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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手机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市场，是国内外手机厂商的必争之地。

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和发展，我国不少手机制造企业通过组建供应

链战略联盟，集中利用各成员企业的优势力量来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但是，在

市场经济环境下，风险与机遇是并存的，企业在寻找和利用机遇、追求利润的过

程中，同时也面临着风险的严重威胁。供应链的风险管理是供应链管理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风险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供应链的运行状况和供应链整体目

标的实现。我国的手机制造企业要想成功地实施供应链战略，就必须注重供应链

的风险管理。然而，供应链的风险管理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过程，要考虑影响供

应链运行过程中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多种风险因素，并按一定的程序和方法来进行

管理。

本文通过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产、销等环节进行分析，从我国手机制

造企业供应链的具体特性出发，遵循风险管理的一般流程，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

供应链的内生风险与外生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应用模糊数学等理论知识和层次分

析法(AHP)的相关原理构造了风险的评估模型，还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

风险的防范与应对，以及风险管理效果的评价与反馈进行了研究。

由于手机是一种时尚性强、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电子消费品，我国手机制造

企业的供应链除了要面临组织合作风险、供应风险和经济风险等风险的威胁外，

还比较容易受到技术风险等供应链风险的影响和威胁。因此，本文在进行风险辨

析和风险处理的研究时，特别分析了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技术风险的特点

和表现形式，并对技术风险的防范与应对措施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本文研究的是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风险管理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为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提供一定的借

鉴方法和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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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上世纪末我国的手机制造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并于2003年达到国

产品牌与外国品牌在手机市场上平分秋色的鼎盛局面。然而，面对国外手机厂商

长期形成的品牌、技术等优势，我国的手机制造企业至今仍然没能扭转乾坤、夺

取我国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不少企业意识到，在全球技术、经济迅速发展的今

天，企业仅仅依靠自身力量的原始力量的积累已难以抢占并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另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市场，我国的手机市场是国内外手机厂商的必争之

地，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不少手机制造企业转向组建供应链战略联盟，以期

利用各成员企业的优势力量来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风险与机遇是并存的，企业在寻找和利用机遇、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同时也面临

着风险的严重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说，供应链的组建其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组建供应链战

略联盟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有利于其经营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也大大地

增加了风险管理的难度。有些企业可能因为优秀的供应链管理而获得丰厚的利益

并跃为同业中的佼佼者，但也有不少企业可能会因为供应链管理问题而蒙受巨大

损失，严重的甚至破产倒闭。例如，2000年3月位于新墨西哥州的飞利浦电子

半导体的工厂发生火灾中断了手机芯片供应，爱立信因为没能对这一突发事件迅

速地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旄，致使公司当年遭受了17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市场份

额也由一年前的12％降至9％，最后不得不宣布退出移动电话的直接生产。

由此可见，风险管理已经成为供应链管理的重大任务和挑战。我国手机制造

企业在实施供应链战略的过程中，必须提高风险意识，尽量避免或减轻供应链风

险可能造成的危害。

1．1．2研究目的及意义

经济技术的发展使手机产品的生产流程更加优化、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单个手机制造企业生产能力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企业

与其供应商和销售商之间的在组织制度、资源调配、信息传递等环节的协作能力

的增强有利于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另外，随着手机市场竞争的加剧，市场竞争形

式已不仅仅表现在单个企业间对市场的争夺，而是逐步演变成供应链之间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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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在这种情形下，良好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对手机制造企业的经营发展至关重要。

随着以供应链之间的抗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市场竞争趋势的发展，供应链的规模

日益扩大，结构也日趋复杂，供应链系统中任一环节出现问题，势必会引起剧烈

的连锁反应，造成严重的后果。在供应链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及时、有效地对供

应链风险进行管理有利于保障整个供应链系统的良好、可靠运行，实现系统的整

体发展目标。然而，供应链的风险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过程，任何供应

链系统在运作过程中都面临着风险，不同的供应链系统具有不同的风险，相应地

风险管理的侧重和办法也有所不同。对于手机制造型企业而言，其经营活动的顺

利进行无时无刻不依赖着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顺畅流通，对其供应链风险管

理进行分析和研究，无论是在促进企业与供应链自身的经营发展方面，还是在促

进供应链管理理论的发展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理论上，本文通过研究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系统，建立了供应链风险评

价模型，提出了供应链风险的防范和应对措施，丰富了供应链管理的内容。在研

究过程中，本文应用了技术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模糊数学、物流管理学、统计

概率学等领域的知识理论，采用了基于模糊数学理论的层次分析法，对手机制造

企业的供应链风险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将风险管理理论和数学分析方法相结合并

应用于具体的手机制造领域，扩充和完善了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在实践上，本文通过对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风险进行分析，指出供应链风

险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其危害也是相当严重的，进一步强调了供应链风险管理

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助于提高相关责任人员的风险意识。另外，本文的研究成

果不仅有利于促进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而且有利于拓展企业经营管

理者的视野，对于其它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之，通过本文的研究，找出切实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和应对方法，不仅有

利于促进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系统的良好运行，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而且有利

于开拓其他经营管理者的视野，丰富供应链管理理论的内容。

1．2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供应链风险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

探索和研究。

(1)风险的定义。

国外学者对供应链风险的研究最早始于对供应风险的研究。

Zsidisinetal(1999)将供应风险定义为“供应的不及时而导致货物和服务质量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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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Harlandetal(2001)认为供应风险是指“供应对资源的流入产生负的影响

以致公司不能运作，也称投入风险"n1。Johnson(2001)将研究的视角从供应风

险拓展到需求风险，认为供应链的风险风险不仅包括供应风险，还包括需求风险

暖1。Suh和KWon(2000)研究了供应链中的信息风险，指出合作伙伴滥用其他成

员的信息所产生的危害是巨大的∞3。Roshan Gaonkar和N．Vi swanadh锄(2004)

把供应链的风险视为不确定性，并且指出了三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偏离

(deviation)、中断(disruption)和灾难(disaster)H1。

(2)风险的来源。

Mithchell(1995)将供应风险与供应市场的特征相联系，认为供应风险是由

市场结构的稳定性、市场利率的变化等因素影响供应而带来的风险n1。也有学者

强调突发事件对供应风险的影响，如Mark David等曾对我国的SARS事件进行

了研究，指出由于存在不可预料的意外事件，世界上任何一种技术和预测方法都

无法避免或阻止中断(供应)的发生嘲。Sheffi和Yossi(2001)针对美国“9．1l”

事件研究了供应链的恐怖袭击风险，指出供应链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脆弱性暗】。

Johnson(2001)认为不可预测的市场需求、快速的产品更新换代、短暂的产品生

命周期以及季节性变化都会导致供应链的需求风险和供应风险阻1，从而产生供应

链风险。Suh和Kwon(2000)认为供应链中的风险主要来源是合作伙伴之间信息

的共享陆1。Prater(2001)认为供应链风险源于供应链的外部脆弱性和供应链敏

捷性之间的矛盾，即企业通过制定获取资源、生产和运输的柔性战略，提高了供

应链的敏捷性，但是同时也增加了供应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而增加了供应

链的脆弱性，而脆弱性的提升又反过来削弱了供应链的敏捷性口1。Zsidisin，G．A

(2003)提出关键的供应风险是供应商经营风险、供应商的生产力约束风险、质

量风险、生产技术变化风险、产品设计变化风险、以及各种灾害风险∞3。

(3)风险的特点。 ．

Prater(2001)认为供应链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风险源于供应链的外部脆弱

性和供应链敏捷性之间的矛盾，即企业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措施(如获取资源、

生产和运输的柔性战略)来提高供应链的敏捷性，同时也增加了供应链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进而增加了供应链的脆弱性，而脆弱性的提升又反过来削弱了供应

链的敏捷性H3，这种脆弱性与敏捷性的相互矛盾会导致供应链风险。Zsidisin，

G．A(2003)研究了供应链风险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供应风险，认为供应风险存在

于任何制造企业中州。

(4)风险的防范与应对。

Giunipero(2004)指出在一个高度竞争化的环境中防范供应链风险不应该再

像传统概念上一样仅仅定义在防范和降低不确定性上，而是应该有一种更有效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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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即预测潜在损失。通过提升产品技术、确保客户需求、维护供应商关系以

及总结以前的供应链管理经验等，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们。Towill(2005)提出了

通过实行APl0BPCS(自动化管道库存和基于生产的订单控制系统)运作模式，

抑制牛鞭效应，降低供应链风险n叫。

1．2．2国内研究现状

从检索资料看来，国内对供应链风险的研究始于2001年，其中比较有代表

性的学者及其研究内容如下所述。

(1)风险来源及表现形式。

张齐刚(2001)认为突发事件会给供应链的运行带来严重的危害，通过分析

台湾“9．21”大地震对全球电脑业的冲击、诺基亚和爱立信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一家上游供应商的半导体生产厂发生火灾这两个突发性危机案例Ⅱ¨，强调了供

应链中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江林(2003)认为供应链风险来源于供应链的不确定

性和供应链体系中成员企业之间的矛盾n羽。李晓英等(2003)从系统结构、管理

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对供应链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在供应链管理中存在

着系统风险、管理风险、信息风险、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u羽。董秋云(2004)

认为实施供应链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的商业信息泄漏、成员企业目标冲突、企业经

营理念与企业文化差异、供应链的动态变化、信息共享等方面的问题和风险n钔。

王金凤(2004)研究了供应链管理中信任合作风险和信息失真风险产生的原因及

具体表现形式n瓠。张向阳(2004)指出供应链中存在市场、合作、技术、信息、

财务、解散等方面的风险n盯。林朝阳(2005)认为供应链风险主要表现为市场需

求风险、合作风险、经济波动和利润波动风险、信息资源风险等形式n刀。丁伟东

(2003)认为供应链风险的主要来源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指出供应链成员企

业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波及整个供应链n羽。胡金

环等(2005)认为供应链存在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n引。马丽娟(2006)指出供应

链风险存在于供应链组建、运作的各个环节中例。

(2)风险评估。

李欢(2005)从定性方面详细论述了供应链的风险因素，将风险视为一个随

机变量，用损失概率和损失值来表示，应用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理论对风险进

行了分析。通过对单个成员企业的风险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整条供应链的风

险变量，分析和讨论了两阶段供应链中单个风险在不同波及效应下的传递情况

口u。李志、杨涛等(2005)认为供应链中的风险属于灰色信息，在风险评估实践

中是不可能精确描述的，提出了模糊风险评价法啪1。刘冬林、王春香(2006)通

过分析供应链风险的来源，探讨了基于独立风险的供应链多风险的综合评估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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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求解多个风险的总损失分布函数的模型，用以计算基于独立风险和已知单

个风险测度的供应链多风险特征值，并利用这些特征值对供应链多种风险组合进

行综合评估，得到当前总的风险状况瞳舢。

(3)风险的防范与应对。

杜鹏(2002)根据团队理论提出了供应链的产出分配模型，指出团体惩罚机

制对于产出分析契约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可以克服企业行为的可观测性较差时的

搭便车问题，使各企业选择其行为，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降低供应链风险凹钔。

李辉等(2003)研究了信息技术条件下供应链的商务风险及其管理，指出了各种

风险的类型与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实施风险管理的方法口射。谢科范等(2003)

研究了供应链管理中的“牛鞭效应"与信息风险，通过分析供应链中信息风险所

带来的“牛鞭效应’’，探讨了信息搜索在供应链管理中的作用、使用局限以及信

息搜索的风险收益，提出了信息风险的防范措施∞刚。李晓英等(2003)指出企业

应在认识风险存在与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有效规避供应链风险n孔。解馄等(2003)

