制造技术等方面根据变化快

速调整的程度，即产品柔性、过程柔性和技术柔

性［１６］。Ｕｐｔｏｎ则将柔性界定为制造企业在时间、成

本或者其他方面对变化的响应程度［１７］。从本文的

研究来看，本文主要研究供应商集成对具体的柔性

绩效的影响，因此从运作层次研究更为恰当，即柔性

绩效是制造企业在产品、过程与制造技术等方面根

据变化快速调整的程度。

２．３　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互惠关系

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供应链管理研究的重

要内容，其中，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是其主

要的方面。随着研究者对于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

的竞合关系研究的重视，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

互惠关系作为竞合关系的主要表现也成为研究的重

点。从文献来看，企业间的互惠关系有强互惠、无互

惠和弱互惠三个层次，那么制造企业和供应商之间

的互惠关系自然也可以用这三个层次来代表。同

时，国内学者张睿等基于生态学视角，将供应链中成

员之间关系归结为五种模式：恶性竞争、互惠、依附

发展、侵略并购和危害成长等，这五种模式其实也可

以看作是互惠关系的不同水平，恶性竞争、侵略并购

和危害成长可以看作是无互惠，依附发展可以看作

是弱互惠，互惠则可以看做是强互惠。基于此，在本

研究中就将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互惠关系分为

强互惠、弱互惠和无互惠三种层次，并将这种互惠关

系作为调节变量来研究其对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

之间关系的影响。

３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３．１　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

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引起重

视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学者们发现，在当时的

动态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供应链管理只关注

成本效率是远远不够的，制造企业还需要通过供应

商集成来实现战略一致性和敏捷化。Ｒｉｎｄｆｌｅｉｓｃｈ

等认为供应商集成可以提高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

物流、信息等的效率，从而促进制造企业的柔性绩

效。ＶａｎＤｅｒＶａａｒｔ和ＶａｎＤｏｎｋ在回顾了３３篇基

于问卷调查的文献后，发现供应链集成能够大大提

高包括柔性绩效在内的企业绩效，但是在文献中缺

乏对于供应链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关系的详细而明

确的阐述。Ｙｅｕｎｇ等则在研究中明确指出，供应商

集成可以通过密集的信息交换、供应商参与和供应

商开发等来提升制造企业的运作效率和反应时间，

即柔性绩效。Ｄａｓ在文献的基础上则认为对供应商

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观点不一，既

有认为供应商集成对柔性绩效有着积极的效应，也

有认为供应商集成对于柔性绩效有着消极效应，同

时还有一种平衡的观点，认为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

效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判断。消极的观点认为供应商

集成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同时制造企

业内非常多的跨部门合作反而会降低制造企业的柔

性绩效。平衡的观点则认为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

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并没有足够的证据

显示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正向关系。从消极

的观点来看，主要涉及供应商集成的投入和内部集

成两个方面，在前面的文献中已经指出，供应商集成

投入对于柔性绩效的提升可能会取决于制造企业与

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而Ｆｌｙｎｎ等的研究则认为供应

商集成是基于内部集成的，因此这种观点还需要实

证的检验，在 Ｄａｓ的文献中并无说服力的实证研

究。从平衡的观点来看，正是由于供应商集成与柔

性绩效之间关系的模糊状态，本文才从制造企业与

供应商之间不同互惠关系的视角来研究它们之间的

关系。基于以上的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１：制造企业供应商集成对柔性绩效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３．２　不同互惠关系下的供应商集成与柔性之间的