研究了供应链管理中的库存风险问题和供应链战略联盟的风险问题，应用SWoT

法确定风险发生的领域和影响状况，提出建立动态合同和增加敏捷信任以有效防

范风险口们。马林等(2004)提出了基于汇率风险的中小企业供应链风险决策模型，

并进行了实证，对中小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比钔。马丽娟

(2006)指出可以通过建立高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科

学地选择供应链合作伙伴和消除供应链的冗余环节等措施来避免和减少供应链

风险嘲。

从以上供应链风险管理的文献综述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供应链风险的研

究主要涉及到以下几方面： ，

(1)供应链风险的表现形式与分类：如供应风险、需求风险、信息风险、

汇率风险等。

(2)供应链风险的来源：供应链的脆弱性、突发事件的影响、供应链系统

中企业之间的矛盾、供应链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等。

(3)供应链风险的特性：普及性、传递性等。

(4)供应链风险的测量与评估方法：回归分析法、模糊评价法、概率分析

法等。

(5)供应链风险的控制和防范措施：建立高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和合理的利

益分配机制，科学合理的选择供应链合作伙伴和消除冗余环节、简化供应链；建

立动态合同和增加敏捷信任；利用团体惩罚机制；等等。

通过上述归纳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供应链风险的研究还不够丰

富，研究内容不够全面，方法上也主要侧重于定性层面，很少针对具体个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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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探讨。总的来说，当前对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内容比较零散。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只是局限于供应链风险的某些

方面，或将供应链风险的某种具体表现作为研究对象(如信息失真等)，并没有建

立一套完整的供应链风险管理体系。极少数学者虽然对供应链风险进行了综合分

析，但在风险分类等问题上仍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标准，对风险影响因素的分析也

不够完整和透彻。
’

(2)研究方法偏重于宏观的定性层面。一些学者虽然对供应链的风险进行

了较全面的分析，但在风险分析与评估方法上大多侧重于定性研究，较少针对具

体个案进行定量分析，应用性和操作性不够强。

1．3研究对象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不同的供应链系统由于所处的经济环境、系统结构和整体目标等因素的不

同，其风险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

风险管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研究的供应链系统属于盟主型供应链，即以某

一手机制造企业为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在供应链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其他

成员企业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和吸引能力。

本文拟解决的关键的问题主要有：

(1)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产、销等环节的特点；

(2)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因素识别及风险表现形式；

(3)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及评价模型；

(4)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重点，以及防范与应对措施。

1．4研究思路

本文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全文共分7章。

第l章阐述了研究背景和国内外学者关于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与主要观

点。第2章论述了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第3章至第6章是论文的

主体部分，首先分析了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产、销环节，然后针对我国手机

制造企业的供应链的具体特性，从风险辨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理、效果评价与

反馈等方面研究和探讨了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问题。最后，论文

第7章总结了全文的不足之处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如下图

卜1所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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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创新点

图1．1论文的研究思路

(注：作者整理)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创新。

(1)选题方面：虽然关于供应链风险的研究内容已不少，但大多数仅局限

于宏观层面的定性分析。本文聚集于以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系统，

根据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构成与特点，分析了供应链风险的类别及主要表

现形式，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风险的防范与应对措旖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2)研究内容与方法方面：本文针对手机的产品属性及供应链的特点，对

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技术风险进行了重要分析。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尝

试从技术经济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问题，并应用了一些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来研究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问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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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链风险管理概述

2．1 供应链与供应链管理

2．1．1供应链

关于什么是供应链，不同学者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分析与界定。例如，美国

资源管理协会将供应链定义为用来传送产品和服务，从原材料开始一直到最终客

户的一个整体的网络。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认为供应链是相互间通过提供

原材料、零部件、产品、服务的厂家、供应商、零售商等组成的网络。Movex则

认为供应链是由各种实体(诸如子公司、制造厂、仓库、外部供应商、运输公司、

配送中心、零售商和用户)构成的网络，网络上流动着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一个完整的供应链始于原材料的供应商，止于最终用户。

综合来说，供应链是一系列企业实体结合成的战略联盟，是社会分工细化和

激烈地市场竞争的结果。对于盟主型供应链系统，即以某一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

系统，其组织结构可表示为如图2一l所示。

供应商 销售商

物流—————————————◆

+———————————一资金流
信息流+————————————◆

图2-1 盟主型供应链组织结构图

(注：作者整理)

2．1．2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核心是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前提下，追

求从生产资源的供应、产品制造、产品销售直至达到最终客户整个过程中整体成

本的最小化，以实现服务的最优化和竞争力的最大化。总的来说，供应链管理主

要具有以下特点：

(1)一体化管理思想。供应链管理强调系统外部一体化和系统内部各成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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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共同价值最大化，要求以全局的观点来进行成本与效益的权衡。供应链管

理要求供应链系统的各成员企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互惠互利和

共同发展的价值观和依赖关系，通过各成员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提高供应链

系统的效率，达到整体获益的目的。

(2)对网络和信息技术的依赖性。虽然任何一种管理目的的实现都要借助

于一定的技术手段，但供应链管理更加注重或依赖于网络和信息技术来实现。例

如，条码技术、电子订货系统、POS、EDI等，都是供应链管理中不可或缺的技

术手段。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支持，供应链系统的成员企业间将难以实现信息的迅

速交流和资源的充分共享，从而也将难以实现供应链的管理目的。

(3)互动性。供应链系统的运作过程是供应链系统中各成员企业互动的过

程。供应链管理要求各成员企业共享信息、相互协作，以灵敏、快捷地对客户需

求作出反应，因此供应链管理不能单纯依赖于供应链系统中的某一环节(如核心

企业)来实现，强调各成员企业间的互动性。

(4)动态管理。由于供应链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系统自身的各组成要

素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对供应链适用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供应链管理是一种动态管理，要求管理中实时地对供应链的运行状况实施监控，

对监控结果进行准确、合适的评价，对供应链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及时地

做出调整。

总之，供应链是一个超越了企业和职能部门界限、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相

应地，供应链管理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供应链系统是否良好地运行，对系

统内各成员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成员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具

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2．2供应链风险管理

2．2．1供应链风险及特性

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可以表示一种威胁，也可以表示一种

机会。风险产生的过程大致可表示如图2—2所示。即风险源导致风险事件，由

风险事件产生风险后果，需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必然过程，也就是说存在风

险源并不必然会导致风险事件的发生，风险具有不确定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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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险

事

件

风

险

后

果

图2—2风险产生过程的示意图

(注：作者整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指的供应链风险仅针对潜在的威胁而言，是指构成

供应链的成员企业作为不同的利益实体，在合作的过程中由于个体差异和总体不

确定性，对供应链中的上下游企业以及整个供应链系统可能带来的损害和损失。

供应链风险除具有风险的一般特征(如客观性、普遍性、突发性、不确定性、

无形性等)外，还具有以下特性：

(1)多发性。由于组成供应链的各成员企业为不同的经济实体，遵循自愿

互利的原则进行合作，一旦某一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目标与供应链整体目标发生

偏离，就容易产生供应链风险。另外，供应链系统所处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是

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落后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未

来事物发生的不确定性是很难全部预测和规避的，即供应链风险总是存在的。再

者，供应链的全球化趋势的盛行，使得供应链的规模越来越大，供应链所覆盖的

范围也更加广泛，增加了供应链系统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从而迸一步提高了供应

链风险的发生机率。

(2)扩散性。供应链作为多个经济实体紧密联系的有机组织，各成员企业

往往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一旦供应链的某一环节发生风险损失，

如果未能及时、有效地采取风险应对措施，风险损失会由该环节向周围的其它环

节进行扩散，通过成员企业之间的联系迅速传递和放大，形成影响范围更广泛且

后果更为严重的风险损失。

(3)复杂性和多样性。供应链是由不同的经济实体(成员企业)构成的，

它不仅要面临单个企业可能要面对的风险，还要面临供应链系统各成员企业在合

作中产生的、更为复杂的风险。各成员企业联合起来、组建供应链联盟的根本目

的是实现企业自身的经营目标和企业自身的发展，但是，在供应链的工作过程中，

难免会出现个别成员企业的经营目标与供应链的整体目标发生偏离的情形，再加

上各成员企业所拥有信息的不对称性，很容易导致风险的发生。因此，供应链组

织不仅要面临单个成员企业有可能面临的风险，还要面临各成员企业在相互合作

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风险，供应链风险较一般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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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样、影响范围也更加广泛。

2．2．2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与内容

供应链风险管理是一个连续、系统的过程，它与一般企业的风险管理最大的

不同就在于供应链风险管理的首要工作是确立风险管理主体，而一般企业是其风

险管理的天然主体，无须再确立风险管理主体。虽然供应链是由各个成员企业构

成的，但各成员企业自行其是地对各自企业进行风险管理并不能实现整个供应链

风险管理的目标。因为供应链各个成员企业的经济利益是相互独立的，在各成员

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个别成员企业为了规避或减轻自身企

业的风险损失而损害其他成员企业的利益、从而不利于供应链整体目标实现的情

形。因此，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来负责整个供应链的风险管理，

从供应链成员企业的整体利益出发、以全局的眼光来分析和评价供应链运行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并采取适当的防范和应对措施进行风险处理工作。就工

作流程而言，供应链风险管理与一般企业的风险管理流程相似，大致可以分为风

险辨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管理效果的评价与反馈等四个环节。在

风险管理中，这四个环节并不是杂乱无序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具体如图

2—3所示。

图2．3风险管理流程

(注：作者整理)

(1)风险辨析。风险辨析即对风险进行识别和分析，是对风险进行感知、

预测和分析的过程。风险识别是风险分析的前提，因为只有感知风险的存在，才

能对风险进行分析。但风险识别与风险分析不是两个断裂的过程环节，在风险分

析的同时，可以加深对所感知风险的认识，使风险识别更具科学性和准确性。风

险辨析要求全面观察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并从风险发生的原因入手，将引起风险

的因素分解成简单的、易识别的基本单元，找出影响预期目标的主要风险。常用

的风险识别方法有流程图、制作风险清单、头脑风暴法、损失统计记录分析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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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解分析法等。

(2)风险评估。风险评估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对风险发生可能性(即风

险发生机率)的大小、风险发生后可能的结果范围和危害程度(即风险损失大小)

等内容进行估计。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的核心环节。一方面，风险评估是风险辨

析的目的。风险辨析是为了给风险评估提供评估资料和评估对象，是风险评估的

前期准备工作。如果不进行风险评估，风险辨析便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未能对

所识别的风险做出正确的评价，前期的风险辨析工作做得再好也毫无意义。另一

方面，风险评估的结果为后续的风险处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方向指导。供应链在运

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风险。供应链的风险管理主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

对所识别的全部风险进行处理，因而只能利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去防范和应对那

些重要的、亟需处理的风险。供应链风险管理者在选择需处理的供应链风险时，

风险评估结果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向指导。

风险评估方法包括定量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前者如敏感性分析、决策

树分析、模糊数学法、熵权评价等方法，后者如专家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等。各

种评价方法都有优缺点，没有一种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的风险评估过程，应根据

具体的模型和环境选择相应的风险评估方法。近年来比较受欢迎的是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如模糊层次分析法等。

(3)风险处理。风险处理是通过对风险进行辨析和评估后，将风险发生的

概率、损失的严重程度以及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后提出风险处理方法。风险处

理包括风险的应对与防范，二者在风险处理时间上存在差别，风险防范主要用于

风险发生之前，侧重于事前控制，风险应对则主要用于风险发生当时和之后，侧

重于事后控制。

风险防范的基本途径在于减小风险发生的概率，是一种概率导向型的风险策

略，包括风险回避策略和风险预防策略。风险应对实质是一种损失导向型风险策

略，其风险处理的基本途径是减轻风险发生时可能导致的损失，具体可分为风险

分担策略、风险分散策略和风险转移策略。本文第5章将会对供应链风险防范策

略和风险应对策略作详细地研究。

(4)风险管理效果的评价与反馈。风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为了达到预期

的风险管理目标，必须对风险辨析、风险评估以及风险处理的全过程进行监控，

及时地对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价和反馈。虽然风险的不确定性随时间的推移而

减小，但由于在风险管理过程中不可能获取完全充分的信息和资料，也不可能对

获取的所有资料和信息及时地进行处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获取越来

越多的、可能与以前的预测结果不相符的信息和资料，这就需要尽快对有关分析

和评价结果进行调整。

12



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评估研究

供应链风险具有多发性、传递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点，从而决定了供应

链风险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面临着不同的环境，

供应链风险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供应链风险管理模

式。供应链的风险管理必须针对具体情况进行风险分析和评价，以确定合适的风

险处理方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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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产、销分析

3．1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物资供应

3．1．1手机的构成

以手机制造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系统，其链条上端是手机产品的原材料和零

部件供应商，链条下端是手机产品的销售商。任何一个制造企业要实现良好的经

营和发展，必须协调好供、产、销关系，以保证物资、资金等资源的顺畅流通。

在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物资供应环节进行分析和研究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手

机的基本结构。

一般来说，手机主要由四部分嘞1构成，如下表3—1所示。

表3—1手机产品的构成

产品 构成部分 包括的主要元件

主动元件 应用处理器、内存、电源管理、射频、相机模组等

手 被动元件 电容、电感和电阻等

机
结构件 手机外壳、线路板等

功能件 显示屏、电池、电声元件、振动马达、天线等

(1)主动元件，即通电后物理或者化学特性发生变化的元件，主要是半导

体元件，占手机成本的50％以上，包括应用处理器、内存、电源管理、射频、相

机模组等。手机的应用处理器主要包括MCU(Micro Controller Unit)、显卡、

基频、MPEG编解码器和照相手机图像处理IC，其中基频是手机中最核心的部分，

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部分，可以分为模拟基频和数字基频，通常二者集成在一起，

也有分开的。此外，内存也是价格非常昂贵的半导体元件，尤其在高价位手机里，

内存可能是成本最高的元件。射频则主要包括功率放大器和收发器。

(2)被动元件，即通电后不发生物理或者化学变化的元件，主要包括电容、

电感和电阻等。手机里用的电容是特殊的MLCC(№ltilayer Cer锄ic Capacitor，

多层陶瓷电容器)，电阻和电感也是特殊的片式电感和电阻。

(3)结构件，主要指手机外壳，线路板等。早期的手机外壳框架主要采用

金属材料，后来为了迎合消费者对轻巧性手机的喜好，逐渐以塑胶材料代替。随

着世界环保大潮的高涨，消费者对手机外壳的材料越来越挑剔，对手机外壳的制

造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线路板通常是指PCB(Printed Circuit Board)，也有

FPC(Flexible Printed Circuit，即柔性线路板)，翻盖手机常用到F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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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功能元件，如显示屏、背光、电池、电声元件、振动马达、天线等。

按显示效果分，手机显示屏包括黑白屏和彩屏，如今黑白屏几乎已被淘汰，彩屏

在手机制造和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彩屏包括CSTNT和TFT—LCD，其中CSTN的

市场份额自2005年以来急剧下滑，一般多用于手机副屏，TFl’一LCD则开始占据

市场的绝对优势，成为手机显示屏市场的生力军。但TFl'一LCD的成本一般较高，

在手机整机成本中占相当比例。就背光而言，EL差不多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自

发光元件0LED虽具备对比度高、厚度薄、视角广、反应速度快、使用温度范围

广、构造及制程较简单等优异特性，但由于技术不够成熟、成本高等方面的原因，

未能被广泛地使用，所以LED(尤其是白光LED)仍然是主要的背光源。手机电

池是二次充电电池，最初是采用镍镉、镍氢电池，上世纪90年代期，锂电池开

始被采用，于本世纪初得到迅速发展，并最终占据了手机电池市场的主导地位。

但当前迫于环境及能源的压力，许多手机电池厂商开始转向新型环保手机电池研

发与生产，所以在不久的将来，锂电池的市场主导地位也有被取代的可能。

3．1．2手机部件的货源供应

由于手机各构成部件的技术含量要求、资源分布状况、环境政策许可等诸多

方面的原因，其货源供应呈现出以下特性。

(1)主动元件成本高，且主要依靠从欧美进口。最典型的就是技术含量非

常高的基频，全球只有极少数厂家拥有该技术，包括德州仪器、高通等，其中高

通是CDMA基频的霸主，市场占有率占80％以上。而内存的主要供应厂家有三星、

SPANSIoN、英特尔、东芝、意法半导体等。其他主动元件一般也需外购，如功率

放大器的主要供应厂家有RF皿，Sl㈣0RKS、瑞萨、飞思卡尔，收发器的主要供
应厂家有高通、意法半导体、英飞凌、德州仪器、瑞萨、菲利普、RF肋、SKYWORKS，

等等。半导体元件由于技术含量高，欧美厂商一直居于市场的垄断地位，是国内

手机制造企业面临的最大采购难题。首先，半导体元件的成本占手机制造成本的

70％以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内手机制造企业的利润在本就极其有限的空

间内被不断地压缩。另外，半导体元件的交货期往往较长，有时3个月的订货期

也未必能保证准时到货，因而国内手机制造企业只能在增加库存与丧失市场中择

取其一。丧失市场自然不是明智之举，但增加库存的风险也十分大。因为手机是

一种更新换代非常迅速的消费品，一款新推出的产品在半年内可能就会被取代，

一旦企业增加半导体元件库存，不仅会占用大量流动资金，而且，如若产品滞销，

积压的库存就可能变成不良资产，成为企业的沉重包袱。

(2)被动元件一般也需外购，且大多需进口。被动元件的供应厂商主要来

自子日本和台湾，包括日本的村田、TDK、京瓷、太阳诱电、松下、罗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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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巨、大毅、旺诠、奇力新和华新科技，等等。在这一领域中，高端产品一般

由日本厂商供应，中端产品则多由台湾厂家提供。

(3)部分结构件可以自制，但也有部分需要外购或进口。在结构件中，手

机外壳的技术门槛相当高，尤其是超薄手机外壳的制造，要求具备较高的防电磁

辐射技术。因此，手机外壳具有较高的市场集中度，目前，全球能生产中等标准

手机外壳的厂商大约不超过15家，主要有台湾的绿点、贝尔罗斯(已于2007年

被光宝科技收购)、Nalato、Nypro、富士康、赫比、Unikun、彼恩特等。至于

PCB，虽然有些手机制造企业可以自制，但高端的PCB主要仍由台湾和日本的厂

商供应，如台湾的华通、欣兴、耀华，日本的Ibiden、C~Ⅱ(、Multek，等。近年

来，台湾的企业进步得很快，根据赛迪顾问的统计，2006年其市场占有率超过

50％，在全球PCB市场上独占鳌头。

国内手机制造企业能自制的结构件一般都比较低端，技术难度和产品精密度

不高。

(4)功能元件主要依靠企业自制或在国内采购。在我国，有不少手机制造

企业都是通过收购或改建来实现电声元件、振动马达等元件的自制。在功能性元

件中，显示屏的技术含量、生产或采购成本相对较高。显示屏要经过制造面板和

组模两道工序，具备面板的制造和生产能力的大多是台企和日韩企业，如三星、

三星SDI、夏普、爱普生三洋、东芝松下显示、索尼丰田ST—LCD，以及台湾的友

达、胜华等。国内绝大多数显示屏厂商只是进行第二道工序，即相当部分的面板

需要外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显示屏的采购成本。手机电池过去一直由日

本厂商垄断市场，近10年来国内涌现了不少电池生产商，逐渐取代了日本电池

的垄断地位，较具代表性的有比亚迪、飞毛腿、TCL金能等。国内手机电池的货

源供应一般集中在广东省，进口的手机电池则一般源于日本，据赛迪顾问统计，

近几年来比亚迪和三洋能源的手机电池全球市场占有率合计超过50％。

总的来说，手机的构成部件中有相当部分需要从国外进口，国内厂商能制造

和生产的手机部件主要限于中低端的结构元件和功能元件。在需进口的部件中，

半导体元件的货源供应商主要是欧美厂商，其他部件的贷源供应商则主要来自于

日本、韩国和台湾。

3．2我国手机制企业的生产分析

3．2．1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以下四个阶段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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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萌芽期(1987—1997)。在此阶段国内企业只是做一些手机代工，没有自

主的制造技术，相应地国内手机市场完全被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等国外知

名品牌占据。

(2)起步期(1998—1999)。经过10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市场推动，一些企业

开始尝试制造手机，不过这一阶段的“制造"仍然以对国外品牌的手机产品进行

模仿为主，我国起步较早的手机制造企业有波导、康佳、TCL等。

(3)高速发展期(2000—2003)。1999年后，由于国家政策的鼓励，从财政

和生产牌照政策等方面为国内手机制造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手机制造

企业不断增多，生产规模急剧扩大。这一时期我国的手机制造企业主要从事中低

端手机的制造和生产，充分利用本土的成本优势，掀起价格战，抢占了广大的中

小城市和农村市场，市场占有率得到了快速提升， 2003年，波导、TCL和康佳

分别占据了国内市场份额第一名、第三名和第五名，打破了国内手机市场被外企

垄断的局面。

(4)稳定发展期(2004至今)。2004年起国外手机厂商针对我国的手机市场

调整了产品结构和营销策略，例如，诺基亚将中国区从亚太区单独划分出来，作

为其唯一的国家市场，覆盖了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区域；索尼爱立信将原北

京生产中心改为其控股的全球性生产基地，原中国研发中心也被提升为索尼爱立

信全球四大研发中心之一；等等。这些举措使得我国手机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国

内企业明显的本土优势不复存在，产品市场份额开始下降。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

不少中小型的手机制造企业被迫退出手机市场，如南方高科、中科建、迪比特等，

而一些实力较雄厚的企业则开始寻找国外合作伙伴，以期优势互补。例如2004

年下半年TCL出资5 500万欧元持有阿尔卡特55％的股份，成立了TCL阿尔卡

特移动电话公司(简称T&A)；波导则与欧洲萨基姆合并共同开发中国及国际

市场；等等。由此，中国的手机制造业通过市场进行了整合：进入了成熟稳定地

发展时期。

3．2．2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发展现状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手机制造基地。据水清木华研

究中心的《2006年手机产业链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全球大约46．9％的手机

是中国制造的，我国已形成京津塘、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具备国际竞

争力的三大手机产业聚集带。然而，我国国产手机制造企业仍未能占据主导地位。

据赛迪顾问统计，2008年上半年，中国手机生产前5名品牌均为国外厂商，诺

基亚、三星、摩托罗拉、LG和索爱生产的手机占中国手机生产量的70．97％。国

产手机厂商数量虽然众多，但规模较小，2008年上半年，在中国手机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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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企业数量85％的国内手机制造企业仅占据不足三成的产量份额。我国手机

制造企业一方面由于规模小，难以形成规模化优势，另一方面又由于企业自身实

力的限制，绝大多数主攻短线产品，又进一步限制了企业规模的增长。

同时，我国的手机制造企业仍然未能掌握手机生产和制造的核心技术，一些

关键的零部件还需要进口，而且正是这些零部件的供应商占取了手机产业的大部

分利润。再加上手机是一种时尚性较强的电子消费品，面对着迅速变化的市场需

求，大多数企业由于无法准确地把握市场的变化趋势，为了规避风险，只好以舍

弃部分市场为代价，控制现有手机产品的产量、尽量降低产品库存，从而难以有

效地实现规模经济。总之，我国的手机制造企业在手机产业链中仍没能掌握主动

权，产品销售所实现的大部分利润都流向了供应链的上端。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手机制造企业整体实力的提高是一个迫切又艰

难的任务。

3．3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产品销售

3．3．1我国手机市场的特点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和出口基地。据赛迪顾问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8年上半年，我国手机生产量达到2．79亿部，较2007年同期增长21．20％，