关系

互惠最初是属于行为经济学中的概念。Ｒａｂｉｎ

将互惠分为正互惠和负互惠。Ｂｒｏｗｎ提出市场主

要由长期的互惠双边关系构成。Ｆｅｈｒ的研究则表

明互惠本身构成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源。Ｇｏｕｌｄｅｒ从

社会学角度强调了互惠能稳固社会体系，并且对所

有的社会文化都适用。基于Ｇｏｕｌｄｅｒ的分析，人类

学家Ｓａｈｌｉｎｓ提出互惠的三种类型，广义互惠、平衡

互惠、负互惠。学者们认为如果要真正理解这三种

互惠类型，就需要更进一步地将概念清晰化，最好能

进行实证检验。Ｂｉｅｎ等的研究满足了这一需要，他

们研究了管理者与下属之间的正互惠与负互惠关系

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发现正互惠群体有更高觉察的

组织支持和利他主义，而负互惠群体有低水平的工

作绩效。

当前，互惠的概念已经逐渐深入战略管理领域。

从理论背景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制造企业与供应商

之间的互惠关系可以分为强互惠、弱互惠和无互惠

三种。Ｂｌｅｅｋｅ和 Ｄａｖｉｄ认为在制造企业与供应商

之间强互惠关系的背景下（即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

间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交换、知识传输等过程，并且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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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高度信任），供应商集成可以大大提升制造企业对

客户需求的及时反应，改善产品的产量柔性和品种

柔性（即柔性绩效），从而在动态的环境中获得竞争

优势。Ｏｊａｌａ和 Ｈａｌｌｉｋａｓ的研究显示，与供应商之

间拥有高水平的互惠的制造企业供应链集成将更可

能提升其柔性绩效，从而协调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

间关系的整个过程。王迅等也认为制造企业与供应

商之间的强互惠关系可以有效改善供应商集成对于

柔性绩效的显著促进作用。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和 Ｒａｍａｎ

则认为在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弱互惠关系背景

下（即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存在信息和行为障碍，

双方缺乏足够的信任），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

的关系会变得模糊。结合行为经济学中的正互惠关

系和负互惠关系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以及制造企业与

供应商之间互惠关系对供应链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

关系的影响可以看出，在不同的互惠关系下，会产生

不同的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基于

此，提出假设：

假设２：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不同的互惠关

系对供应商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在

强互惠水平下，制造企业供应商集成对柔性绩效的

影响要显著强于弱互惠水平下的供应商集成对柔性

绩效的影响。

３．３　理论模型的提出

基于以上的假设，认为制造企业供应商集成对

柔性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制造企业与供

应商之间不同的互惠关系对制造企业供应商集成与

柔性绩效之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本

文的理论模型，见图１。

图１　不同互惠关系、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

之间关系理论模型

４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４．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国际制造业战略调查（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ｕｒｖｅｙ，ＩＭＳＳ）项目

２００９年进行的第五次调查，共有２０多个国家和７１９

家企业参与。调查中的数据收集主要以问卷为主，

问 卷 的 分 发 对 象 是 国 际 标 准 产 业 分 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ｄｅ，ＩＳＩＣ）