共出口手机1．82亿部，较2007年同比增长22．74％，外销量占整个产量的65．1％。

总的来说，我国的手机市场主要有以下特点。

(1)市场处于规模化增长阶段，市场需求开始以换机需求为主导。2000年

以来，我国手机市场的销量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除2005年增长率为6．7％

外)，市场进入规模化增长阶段。下图3一l显示了2000—2007年我国手机市场的

销量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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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2000—2007年我国手机市场的销量与增长率

(注：图和数据来源于赛迪顾问，2008．)

我国手机市场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强劲的市场需求，而强劲的市场

需求源于两方面：新增手机用户和换机手机用户。据赛迪顾问统计，新增用户主

要来自于经营商和制造商大力推动的三、四级城市及农村市场，2007年我国新

增手机用户超出8600万，月均新增用户超出700万。同时，由于手机产品功能

升级加快、性价比提高、产品生命周期缩短、运营商定制业务及体验消费时代的

到来等原因，手机的推陈出新周期越来越短，换机需求对整个手机市场的影响越

来越大，再加上我国庞大的手机用户基数，2007年换机需求占据了市场需求的

主导地位，全年换机手机销量超出9000万部，换机用户比例达到60％以上。

(2)产品技术创新优势明显。手机是一种电子消费品，一些外观时尚、携

带方便、功能新颖的手机产品往往更能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

较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那些对产品进行不断技术创新并取得成功的手

机制造企业，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才能成为市场的领头羊。正是基于手机产品

明显的技术创新优势，在进入本世纪后不到十年时间，手机已完成彩屏、照相及

音乐功能的普及，而3C融合技术的发展更使手机创新功能层出不穷，如Ⅷ4、
电视、蓝牙、GPS、WIFI等。未来手机功能扩展更多的来自于应用与业务。例

如，2007年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手机引发了人们的狂热；诺基亚提出“把网

络放在口袋里，使世界无线化”的全面互联网转型战略，等等。可以预见，未来

融合互联网功能将成为手机功能扩展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产品外形与工业设

计也可能成为产品技术创新的另一条路线，三星的滑盖手机和摩托罗拉的超薄手

机都曾引领手机流行趋势。可以预见，技术创新优势会被愈来愈多的手机制造企

业所重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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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牌结构分化明显。我国手机市场优势品牌十分集中，优势品牌的手

机占据市场份额的80％以上，大多数国产手机品牌只是对余下的不足20％的市场

份额进行分割。优势品牌中以国外品牌为主导，主要有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

等，其中诺基亚与摩托罗拉一直占据我国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尤其是雄居我国

手机市场霸主地位的诺基亚，赛迪顾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仅其一家

的市场占有率就达到了41．02％，较上年同期增加了9．12个百分点。国产手机品

牌中除了华为、中兴等市场表现不俗外，一般占据的市场份额很小。而华为和中

兴偏重于手机的技术特色与含量，主攻CDMA市场，并于08年上半年达到了50％

以上的CDMA手机市场份额。

(4)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本土优势不再明显。由于诺基亚等国外品牌手机

制造企业对华生产和营销战略的调整，我国手机制造企业过去一直拥有的本土优

势已不再明显，国产手机曾一度主导的低端手机市场份额也逐渐被国外手机制造

企业蚕食。我国手机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直接表现在产品同质化、价格战及渠

道下沉，市场竞争的重点也由手机制造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争夺转向对产品利润的

追逐。与此同时，手机核准制开闸放水及中国3G手机市场的启动将加速手机市

场竞争的全面升级，一方面体现在优势品牌份额的集中及众多中小品牌份额的分

化，另一方面体现在手机制造企业与运营商、渠道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博弈由竞争

向竞合发展。

3．3．2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产品销售渠道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手机的销售渠道大致历经了四个阶段口玎的变革：

(1)运营商包销阶段(1987—1997)。在此阶段，作为中国市场上唯一的

手机生产厂商，摩托罗拉直接与移动通信运营商(中雷电信和中国联通)合作，

由移动通信运营商进行包销，手机销售场所仅限于运营商的营业厅。由于技术方

面的原因，这一时期手机并不是独立的商品，只是移动通信服务的载体，消费者

只有在希望购买移动通信服务的时候才需要购买手机，因此，移动运营商成为唯

一的手机分销商。

(2)总代理阶段(1997—1999)。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手机市场基本由国外

品牌主导，摩托罗拉、诺基亚和爱立信占据了中国手机市场95％以上的市场份额，

一些原属于中国电信系统内的企业，如中邮普泰、蜂星、天音等，成为其国内的

总代理商。在总代理制下，国外手机的生产商只与总代理商发生交易，由总代理

商自行组织和管理手机的分派与销售。在这种销售模式下，手机从生产商到最后

的零售商，通常要经过多个批发层次，典型的路线为：生产商一总代理一区域代

理一城市代理一零售商。总代理商从生产商取得某一品牌的包销权之后，再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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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给区域代理(代理的区域可能是几个省，也可能只有几个城市)，区域代理

再批发给城市代理，最后批发给零售商。这一时期采用总代理模式有一定的优势

和必然性：首先，国外手机生产商尚不熟悉我国的手机市场，在我国境内也还没

有建立起自己的销售渠道，选择本土企业作为其总代理商，不仅有利于其产品迅

速地占领中国市场，而且还可以节约销售成本；再者，这一时期我国的手机市场

还属于卖方市场，丰厚的市场利润使生产商有能力为多层级的渠道提供的强有力

的支撑。但是，总代理模式也存在着很多问题：①层层分销的渠道结构削弱了手

机生产商对产品销售的控制权，使得生产商的许多市场与销售政策很难被彻底执

行；②渠道分层过多提高了手机的销售成本，缩小了手机的降价空间，限制了生

产商市场竞争力的提升；③手机生产商与手机市场相距太远，不利于其快捷、准

确地获取产品的市场信息；等等。

(3)自建渠道兴起阶段(1999—2003)。在这一阶段，由于在手机的生产和

制造技术上有了一定的突破，开发出了一些在外形设计和功能等方面迎合中国消

费者需求的新产品，再加上其它一些本土化优势，我国手机制造企业得到了迅猛

地发展。手机行业的高利润吸引了众多公司的加入，市场竞争变得日益激烈，为

了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我国不少手机制造企业避开国外手机企业的优势力量

转而进军农村市场，并开始自建分销渠道。我国手机制造企业通常以省、区、县

为单位分级设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来进行产品销售。例如，TCL摒弃省级包销商

和地级包销商，由移动公司在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自营，由公司本部直接发货到

公司分支机构的经营部，直接面对零售渠道。这种模式为TCL手机迅速渗透到三

级、四级，甚至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提供了便利。在自创销售渠道的厂商中，波

导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仅用一年多的时间，波导就编织了一张以28家省级销售

公司、300多个城市级办事处为基本架构，拥有4000余名营销及售后服务人员、

1．5万余个经销商、数万个零售渠道，并延伸至县级乃至乡镇一级的手机销售“中

华第一网"。波导自创的“保姆式营销’’甚至可以由企业为包销商解决销售中的

人力、资金和促销等难题，从而受到了广大手机销售商的欢迎，曾一度成为我国

手机制造企业的主要经营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灵敏的

市场信息捕捉能力，符合中国本土的购买习惯，缩短了产品上市的时间，节省了

中间渠道的费用，产品服务与产品销售相融合，等等。在这一时期，国产手机占

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而强有力的销售渠道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成功起到了巨

大的推动作用。

(4)终端为主的混合分销阶段(2003至今)。2003年以前，手机销售渠道

系统内部的各方力量很不均衡，掌握技术和产品的生产企业一般拥有较大的影响

力，分销商和零售商则处于服从和跟随手机制造企业的战略状态。2003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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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手机制造企业在销售渠道的选择上越来越多元化，逐渐向扁平化发展，手机

分销渠道逐渐向扁平化发展，进入混合渠道模式阶段。随着国美、苏宁等大型家

电卖场和专业连锁企业对手机渠道的介入，连锁零售终端迅速兴起并渐成规模，

零售终端在渠道中的影响力则越来越强。另外，运营商销售定制手机模式也成为

一些手机制造企业的主要营销模式之一，例如中兴按照运营商的要求对产品进行

研发、创新和生产，运营商定制的营销策略使其在海外手机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从而也成为产品的主要营销模式口21。

据赛迪顾问数据统计，2008年上半年我国手机市场共销售手机8291．5万部，

其中连锁零售店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4．4％。随着手机销售渠道的扁平化和多元

化发展，许多分销商向分销综合服务提供商转型，在保持原来代理业务的基础上，

拓展了厂商直供平台、FD平台、运营商平台等多种业务模式，而不再仅仅是手

机厂商的单一代理商。例如，中邮普泰通过其子公司中邮时代扩大零售规模，天

音通信扩大自有品牌易天数码的连锁规模，逐渐将业务扩展至下游零售渠道。

2008年连锁直供销售份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约0．6个百分点，规模较大的连锁

直供零售商凭借自身的销售网络和市场渗透能力，在扩展市场的同时，将一些中

小规模零售商的资源整合起来，使品牌趋向集中，以利于其在品牌、管理、物流

和资本等方面获得更好的上游资源。随着运营商主营通话业务时代的结束，在经

济利益的驱动下，近年来运营商开始涉足手机销售领域。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两

大通信运营商为了加强CD姒和GPRS业务的推广，与各大手机制造企业签订合同，

直接从企业采购或者定制手机，然后跟自己提供的服务一起捆绑出售甚至送给用

户，积极发展手机定制业务，使其在产业链中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强。赛迪顾问的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分销代理、连锁直供和运营商定制是我国手机

销售渠道的三大模式。下图3—2为2008年上半年我国手机渠道结构的示意图。

图3—2 2008年上半年我国手机渠道结构示意图

(注：图来源于赛迪顾问，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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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手机销售渠道经历了运营商包销、总代理、自建销售渠道和终端为主的

混合分销四大阶段。当前我国的手机销售渠道以分销、直供和运营商三大模式为

基础。

通过上面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物资供应、产品生产和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分

析，可以看出我国手机制造的供应链具有覆盖范围广、结构复杂、链条上端的利

润分配较为集中、外部环境繁杂多交等特点，下面几章将针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

的供应链风险管理问题的进行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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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辨析

4．1内生风险

4．1．1内生风险的定义和特点

风险辨析是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第·个环节。对于供应链系统而言，风险通常

来自于供应链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因此，可将影响我国手机制造企业

供应链的风险分为内生风险和外生风险。

内生风险是指由供应链系统内部原因产生的风险，如人力资源匮乏、企业文

化冲突等引起的风险等，是可以通过供应链的成员企业，特别是核心企业的努力

来规避或降低的。与外生风险相比，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内生风险主要有以下

特点：

(1)内生性。内生风险是供应链自身原因引起的，与外界环境无关。例如

供应链组织合作中的激励风险一般是由于供应链自身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造

成的。构建供应链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利益共享，倘若合作利益分配不平衡，

某一成员企业可能先承担较多的任务，未获得或只获得较少的收益，而承担较少

任务的另一成员企业却先获得了较大的收益，这样，未获得公平待遇的一方便容

易滋生消极情绪，在合作中表现不够积极或者拒绝合作，甚至损害供应链的整体

利益，从而导致激励风险。

(2)可控性。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内生风险一般可以通过成员企业之间

的协调和控制来减少风险的发生机率，具有可控性。例如，对于激励风险，可以

通过合理规划合作利益的分配机制来规避或降低；对于供应风险，可以通过增加

供应商、提高供应合同中的违约成本等方法来预防；等等。这些风险都是可以通

过供应链成员企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的，是可控的。

4．1．2内生风险的分类

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内生风险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组织合作风险。这里的组织合作风险主要是指在供应链合作伙伴的选

择和构建上，以及各成员企业在合作中对个体目标与整体目标的统一与协调问题

的处理中所产生的风险。手机制造企业在选择供应商和销售商时，不仅要考虑合

作伙伴的生产能力、经营能力和价值理念，还要考虑合作伙伴的数量。一般来说，

单一的供应商由于没有引入竞争机制，不利于提高合作效率，而且单一的供应商

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极有可能无法保证正常供货，从而增加供应链风险。但是，

合作伙伴也不是越多越好，譬如说选择较多的供应商虽然会降低因突发事件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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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供货中断的发生机率，但过多的供应渠道往往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增加手机制

造企业的采购成本和供应商的销售成本，而且也不利于供应链的管理。在以手机

制造企业为中心的供应链系统中，各成员企业作为不同的利益实体，不可避免地

会出现具体经营目标与供应链整体目标不一致并产生供应链风险的情形。在供应

链模式下，各成员企业既是整个供应链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具有独立的

经济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各成员企业的经济决策实际上是一个

双目标决策过程，即同时追求供应链的整体运营目标的实现和企业自身利益的最

大化，当二者不一致时，合作风险随之产生，比如，供应链成员企业间信息不对

称可能会导致道德风险，合作利益分配不合理可能会导致激励风险，等等。

(2)信息风险。由于手机是一种更新换代非常迅速的电子消费品，要求手

机制造企业及其供销商及时地获知市场信息并对市场需求的变化作出灵敏地反

应。在供应链的运作过程中，各成员企业之间实现信息共享是及时传递信息的有

效途径。然而，信息共享在促进供应链高效运作的同时，也给信息拥有方带来了

风险，而且供应链是物流、商流、信息流等资源流的“通道”，信息在传送过程

中会遇到多种不确定的状况，为供应链的运作带来了风险。首先，供应链中的信

息往往非常复杂、多样，而各个成员企业对信息的采集、传递及处理的方式和标

准可能也会各不相同。如果各成员企业之间数据库标准或通信协议不一致，双方

信息技术平台不同，便会产生信息传递不通畅，不能保证所传递信息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从而容易引发信息风险。再者，供应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市场信

息从位于供应链下端的销售商传到手机制造企业再传到供应商，需要有个过程。

如果各成员企业之间没有良好的信息传递渠道、不能充分实现信息共享，信息在

传递过程中便容易失真，产生“牛鞭效应"。还有，如果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

各成员企业对于共享的信息没有设立严格的授权机制和签订保密协议等保密措

施，就容易造成核心技术或商业秘密外泄，等等。这些都会产生信息风险。

(3)企业能力和文化冲突风险。供应链作为一种优势互补、风险分担和利

益共享的有机组织，是由不同的利益实体(成员企业)构成的，而各成员企业又

具有各自不同的组织制度和企业文化，如果双方在组织和文化方面差异太大，在

合作过程中便很容易造成摩擦∞1，从而增加供应链的交易成本。而且，文化差异

过大的企业间一般难以形成信任，容易导致机会主义，为供应链的协调运作增加

了风险源与风险的复杂性。另外，根据木桶定律，供应链的效率取决于网链上效

率最低的一环，能力最薄弱的成员企业往往会限制供应链的整体能力，因此，在

进行供应链合作伙伴的选择时，应尽量考虑组织制度、企业能力和企业文化等方

面的协调和融合情况。在我国，以手机制造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系统中，供应链

的上端很可能是国外企业(如手机芯片供应商)，而国外企业与本土企业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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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经营能力以及企业文化上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企业文化的组织制度、

能力和文化冲突可能会比较明显，在构建供应链系统时必须充分地考虑这些风

险。

(4)供应风险。任何一个供应链系统都存在供应风险，以手机制造企业为

核心的供应链系统也不例外。一般来说，供应风险主要源于物料供应和物流配送

的不确定性。

首先，产品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会导致手机制造企业难以制

定出准确的产品生产计划和物料需求计划，从而向供应链上端发出的采购计划会

存在波动。当采购需求下降时，不仅手机制造企业和供应商的库存管理成本会增

加，而且企业、供应商乃至整个供应链系统的资产运营能力和财务状况也会受到

影响。当采购需求上升时，如果供应商事先没有准备好充足的库存，而且也没有

其它的调货渠道，那么就无法满足企业的生产需求，从而会造成相应的经济损失，

严重的甚至丧失市场、面临被竞争者替代的危险。

其次，供应商的能力不足会增加供应风险。供应商的能力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供应商的生产能力，二是供应商所提供物料的质量。如果供应商的生产能力

不足，即使企业按正常交货期提前下达了采购订单，供应商也无力保证按时按量

地供货。同时，即使供应商正确地完成了采购订单，若供应的物料的品质不稳定，

可能会造成企业产品返工，不仅延误了产品交货期，而且会增加产品返修成本，

更重要的是损害了企业的市场形象。

另外，物流配送规划不合理也会造成供应风险。物流配送是一项十分复杂的

任务，涉及到配送选址、配送时间、配送路线等多方面的问题。合理的配送计划

不仅可以保证物料的及时供应，而且可以节约物流成本。反之，不合理的配送计

划不仅会增加个别企业的采购成本和销售成本，而且物料供应不及时会使供应链

下游的制造企业和销售商丧失抢占市场的先机。总之，不合理的物流配送计划会

提高整个供应链系统的运营成本，压缩供应链的盈利空间。

对于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而言，由于手机的市场需求变化较快，一般

企业很难准确地预测市场的发展方向，也就谈不上科学地做出库存计划。另外，

在经济、技术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国情下，我国手机制造企业有相当部分的零部

件需要从境外采购，而有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境外供应商，在其专业领域内几乎处

于市场垄断地位，在供应链的协作过程中不够积极，主要表现在订货期过长、采

购价格高昂、交货条件较严格、付款条件较苛刻等。而且，境外采购不仅会增加

采购成本，还会给物流配送带来诸多困难，进一步增加了供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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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外生风险

4．2．1外生风险的定义与特点

外生风险是由供应链外部因素造成的风险，一般不是单个成员企业和供应链

可以控制的，例如，自然灾害、政治动荡，以及其他各种外部不可抗拒的原因所

造成的风险，一般都是难以控制和预测的。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外生风险

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外生性。外生风险源于供应链系统外部的风险因素，与供应链内部因

素无关。供应链是一个开放式系统，总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中，并受到外部各种因

素的作用和影响，随时面临着各种外部风险的威胁。

(2)难以预测性。外生风险的产生原因和过程非常复杂，正如蝴蝶效应一

样，某一细微的外部因素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风险后果。供应链无时无刻不

在经受着各种外部风险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而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精力又是有限

的，这些风险因素纷繁复杂，不可能一一被感知和认识。比如说自然风险，虽然

在科学技术已得到相当发展的今天，人们对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已有了一定的

预测能力，但仍不能完全、准确地预知所有自然风险的发生，从而无法规避所有

的自然风险。

(3)不可控性。与内生风险不同的是，外生风险通常不是不可控的。即使

是预测到了风险的发生，单一的成员企业和供应链的力量在外生风险面前往往是

杯水车薪，无力阻止风险的发生。比如说经济危机，即使能事先预知经济危机的

爆发，但当全国及至全世界都处于经济衰退时期时，单一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

也无力显著地改善产品销售业绩。

(4)风险后果的严重破坏性。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外生风险一旦发生，

可能会较内生风险产生更严重的风险后果。例如技术风险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和严

重的破坏性，一旦风险发生并波及到其他成员企业，将给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

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以手机制造企业为中心的供应链不仅要面临一般供应链可能经常遇到的风

险，如自然风险、供应风险、市场风险等，而且更容易受到技术风险等风险的威

胁，再加上各种风险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后果是不同的，所以，企业在进行供应链

风险管理时，必须针对供应链风险的具体特性来进行。

4．2．2外生风险的分类

外生风险是与供应链的外部环境有关的风险，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外

生风险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



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评估研究

(1)自然风险。自然风险是指自然界发生的水灾、火灾、雪灾、地震和台

风等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供应链经济损失的风险。供应链是一个动态的联系系统，

无论哪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整个供应链的正常运转。从供应链上端的供应

商到手机制造企业，再到供应供应链下端的销售商，直到最终用户，供应链系统

往往覆盖的地域范围非常广，很可能是跨越国界甚至洲界的。在这样一个广阔的

地域范围内，自然灾害的发生机率是十分高的，而且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不仅会

给灾害发生地的成员企业造成经济损失，还会影响供应链物流、商流的顺畅流动，

给系统内其他成员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就象本文第l章中所提到的2000年3月

飞利浦和爱立信的案例，一场火灾不仅给两家企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

而且迫使爱立信不得不宣布退出移动电话的直接生产。因此，为了实现供应链的

良好运行，必须高度重视自然风险可能造成的危害。

(2)市场风险。无论哪一行业，都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市场环境，市场的变

幻万千给供应链的运行带来了风险，而且风险一旦发生，通常不是单一的供应链

的力量所能解决的。手机是一种标准化与时尚性兼存的电子消费品，随着经济技

术的发展，消费者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其消费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不仅关注手机的质量，而且追求手机外型的美观、质感、触感以及娱乐功能。消

费观念的不断改变是推动我国手机生产和制造技术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纵观我

国的手机市场，从黑白屏手机的普及到CSTN屏手机占据市场主流，再到Ⅱ’T

屏手机的兴起，从简单的通话功能到MP4、电视、蓝牙、GPS、WIFI等多种功

能的扩展，其更替过程也只是持续了差不多十年而已。因此，手机是一种产品生

命周期较短的电子消费品，市场需求变化较快，而且市场发展迅速，很难对市场

需求作出准确地预测，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系统面临着较大的市场风险。

(3)政治法律风险。供应链是一种开放式的系统，手机制造企业与其供应

商、销售商的经济决策及经济行为无时无刻不受一定的政治、法律环境的影响。

供应链所覆盖地域的政局不稳定、战争的爆发等政治环境的动荡不安均可能使供

应链面临中断运行的威胁。例如，当某国发生政治暴动时，对于在该国境内设有

销售网点的手机制造企业而言，其供应链的运行状况和经营业绩必然受到严重影

响。另外，国家颁布和实施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包括税收法规、金融法规、财务

法规、环境与安全标准和其他法规，以及国家对行业的鼓励或限制政策等，均会

影响供应链的运行。例如，零关税的实施(2003年)、我国3G手机牌照的发放

(2009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手机制造企业的发展和手机制造行业的格局。

(4)经济风险。影响供应链的经济环境包括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环境。

就国际经济环境而言，国际金融次序的动荡往往会对手机制造企业及其供应商和

销售商的资金筹集、资本投资等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增加供应链成员企业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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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风险和投资风险，进而增加整个供应链的运行风险；汇率的波动则会影响手

机制造企业和供应商、销售商之间的利润分配，如果不对供应链利益分配机制做

出合适地调整，可能会因利润分配不平衡而滋生出供应链中部分成员企业的消极

合作情绪，最终影响整个供应链运行效率与运营效果。就国内经济环境而言，首

先，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和物价总水平的持续性上涨，会提高手机制造企业及其供

应商、销售商的运营成本，增加了财务风险。再加上会计账面上往往记载的是企

业经营、投资和筹资活动的历史成本，不能反映通货膨胀经济环境下的真实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会计信息失真，从而给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经济预测和风

险管理带来了困难。其次，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周期性会增加供应链风险。一

般来说，在经济繁荣时期，手机制造企业及其供应商、销售商的现金流入、现金

流出均会增加，并且收入大于支出，经济利润相应增加，这时供应链运行较好，

风险也较小。而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市场销售额下降，现金流入量减少，而现

金流出量则未必会同比例地减少(比如企业可能存在未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仍需

大量资金的继续投入)，再加上在经济衰退期，投资者对市场信心不大，企业无

法以低成本筹措到足够的资金，从而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威

胁到供应链的良好运行。另外，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等经济行为和经济环境的变化

会对供应链各成员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增加供应链的风

险。

(5)技术风险。本文第3章曾分析过，手机产品的技术创新优势十分明显，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手机制造企业不断地对产品推陈出新，手机产品更新换代