ＩＳＩＣ２８—３５的所属工业经营单位，样本企业选择的

方法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但必须是ＩＳＩＣ第３大类

制造业８个行业。

在ＩＭＳＳＩＶ的调查问卷中，供应商集成与制

造绩效均是主要的调查部分，而关于互惠水平则没

有专门的调查。但是，在问卷中分别对制造企业与

供应商、客户之间的关系与态度等分别进行了调查，

通过这些指标的合成和计算也可以测量出制造企业

与供应商之间关系的互惠水平，而且，关于企业与企

业之间的互惠关系并没有成熟的量表可供参考，重

新设计并调查反而没有使用第三方数据测量显得准

确，因此，本文就运用该问卷中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

研究。

４．２　变量测量

４．２．１　供应商集成的测量　近年来，有许多关于供

应商集成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均从不同角度开发

出了不同的供应商集成测量变量。从测量的角度来

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制造企业与供

应商之间的外部集成制造实践，包括与供应商共同

解决问题、与供应商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对于供应

商关系开发的高质量管理、与供应商共同投资、与供

应商之间的信息共享等；第二个方面则是制造企业

的内部集成，由于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关注制造企业

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而并不是其内部集成的部分，

因此并不采用这部分的测量指标。在本研究中，使

用了９个指标来测量制造企业的供应商集成，具体

见表１。

４．２．２　柔性绩效的测量　柔性绩效的分类是由

Ｂｒｏｗｎ等在１９８４年提出来的，他提出了测量制造企

业柔性绩效的８个指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对柔

性绩效的测量是被广泛接受的。在文献的基础上，

Ｓｅｔｈｉ等提出了１１个测量制造企业柔性绩效的指

标，包括设备柔性、设备利用柔性、运作柔性、自动化

柔性、过程柔性，产量柔性、产品柔性、路径柔性、扩

展柔性、生产柔性、市场柔性等。Ｐａｒｋｅｒ等在此基

础上则认为制造企业柔性包括产品柔性、产量柔性、

数量柔性、过程柔性、能力柔性、运作柔性等。从关

于柔性绩效的测量来看，关于产品柔性和产量柔性

的分类是最基本的内涵，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研究

互惠水平对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关系的影

响，因此关于柔性绩效的测量只是关注其基本的方

面。基于此，本研究的柔性绩效主要包括产品柔性、

产量柔性两类，具体的测量方法与指标见表１。

４．２．３　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不同互惠关系的测

量　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不同互惠关系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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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直接的测量方法，而且，直接对互惠水平进行

问卷调查测量只是针对一个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并

不能真实反映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互惠水平。

本研究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制造企业与

供应商之间关系的分析，我们认为，制造企业与供应

商之间的互惠水平从制造企业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制

造企业对能够给自身带来利润收入的顾客的态度与

其对能够给对方带来利润的供应商的态度的差异，

制造企业对顾客的态度是其自身可获得的利益的体

现，对供应商的态度则是制造企业对处于供应链上

的企业的合作程度的体现，对供应商的选择标准越

苛刻，与顾客的标准差异越大，就越说明制造企业与

供应商之间的互惠水平低，而这种关系差异最直接

的指标就是价格。基于此，本文对制造企业与供应

商之间不同互惠关系的测量就采用制造企业在价格

上对供应商选择的态度减去制造企业赢得订单的标

准中对价格的态度的差值来表示，具体的测量方法

如下：

犚＝犘１－犘２ （１）

式中：犚表示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互惠程度；

犘１ 表示制造企业选择供应商的标准的重要程

度中在价格指标上的分值；

犘２ 表示制造企业在赢得订单的指标的重要程

度中在价格指标上的分值。

４．２．４　数据的信度效度检验　在具体的指标测量

标准确定之后，就可以对指标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

验。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指标项目较多，样本数也达

到了７１９个，在做数据处理之前，先对整体数据做缺

失值处理，按照样本的国家名称进行回归方法处理

缺失值。本研究对于信度的测量，以Ｃｒａｎａｃｈ’ｓα

值来衡量因子的信度。通常要求总量表的信度在

０．７以上，分量表中的α值要求在０．６以上。从表１

看，各个测量维度的α值都大于０．６，说明问卷具有

良好的信度。对数据的效度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供提取因子的累积方差率不低于４０％，因子负载系

数都大于０．５，表示达到基本的效度要求，具体的计

算结果如表１所示。从表１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分

量表的信度、效度计算结果符合基本的要求。

表１　具体测量指标与信度、效度计算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度量 信度 效度

柔性绩效 产品产量柔性
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绩效情况：

“１”很差；“３”差不多；“５”很好
０．８１０ ０．９１５

犓犕犗：０．５

累积方差解释率：８３．７９９％

产品品种柔性 ０．９１５

供应商集成 共享存货信息
同供应商合作中的采用程度：

“１”无；“３”差不多；“５”高
０．８４７ ０．６３９

犓犕犗：０．８７１

累积方差解释率：５７．６０９％

共享生产计划和需求预测信息 ０．７５８

订单跟踪追查 ０．７４５

交货频率达成一致 ０．７０８

专用生产能力 ０．５９４

卖方管理库存 ０．７２２

协同计划 ０．６３４

准时制补货 ０．７５５

共用工厂或设施 ０．７７４

５　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前述对不同互惠关系下制造企业供应商集

成与柔性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的分析，需要对

互惠水平的调节作用做详细的分析。在分析中，将

互惠程度作为调节变量，并用层次回归方法来判断

互惠关系对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关系的影

响。表２列出了互惠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表２中，在层次回归分析的第三步，加入互惠关