的步伐日益迅速。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虽然促进了企业的进步，但也可能给企业带

来风险威胁和经济损失。 j

首先，如果手机制造企业没有及时而准确地了解市场发展趋势和方向，将企

业的大部分资源用于现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一旦新技术、新产品出现，就会造

成过高的沉没成本，而且还可能会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无法对市场变化做出迅速

的反应，轻者丧失部分市场、产生经济损失，严重的甚至可能会使企业面临被市

场淘汰的厄运。另外，如若新产品很快取代了旧产品并且新旧产品差别较大，原

用于旧款产品的库存的物资资源对企业可能不再具有使用价值，便会给手机制造

企业、供应商和销售商造成大量的库存积压，形成不良资产，导致资源浪费。

再者，技术创新是存在较高风险的，对于我国手机制造企业而言，高端手机

生产和制造的技术基础比较薄弱，在这一领域进行技术创新的风险非常之高。即

使企业准确地把握了市场发展的方向并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新型手机的创新和制

造，也可能会因为研发人员的能力不足等原因未能成功地开发和制造出所需的新

产品，或者未能及时地推出市场所需的新产品。技术创新的研发成本一般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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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一旦创新失败，前期的投入将会血本无归，给企业造成严重的创伤。

另外，单单以产品是否成功开发出来来评价技术创新的综合效果是不太科学

和全面的。产品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如果在研发成本尚未得到完全补偿前所开

发出来的新产品就已过时，那么技术创新仍然会给企业带来损失。更何况，有时

技术创新的成果也可能会因为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等负面的外部效应而

被法律限制或禁止使用，从而给供应链带来损失，具有风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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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评估

5．1风险偏好类型与风险评估方法的分类

通过上一章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系统在运行过程中

有可能会遇到多种风险，只有对这些风险进行正确地分析和评价才能有效地展开

后续的风险管理工作。

在分析风险评估方法之前，需说明的是不同的企业和供应链具有不同的风险

偏好。根据对风险的偏好程度一般可将供应链分为三类：风险爱好型

(Risk．Love)、风险厌恶型(Risk-Averse)和风险中性型(Risk-Neutral)。风险

厌恶型一般较保守，追求稳健，尽量地回避可能发生的风险。风险爱好型更侧重

于追求高收益、高回报，不太在乎可能发生的风险。风险中性型对风险的偏好程

度则介于二者之间。风险偏好不同的供应链，即使是针对同一风险评估对象采用

相同的评价方法，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风险评价结果。因此，很可能会出现这种

情形：风险爱好型的供应链认为可以接受的风险，在风险厌恶型的供应链看来则

可能被认为是比较严重而不能接受或必须经过适当处理才能接受的风险。

风险的评估方法有很多，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且各种分类方法彼此

有交叉。通常，风险评估方法按是否定性、定量可分为定性分析法与定量分析法；

按理论基础可分为基于概率论的分析方法、基于模糊理论的分析方法等方法；其

他分类还有敏感性析法，关键路径法，故障树分析方法1，等等。本文采用基于

模糊理论的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来分析和评

价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

5．2 AHP方法与应用

5．2．1 AHP的方法与原理

AHP是美国运筹学家萨蒂于上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

合的多准则决策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复杂的问题逐层分解，然后在比原问

题简单得多的层次上逐步分析。

运用AHP进行风险评估大致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建立风险因素的分层结

构图；第二，构造模糊风险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以确定各层指标的权重；

第三，对各层指标的风险水平进行评分，确定综合评语集。具体如下文所述。

(1)建立分层结构图

根据前面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风险识别和分析，可将供应链风险进

1详细可参阅有关风险管理的专著论述，如刘钧．风险管理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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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层次分解，本文只分解到第三层(如下图5—1所示)，其中，

U=(Ul，U2)，

U。=(Un，Um⋯，Uh)(i=1，2；m为一级指标U。含有的指标数)。

目标层 U I 供应链风险

一级指标Ut l 内生风险

组
织
厶
口

作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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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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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和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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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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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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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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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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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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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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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技
术
风
险

二级指标Ull U12 U13 U14 U2l 如 U23 坛 U25

图5一l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风险的层次结构图

(注：作者整理)

(2)构造模糊风险判断矩阵并通过一致性检验，以确定各层指标的权重。

通常可以采用九分法，组织专家将各层指标相对于上一层的指标进行两两比

较，得到一系列的判断矩阵，然后进行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以及层次总排

序和一致性检验，从而确定各层指标的权重2。

假设最终得出图5—1中一级指标权重向量为P=(P，，P。)，二级指标权重向量

为P1=(Pi。，P：：，⋯，P，。)(i=1，2：m为一级指标U；含有的指标数)，满足

P，+P2=1，并且

∑E=1，(i=1，2；j=1，2，⋯，m，m为一级指标u。含有的指标数)式(5—1)
术难得出，某二级指标u。，相对于目标层u的相对权重系数为p。却Ⅲ且有

∑Qi事p§)=pi 式(5—2)

2相关原理可参阅有关层次分析法的文献资料，如许树柏．层次分析法原理[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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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各层指标的风险水平进行评分，确定综合评语集。

在对风险指标进行评分时，可以遵循以下步骤进行：

①建立风险评定等级的评语集

假设风险评定等级共分五级：(V)。×。=(V。，v2'v3，v4，v5)=(低，较低，中

等，较高，高)，相应的数值为v=(v。，v：，v。，v4，v；)。

同理，一级指标U1的评语集为

(V1)l×5-(V1l，V12，V13，V14，V15)，数值为(v1)lx5=(vll，v12，v13，v14，v15)

一级指标U：的评语集为

(V2)ix5_(V2l，V22，V23，V24，V25)，数值为(v2)lx5=(v2l，v22，v23，v24，v25)

二级指标U。。的评语集为

(V11)l x 5=(V11l，V11l，Vll3，Vu4'V116)， 数值为 (v11)l×5_(vlll，v11l，vn3，vu4，

vn。)，⋯，以此类推。

②对各层指标的风险水平进行评分，确定综合评语集。

对各指标进行风险评价，由风险专家小组对各层风险指标进行评分，建议模

糊评价矩阵。

以二级指标中的U1l(组织合作风险)为例，假设共组织lO位专家进行风险

评价，其中有l位认为风险水平为低水平，2位认为是较低水平，4位认为是中

等水平，2位认为是较高水平，1认为是高水平，则该指标的评语集V。。的数值为

(0．10，0．20，O．40，O．20，0．10)。同理，可得到V。：，V。。和VⅢ从而得到U1的

评价矩阵

(R1)4x5=(Vll， V12，V。3，V。4)1 式(5—3)

因此，内生风险评语集V。的数值为(v。)。×。=(p1)。×。·(r，)。×5-(v1。，v1：，v1。，

v14， v15)口

同理也可得到外生风险的评语集V。的数值为(v：)。煳从而有

(V)。×。=(P。，P2)·(V。，V：)k(V。，v2，v3，V，V。)， 式(5—4)

代入数值为

∽Ⅲ咱棚小瞄丢措㈧m-‰岿
归一化后得综合评语集

(B)。×。=(—；!一)．(v)。x。=(B，，B：，B。，B。，B。)，
∑u
{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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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数值为(b)。×。=(÷)·(v)。×。=(b。，b：，b。，b4’b。)
y1，，
智‘

⑨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通过以上步骤得到归一化后的风险综合评语集(b。，b：，b。，b幻b。)后，需对

其进行适当分析，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风险的大小，为后面的风险处理工作

指明方向和范围。

5．2．2 AHP在M公司供应链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M公司为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家手机制造企业，其手机产品主要销往

国内一线城市和周边的中小城市及农村市场，很少销往海外市场。在物料供应方

面，M公司下设专门的事业部用于制造马达、扬声器以及大部分的手机塑胶外

壳，这些事业部制造的零部件产品除了用于本公司手机产品的生产外，还可以外

销。M公司手机生产所需的大部分主动元件和部分高端被动元件主要通过国外

元器件供应商在中国境内的制造分厂或代理商来购买，其他元器件则向珠三角一

带的国内供应商购买。M公司采用触{P对供应链风险进行评估，以下列示了其

风险评估的基本过程。

(1)M公司供应链风险的层次结构分解。

M公司的风险专家经过风险辨析，供应链风险的层次分解结构与上图5．1一

致，相关指标和符号也沿用5．2．1所列。

(2)构造判断矩阵。

风险专家按九分法3对影响M公司供应链风险的各项指标进行评判，得出的

判断矩阵如下。

①对于目标层U的判断矩阵(D)。m

表5—1目标层U的判断矩阵(D)2×：

(D)2×2 Ul U2

U1 1．0000 3．0000

U2 O．3333 1．0000

②对于一级指标U。的判断矩阵(D。)侧

3有关九分法的数字标度及其含义可参见附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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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一级指标U，的判断矩阵(Dt)州

(D1)4×4 UtI U12 U18 UH

U1l 1．O000 2．O000 7．0000 2．OOOO

U12 0．5000 1．0000 4．0000 1-0000

U13 O．1429 O．2500 1．O000 O．3333

Ul‘ O．5000 1．0000 3．0000 1．O000

③对于一级指标U：的判断矩阵(D：)。×。

表5—3一级指标U2的判断矩阵(D：)删

(D2)4×4 U2l U22 U23 U24 U25

U21 1．0000 0．2000 1．0000 1．O000 0．5000

Uz2 5．O000 1．0000 5．0000 5．0000 2．0000

U23 1．0000 O．2000 1．0000 O．5000 0．3333

U24 1．O000 O．2000 2．0000 1．OOOO 0．3333

U25 2．0000 O．5000 3。0000 3．OOOO 1．0000

(3)一致性检验并排序。

①对于判断矩阵(D)。拗由于其为2阶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不需进行

一致性检验。

②判断矩阵(D。)州的一致性检验。

首先，将矩阵(D。)州列规范化为(S，)州，然后将矩阵(S。)侧按行平均

得到矩阵并转置得(W。)。娜再将矩阵(W。)。×。与(D，)州的每行对应元素相乘

并相加4，得出(T。)侧。下表5—4列示了详细计算过程。

表5—4判断矩阵(D。)。×。的一致性检验

(S1)4×4 Ull U12 U13 U14 (T1)4×1

U11 O．4667 O．4706 O．4667 O．4615 1．8700

U12 O．2333 0．2353 O．2667 0．2308 0．9686

U13 O．0667 0．0588 O．0667 O．0769 O．2692

U14 O．2333 O．2353 0．2000 0．2308 O．9014

(W1)lx4 O．4664 O．2415 O．0673 O．2248

入max 4．0078

CI (入max一4)／3=O．0026

CR CI／O．9=O．0029(系数0．9可从附表2查得)

4可用EXCEL中的SU】旧RoDUCT函数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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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入max——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CI——一致性指标(Consistency Index)，

CR——随机一致性指标(Random Index)。

由于CR<O．1，判断矩阵(D。)州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⑧判断矩阵(D：)。×。的一致性检验。

与判断矩阵(D。)侧的一致性检验同理，判断矩阵(D：)；×。的一致性检验过

程可列示如下表5—5。‘

表5—5判断矩阵(D。)s。s的一致性检验

(S2)5×5 U21 U22 U23 U24 U25 (T2)5×l

U2l 1．O000 0．0952 0．0833 O．0952 O．1200 0．5028

U22 O．5000 0．4762 O．4167 O．4762 O．4800 2．3952

U23 0．1000 0．0952 0．0833 0．0476 0．0800 0．4086

U24 O．1000 0．0952 O．1667 O．0952 O．0800 O．5435

U25 0．2000 O．2381 0．2500 O．2857 O．2400 1．2412

(w2)1×5 0．0988 0．4698 O．0812 O．1074 O．2428

九max 5．0770

CI (入max一5)／4=O．0193

CR CI／1．12=0．0172(系数1．12可从附表2查得)