系与供应商集成各要素的乘积项，犚２ 的变化为

０．０４１，并通过显著性检验（狊犻犵．＝０．０００）。可见，互

惠关系对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显著

的调节作用，并且，由于互惠关系对柔性绩效并没有

显著的影响，因此，互惠水平的调节作用是完全调

节的。

为了进一步明确互惠不同对哪种供应商集成要

素与柔性绩效的关系产生了调节效应，可以通过

表２中的具体回归分析方程进行分析。从表２中可

以看出，方程３中互惠水平对供应商集成中的专用

生产能力、卖方管理库存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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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著的完全调节作用。也就是说，随着互惠水平

的提高，专用生产能力、卖方管理库存与柔性绩效之

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强。同时，在加入互惠水平与供

应商集成之间的乘积项后，订单跟踪追查与柔性绩

效之间的关系变得显著，并且其与互惠水平的交互

项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显著。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假设１得到了部

分验证，假设２也得到了部分验证。这也证实了本

研究提出的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不同的互惠水平

对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

节作用的假设。

表２　不同互惠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步骤 变量（因变量为柔性绩效）
方程１

犅 犛狋犱．犅 犛犻犵．

方程２

犅 犛狋犱．犅 犛犻犵．

方程３

犅 犛狋犱．犅 犛犻犵．

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３４２ ０．０００ ３．３４２ ０．０００ ３．３４８ ０．０００

共享存货信息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９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９１１

共享生产计划和需求预测信息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９ ０．１６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８０ ０．１６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２ ０．２８０

订单跟踪追查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９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８５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６ ０．５９８

交货频率达成一致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９７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９２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９１７

专用生产能力 －０．０６９ －０．０８６ ０．１０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８４ ０．１１７ －０．０８６ －０．１０７ ０．０４４

卖方管理库存 ０．１１２ ０．１４３ ０．００８ ０．１１５ ０．１４７ ０．００７ ０．１４２ ０．１８３ ０．００１

协同计划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３ ０．４７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９ ０．４１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１ ０．３９４

准时制补货 ０．０９５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９５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８８ ０．１２２ ０．０２８

共用工厂或设施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０ ０．５６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９ ０．５８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６ ０．４８８

２ 互惠程度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９ ０．３６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５ ０．３０８

３ 互惠程度共享存货信息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１ ０．４０６

互惠程度共享生产计划和需求预

测信息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９０５

互惠程度订单跟踪追查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５

互惠程度交货频率达成一致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０ ０．５６５

互惠程度专用生产能力 －０．０９９ －０．１４３ ０．０１３

互惠程度卖方管理库存 ０．１０８ ０．１６７ ０．００２

互惠程度协同计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８００

互惠程度准时制补货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１ ０．３７４

互惠程度共用工厂或设施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５

犚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８９

Δ犚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１

犛犻犵．ｏｆＲ２ ０．００３ ３６８ ０．００６

犉 ２．６７９ ２．４５９ ２．４６２

犛犻犵．ｏｆＭｏｄｅｌ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６　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制造企业供应商集成、柔性绩效与互惠

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认为互惠水平对供应商

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并

提出本文的理论模型，运用多层线性回归分析对它

们的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的结论：

（１）制造企业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存在

显著的关系。其中，供应商集成中准时制补货与专

用生产能力这两种供应商集成实践对制造企业柔性

绩效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卖方管理库存则对柔性

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的供应商集成手段

对制造企业柔性绩效则没有显著的影响。这部分支

持和验证了假设１。

（２）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互惠水平对供应

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完全调节作

用。其中，互惠关系对卖方管理库存、专用生产能力

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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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部分支持和验证了假设

２。同时，在加入互惠水平与供应商集成之间的乘积

项后，订单跟踪追查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变得显

著，并且其与互惠水平的交互项与柔性绩效之间的

关系也变得显著，这也说明了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

间的订单跟踪追查在不同的互惠水平下会对柔性绩

效产生不同的作用。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供应商集成对柔性绩

效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也验证了以前的关于供应商

集成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的部分结论，是对供

应商集成与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补充。同时，通过

引入互惠水平这个概念，对不同互惠水平下的供应

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制

造企业不同互惠水平对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

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是对供应商集成与

绩效之间关系理论的有益拓展，也从另一个侧面解

释了供应商集成与绩效之间关系存在着争论的一部

分原因。

通过本文的研究，认为在制造企业的供应商集

成实践中，应该充分重视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

互惠水平，它对制造企业供应商集成实践的成功实

施以及实施的效果均有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卖

方管理库存、准时制补货以及专用生产能力这三种

供应商集成实践而言。

在本文的研究中，存在几个主要的不足和局限：

第一，由于对制造企业互惠水平的界定与测量处于

探索的阶段，可能其组成要素尚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二，由于本研究所用的数据属于