其中，字符入max、CI和CR所代表的含义与表5—4相同。表5—5中相关矩

阵的关系为：(D：)蹦型骂(s。)踟
按行平均后转置，、(S2)5×5——————j(W2)lx5

每行对应元素相乘并相加 、

(W：)。x。与(D。)。×。————————————————————————专(T。)5×。(可用EXCEL
中的SUMPRODUCT函数来完成)

由于CR<O．1，判断矩阵(D：)踟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④层次总排序。

将各项二级指标对目标层U的权重进行层次总排序，如下表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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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层次总排序

Ul U2 总排序权重
指标与权重

0．7500 O．2500 (相对于U)

Ull O．4664 O．3498

U12 0．2415 0．181l

U13 O．0673 O．0505

U14 0．2248 0．1686

U21 O．0988 O．0247

U22 O．4698 O．1175

U23 0．0812 O．0203

U24 O．1074 O．0269

U25 0．2428 O．0607

(4)对各层指标的风险水平进行评分，确定综合评语集。

①风险评分表

假设风险专家组对影响M公司供应链风险的各项指标评分如下表5—7所示。

表5—7风险评分表

评价矩阵 风险水平

(R1)4×5 低 较低 中等 较高 高

Ull O．1000 O．2000 O．4000 O．2000 0．1000

U12 O．1000 0．1500 O．2500 O．2750 0．225

U13 0．4000 O．3000 O．1500 O．1000 0．0500

U14 O．2000 O．2000 O．4000 O．1500 0．0500

评价矩阵 风险水平

(＆)5×5 低 较低 中等 较高 高

U2l O．4500 O．2500 0．1500 O．1000 O．0500

如 O．2000 O．3500 O．2500 O．1500 0．0500

U23 O．6000 O．1500 O．1000 0．1000 O．0500

U24 0．5500 O．2000 O．1500 O．0500 0。0500

U25 O．2000 O．2000 O．3000 O．2000 O．1000

②确定风险的综合评语集。

由表5．6可以看出，二级指标对于指标U。的权重向量P1和对于U。的权重向

量P2，代入数值后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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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4664，O．2415，0．0673，O．2248)，

p2=(O．0998， 0．4698， O．0812， 0．1074， 0．2428)。

从而可以得出指标U。和指标U。的评语集(V，)。×。和(V。)。蚴由5．2．1的

分析可知

(V1)l×5=(P1)lx4·(R1)4×5， (V2)l×5=(P2)lx5·(R2)5×5

分别代入数值为

vl=(O．1427，O．1947，0．3470，0．2001，O．1156)，

v2=(0．2948， 0．2713， 0．2293， O．1424， O．0621)。

根据式5—4可得出综合评语集数值为

v=(O．1807， O．2138， O．3175， 0．1857， O．1022)。

(5)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风险的大小，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M公司的供应链风险为中等水平，属于可接受的风险

范围，但应制定适当的风险预防措施，以防风险扩大。

如果对上述评价结果做深入分析，可以看出M公司的供应链风险主要来源于

内生风险，外生风险水平较低。而在影响内生风险的因素中，组织合作风险的权

重系数最大(对内生风险和供应链总体风险的权重分别为O．4664和0．3498)，

信息风险和供应风险次之，M公司的销售商与供应商主要是境内企业，企业能力

和企业文化冲突风险对供应链的影响很小。因此，M公司为了预防和降低供应链

风险，必须高度重视组织合作风险的管理，并适当关注信息风险和供应风险，对

企业能力和企业文化冲突风险则可以战略性地轻视。虽然外生风险对M公司供应

链的影响没有内生风险重要，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应该重点关注市场风险和技术

风险对供应链可能造成的威胁，因为二者对外生风险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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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处理与效果反馈

6．1供应链风险处理策略

风险辨析和风险评估的目的在于要对供应链风险进行处理，而风险处理分为

风险的防范与风险的应对，前者用于风险发生之前，后者用于风险发生的当时和

之后。通常，某风险对供应链的综合影响可用下式表示：

S=P·L 式(6．1)

其中，S——风险对供应链产生的综合影响

P——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I．——风险发生时导致的损失

供应链对于风险的承受力是一定的，假设为S。，那么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目

标就是要将风险控制在S主S。的范围内。由式6．1可以看出，要减小S值有两

个途径：减小P值或减小L值。一般来说，对于风险防范，其风险处理的基本

途径在于减小风险发生的概率(减小P值)，是概率导向型的风险策略。而风险

应对的基本途径在于减轻风险发生时可能导致的损失(减小L值)，是损失导向

型的风险策略。

6．1．1概率导向型的风险策略

概率导向型的风险策略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防忠于未然’’，风险处理的

基本途径是减小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即减小P值，主要包括风险回避策略和风险

预防策略。 ．

(1)风险回避策略

风险回避策略是在不影响供应链系统整体目标的实现盼隋况下，主动地放弃

风险或拒绝承担风险，以消除所回避风险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风险回避策

略选择对某些风险实行放弃或拒绝的方式来策略性地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后果，

因此这种策略是一种比较彻底的风险处理方法。

例如附录2的案例中摩托罗拉对射频模块和专用模组等战略价值低、供货难

度较大的元器件所采取的逃逸策略嘲1，其实就是一种风险回避策略。另外，我国

手机制造企业在确定物流配送路线时，配送址点尽量避免设在自然灾害多发地

段，也是风险回避策略的一种应用。

需要说明的是，风险回避策略虽然能减少可能发生的风险损失，但往往以失

去获得最大风险收益的机会为代价，因此风险回避策略通常选择的是一种次优化

方案。而且，风险回避策略只适用于存在多项备选方案的情形。在不影响供应链

的整体目标或者对供应链的整体目标影响不大的情形下，如果实施某项方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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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而又无法将风险降低至可以接受的水平时，可以通过放弃该方案的方式来规

避风险，以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

(2)风险预防策略

风险预防策略也是一种事前控制，即要在风险损失可能发生之前，尽可能地

减少风险发生的概率。风险预防策略是一种积极主动又经济有效的风险处理方

法，可贯穿于供应链构建和运行的整个过程。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有效地实施风

险预防策略，必须有相应的供应链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与之相配套，以准确而灵

敏地进行风险预警。一般来说，供应链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需满足以下要求：

①有高度的风险意识。管理层对风险的态度对于风险管理十分重要。只有认

识到风险管理对实现供应链系统目标的重要性，才会重视供应链的风险管理并组

织充足的资源来支持供应链风险管理。只有认识到风险管理对实现供应链系统目

标的重要性，才会在发现风险预警信号后迅速地采取行动，在风险扩散之前及早

地对风险进行处理。另外，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建设也很重要，要成立专

门的风险管理部门、明确风险管理责任人及其职责范围。如果说风险意识是供应

链风险管理的“软件"，那么，组织结构便是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硬件’’，只有软

硬件配套使用，才能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

②合适的风险测量指标和体系。从本质上讲，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既有可

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而且各种风险发生时对供应链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如果

对风险可能产生的危害估计不足，便不能准备好充分的风险预防措施和充足的资

源储备，一旦风险发生，就无法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来应对，也没有足

够的资源来支持风险管理。反之，如果过度高估风险可能产生的危害，不仅会造

成资源浪费，而且可能会大大地提高资源的机会成本。所以，准确地进行风险预

测和计量对风险管理非常重要，而合适的风险测量指标和体系是获取准确风险测

量结果的必要条件。

③完备的风险预警体系。良好的风险预警体系能对供应链运行中出现的异常

情况作出灵敏地反应，便于及时地发现问题并迟早地展开风险处理工作。下图

6．1说明了风险预警体系在风险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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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供应链风险预警体系作业流程

(注：作者整理)

由图6．1可以看出，供应链风险预警体系包括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预警方案

体系，在采集风险信息数据后，需要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将数据分析结

果与风险预警指标相对比。若结果显示供应链处于正常状态，则继续数据采集工

作；否则，供应链风险预警体系将发出警告，提示供应链处于警戒状态。进入警

戒状态后，供应链风险预警专家小组应根据数据分析与对比的结果来寻找风险产

生的重要原因和来源，再从预案库中选择相应的预案，必要时对预案做出适当的

调整，以进行风险处理；如果在预案库中没有合适的预警方案，专家小组就要制

定出新的预案再进行风险处理，同时还要更新预警方案体系。

无论是风险回避策略还是风险预防策略，都是关注事前控制。但在现实环境

中，即使是再完备的风险管理体系和组织系统，也不可能对所有可能发生的风险

做出准确而及时的预测。首先，风险具有不确定性，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风险是

很难预测的。再者，即使能对风险做出准确地预测，若获得预测结果的时间点与

风险发生的时间点距离太近，将没有充足的时间对风险进行反应和处理，风险预

测也失去了意义。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可以采取概率导向型的风险策略，

有时也要采用损失导向型风险策略来进行风险处理。

6．1．2损失导向型风险策略

对于难以预测的风险或发生的可能性不可控的风险，通常采用损失导向型的

风险策略来进行风险处理。供应链损失导向型的风险策略又可以分为三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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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担策略、风险分散策略和风险转移策略。

(1)风险分担策略

采取风险分担策略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供应链单个成员企业的风险承受能

力往往是有限的，如果多个成员企业优势互补、共同承担作用于供应链的风险，

不仅可以提高整个供应链的风险承受能力，而且有可能降低单个成员企业所承担

的风险。供应链风险的分担机制主要有按风险承担能力分配风险、按风险控制能

力分配风险、按风险实际发生损失的承载负荷分配风险、竞争性风险分配方法等。

前两种比较容易理解，即按对风险的承担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大小来分配风险，对

风险的承担能力和控制能力越大，分担的供应链风险也就越大。按风险实际发生

损失的承载负荷的原则来分配风险可以减少道德风险。在实践中，承担某一环节

任务的成员企业却不一定甚至不是该环节所产生风险的最大损失者，如果由该企

业承担该环节的风险很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该环节的风

险实际发生损失的最大承载者来承担该环节的风险似乎更合理。竞争性风险分配

方法主要是为了鼓励拥有关键性核心能力的成员企业(多为核心企业)将其核心

能力服务于供应链的整体目标而制定的风险分担方法。因为核心能力往往是企业

多年的研发和经营的成果，为此，企业付出了更高的经营成本，增加了机会成本，

需要以超额利润的形式收回。在竞争性风险分担机制下，持有关键性核心能力的

成员企业可以以承担较少的供应链风险的形式来收回其为获取核心能力而付出

的成本，由此来鼓励该企业将其核心能力服务于供应链的整体目标。

TCL在与经销商合作时曾经很好地应用了风险分担策略。TCL趁其钻石手机

热卖时成立了“金钻俱乐部"(优秀经销商联盟)。在这个联盟中，经销商可按

一定的分配机制与，TCL共享利润，但TCL要求每个经销商必须先向其缴纳20多

万元的“会费"才能成为盟友，用以激励经销商与企业同心协作、共担风险。据

说，南方某媒体曾爆出过对TCL手机不利的消息，联盟中的相关经销商在得知消

息后第一时间内便自发地对这家媒体递上了律师函，并主动到TCL惠州总部商讨

应对方案。正是因为TCL优秀经销商联盟强大的凝聚力，才使其在急剧变化的手

机市场中将经销商队伍的正常流动率保制在3％以下啪3，提升了供应链的竞争力。

附录2中摩托罗拉在新产品的供货管理中，对显示器、存储器等供货难度大、战

略价值高的元器件的供应商采取技术平台策略口钔，与供应商协作发展，其实也是

应用了风险分担策略。

(2)风险分散策略

风险分散策略的目的是通过降低风险损失的幅度，以将风险产生的损失控制

在一定范围之内。投资组合理论是风险分散策略的典型应用领域。

通俗地说，风险分散策略的要旨是避免“将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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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使用风险分散策略一般会提高供应链的管理成本和其它费用，使