一个截面数据，并不能研究制造企业供应商集成与

柔性绩效之间关系的纵向变化，这需要在今后进行

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１］　ＫＯＳＴＥＬ Ｌ，ＭＡＬＨＯＴＲＡ Ｍ Ｋ．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ｉｎｇ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１９９９（１８）：７５９３．

［２］　ＶＯＫＵＲＫＡＲＪ，ＬＥＡＲＹＫＥＬＬＹＳＷ．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０（１８）：

４８５５０１．

［３］　Ｄ’ＳＯＵＺＡＤ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ＦＰ．Ｔｏｗａｒｄａｔａｘｏｎｏ

ｍｙ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０（１８）：５７７５９３．

［４］　ＢＥＡＣＨＲＡＰ，ＭＵＨＬＥＭＡＮＮＤＨＲ，ＰＲＩＣＥＡ，

ｅｔａｌ．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Ｊ］．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０，

（１２２）：４１５７．

［５］　ＧＵＰＴＡＹＰ，ＧＯＹＡＬＳ．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

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９（４３）：

１１９１３５．

［６］　ＧＵＮＡＳＥＫＡＲＡＮＣＰ，ＴＩＲＴＩＲＯＧＬＵＥ．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ｒｉｃｓｉｎａ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１，２１（１／２）：７１８７．

［７］　ＹＥＵＮＧＪＨＹ，ＳＥＬＥＮ Ｗ，ＺＨＡＮＧＭ，ｅｔ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ｃｏｅｒｃ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ｎ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９（１２０）：６６７８．

［８］　ＤＡＳＡ，ＮＡＲＡＳＩＭＨＡＮＲ，ＴＡＬＬＵＲＩＳ．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２４）：

５６３５８２．

［９］　ＢＥＴＨＳ，ＢＵＲＴＤＮ，ＣＯＰＡＣＩＮＯＷ，ｅｔａｌ．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Ｊ］．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３，９１（７）：６５７３．

［１０］　雷宏振，刘书兵．基于ｇｕａｎｘｉ的关系度及其对组织

知识共享的影响研究［Ｊ］．科学与管理，２００９（３）：

５８．

［１１］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Ｃ，ＮＡＲＵＳＪＡ．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ｏｒｆｉｒｍｓ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ｆｉｒｍ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１９９０，５４（１）：４２５８．

［１２］　ＦＡＷＣＥＴＴＳ，ＭＡＧＮＡＮＧ．Ｔｈ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ｎｄｒｅａｌ

ｉｔｙｏｆ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０２，３２（５）：３３９３６１．

［１３］　ＦＲＯＨＬＩＣＨ Ｍ Ｔ，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Ｒ．Ａｒｃｓｏｆ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１，

１９（２）：１８５２００．

［１４］　ＷＡＧＮＥＲＳ Ｍ．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ｓｃｏｐｅｏｆ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３９（４）：４１３．

［１５］　ＣＯＸＪＴ．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

ｉｎｇ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Ｊ］．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９（１）：６８７２．

［１６］　ＮＡＧＡＲＵＲＮ．Ｓｏｍ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ｆｌｅｘｉ

ｂｌ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２，３０（４）：７９９８０９．

［１７］　ＵＰＴＯＮＤ．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ｆｌｅｘ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Ｊ］．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４

（１０）：７２８９．

４１１

上海管理科学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第３９卷第５期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７


	上管科2017-5内心(3) 110
	上管科2017-5内心(3) 111
	上管科2017-5内心(3) 112
	上管科2017-5内心(3) 113
	上管科2017-5内心(3) 114
	上管科2017-5内心(3) 115
	上管科2017-5内心(3) 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