用多个“篮子"虽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降低风险，但并不是“篮子"越多越好。

在经济学理论中，当边际收益(m)等于边际成本(MC)时能实现效用最大化，
数学表达式为

MR=MC 式(6．2)

采取风险分散策略时，也要按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来确定“篮子’’的数量，

即当增加“篮子”所能降低的风险损失等于其增加的成本费用时，达到效用最大

化，此时不应再增加“篮子"。

风险分散策略的例子如附录案例中摩托罗拉对供应商采取的均衡策略。摩

托罗拉在新产品的供货上，对被动元件、连接器等供货难度不高、战略价值较低

的元器件侧重于保障供货和降低成本，进行多元化采购m1。

(3)风险转移策略

风险转移策略是指风险承载主体将自身可能遭遇的风险损失转嫁给他方的

风险处理方式。风险转移一般有两种形式：风险的财务转移和风险的非财务转移。

前者是风险承载主体将自己不能承担或不愿承担的风险所导致的财务负担转移

给其他经济主体，风险承载者不变，只是财务损失承载主体发生了转移。后者是

风险承载主体将风险导致的财务责任及其他损失全部转移到其他经济主体，风险

承载者发生了变化。

深圳邦讯公司针对某款GPS手机手机产品容易出现照相发绿、LCD色彩偏

自的问题，制定的风险应对策略是：①选择多家(c锄era模组和LCD模组的)

供应商；②如果独家(camera模组供应商、LCD模组供应商)不可避免，则要

明确合同条款以约束供应商嗍。其中，策略①其实是一种风险分散策略，而策略

②则是风险转移策略的具体应用。

综上所述，常见的风险处理策略可以列示如下表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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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常见的风险处理策略

风险的 风险处理的 风险策略的 风险策略 风险策略的特点及其它

处理方式 基本途径 基本类型

1．以放弃或拒绝的方式对风险

进行策略性地规避

风险回避 2．是一种比较彻底的风险处理

策略 方法

减少风险发 3．通常选择的是一种次优化方

事前控制 生的概率(减 概率导向型 案

小P值) 1．策略和实施有有赖于相应的

供应链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与

风险预防 之相配套

策略 2．是一种积极主动又经济有效

的风险处理策略

3．策略的实施可贯穿于供应链

构建和运行的整个过程

风险分担 要求多个成员企业优势互补、共

策略 同承担作用于供应链的风险

1．典型应用于投资组合理论

减小风险导 风险分散 2．要旨是避免“将所有的鸡蛋放

事后控制 致的损失(减 损失导向型 策略 在同一个篮子里”

小L值) 3．策略实施时要特别注重边际

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关系

风险转移 包括风险的财务转移和风险的

策略 非财务转移两种策略

6．2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风险的防范和应对措施

上述风险策略对于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都是适用的，只不过

企业和供应链在选择时会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偏好各有侧重而已。总的说来，我国

手机制造企业在进行供应链风险的防范和应对时，可以从以下凡方面展开。

(1)避免单一的供应渠道。因为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覆盖范围往往比较

广阔，风险发生的机会较多，而且，风险一旦发生，因为地域、人文、政治法律

等多方面的限制，往往很难及时、有效地应对风险。在对经营目标和规模经济影

响不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建立多个供应渠道以分散供应风险。实践中，我国大

多数手机制造企业在选择供应商时，除非是垄断性行业，一般不会只设单一的供

货渠道。多项供应方案有利于企业规避自然风险、供应风险等供应链风险的危害。

(2)尽量选择境内的供货商做为合作伙伴。在不影响生产计划韵情况下，

我国手机制造企业应尽量选择境内的供货商作为其主要的合作伙伴。因为境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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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商与企业在文化背景上比较容易融合，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和供应链合作中的

文化冲突，而且，境内采购的物流配送路线较短，可以节约采购成本，同时也降

低了物料在配送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发生机率，可以规避一些供应链风险。例如，

当某些境外的手机部件(如电容、连接器等)生产厂商在我国境内设有分厂时，

我国的手机制造企业便可以考虑选择这些境内的分厂作为合作伙伴，因为境内采

购较境外采购的供应风险要小，而且企业的采购支出可以人民币为单位来计量，

在一定程度上能规避汇率波动造成的风险。

(3)建立合适的供应链风险预警体系。合适的风险预警体系是成功进行供

应链风险防范的必要条件。只有建立合适的风险预警体系，才能及时地预测到风

险的发生，并对风险进行正确地评估，从而对风险进行适当的处理，以达到防范

风险的目的。

(4)多设物流配送址点。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是一个动态的资源流动和

循环系统，其供、产、销等各个环节的正常作业都有赖于物流配送问题的正确处

理。在配送选址和规划配送路线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到风险问题，而多设址点是

最常用的风险分散方法。通过多设址点，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成员企业可以将

存货分别放置于几个不同的地点，从而降低自然风险可能产生的损失。多设址点

还可以降低供应风险和市场风险等供应链风险。

(5)注重信息技术的建设，充分实现信息共享。供应链的正常运行有赖于

物流、信息流、商流等资源的顺畅流通，信息技术的建设对实现供应链的整体目

标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手机市场的变化和发展比较迅速，只有灵敏地感知并

及时地传递市场信息的供应链才能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并把握市场发展的方向，

从而为企业和供应链指明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我国手机制造企业应该实现信息

技术的标准化，充分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高效的信息传递渠道来进行实现

信息共享。通过信息共享和建立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可以及时地获知市场以及

成员企业间的相关信息，并减少信息传递中的“牛鞭效应"。同时，在信息共享

过程中，要做好商业保密工作，一方面要建立严格的信息授权机制，保证只有特

定成员企业中的特定人员才有权限知悉信息。在信息共享的前提下，严格的信息

授权机制可以减少信息外泄的发生范围，降低信息风险的发生机率，而且发生商

业秘密外泄时，也便于追查外泄的渠道和源头。另一方面，要规范信息保密合同，

提高信息保密的违约责任，一旦发生商业秘密外泄，要能准确快捷地追溯外泄的

源泉，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赔偿责任，以降低因商业泄密而产生的信息风险。

(6)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公平的利益分配机

制有利于调动供应链各成员企业的合作积极性，降低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的激

励风险。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则有利于平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降低道德风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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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风险，提高供应链风险管理的效率与效果。

(7)注重企业文化的融合。供应链的各成员企业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文

化差异，如果彼此在价值取向、经营理念等方面差异太大，就容易产生文化冲突，

导致供应链风险。有时，我国手机制造企业需要进行境外采购和境外销售，因此

就要选择某些境外企业做为其合作伙伴，如果不注意企业文化的融合，就很可能

会给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带来威胁。文化移情是文化融合的有效手段之一。当成员

企业间产生文化冲突时，一般会选择让弱势文化转换文化立场，通过文化培训、

文化交流等方式来改变自身原有的文化模式，从而达到企业文化融合的目的酪钉。

(8)进行技术创新时，注意将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与经济上的可行性相

统一[37】。手机是一种时尚性较强的电子消费品，面对着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我

国的手机制造企业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只有紧密地跟随市场的步伐，不断地对

产品进行技术创新。然而，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手机制造企业仍然未能

掌握一些手机生产和制造的核心技术，尤其是在高端手机领域，研发能力和技术

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因此，对产品进行创新时风险较高。虽然落后的技术会使企

业和供应链无法获取产品的超额利润，在市场上处于被动地位，但并不是越先进

的技术就越能产生经济效益，关键是要将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与经济上的可行

性相统一。

首先，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在对产品进行技术创新前，要准确地把握

市场发展的趋势。因为技术创新的成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一

旦决策失误，将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所以，在实施技术创新之前，我

国的手机制造企业要与其供应链下端的销售商(如专业连锁企业、运营商等)进

行充分地信息交流和信息共享，收集足够的市场信息，以便正确地分析市场需求

变化的趋势并确定技术创新的方向。

其次，要综合地评价技术创新方案的效果，选择合适的技术创新方案。一项

产品创新往往会给供应链的所有成员企业带来多种影响，而不仅仅是生产出新产

品那么简单。有的创新方案虽然能够成功地开发和生产出受市场欢迎的新产品，

但可能会由于该产品的生命周期太短，来不及为手机制造企业和供应链其它成员

企业创造足够的经济效益便丧失了使用价值。有的创新方案还可能会因为造成环

境污染和破坏生态平衡等负面的外部效应而被法律限制或禁止使用，从而给供应

链所有成员企业带来经济损失。所以，在确定了技术创新方向之后，还要综合、

全面地评价各创新方案，以做出正确的技术创新决策：是否需要进行技术创新?

如果确定要进行技术创新，向哪个方向进行技术创新?以及合适的技术创新的方

案是什么?等等。

再者，要针对技术风险制定出一套完备、有效的风险策略与方案。技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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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性一般很严重，如果预测实施某项技术创新的风险很大且无法控制风险

时，可以考虑应用风险回避策略，主动地放弃技术创新计划或改变技术创新的方

向。如果决定实施某项技术创新，就应制定出一套合理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来

保障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比如可以分配合适的研发人员和技术专家，以避免出

现因研发人员能力不足而导致技术创新失败的情形：制定合适的技术风险应急计

划，一旦发生技术风险，要马上对其做出反应和处理，以防止风险的迅速扩散；

规范技术创新项目的评价指标，明确技术风险的承载主体和技术风险所产生后果

的承担范围，避免出现道德风险和个别成员企业转嫁风险责任的行为；等等。

6．3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风险管理效果的评价与反馈

供应链的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循环的管理过程，风险处理并不意味着风险管

理工作的终结，还需要对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价和反馈，不断地完善风险管理

过程和风险管理体系。

因为供应链风险的性质和情况随时随地发生着变化，人们的认识水平具有阶

段性和局限性，原本合适的风险管理技术和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变得不再

适用，因此，需要定期对供应链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价，以便汲取当期和前期

风险辨析、风险评估和风险处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风险管理的方法和理论体

系进行扩充和完善，不断地提高风险管理的效果和水平。我国手机制造企业在进

行供应链的风险管理中，必须建立一套灵敏的供应链风险的跟踪和反馈机制，对

影响供应链的风险因素的变化和发展情况进行紧密而真实地跟踪，并将风险处理

的结果准确地反馈到相关责任人，以便对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及时而客观的评

价，不断地改善供应链风险管理的效率和效果。还有，要成立专人小组来进行供

应链风险管理效果的评价工作。供应链风险管理与风险管理效果的评价与反馈属

于不相容的职责范围，要确保二者岗位分开，只有这样才可能对风险管理效果进

行客观地评价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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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产、销环节进行分析，遵循风险管理的

一般流程，即风险辨析、风险评价、风险处理以及风险处理效果的评价与反馈等

四个环节，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通过

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供应链的风险管理对于促进手机制造企业的良好发展和供应链系统的

正常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日益激烈的

市场竞争，许多企业通过构建供应链战略联盟来实现与其合作伙伴的共同发展。

由于技术、资金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的手机制造企业在供应链系统中不能完全地

掌握主导地位，在面对系统内外各种风险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时，供应链系统变得

比较脆弱，容易产生供应链风险。因此，要顺利地实施供应链战略、实现企业的

发展目标，就必须对重视供应链的风险管理。

(2)技术风险严重威胁着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正常运行。手机是一

种时尚性较强的电子消费产品，市场需求变化快、技术创新优势明显。我国的手

机制造企业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紧跟市场发展的步伐、不断地进行产品

的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往往要耗费企业相当的资源和时间，一旦失败，便

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不仅要面临其他供

应链经常要面临的风险威胁，如组织合作风险、信息风险等内生风险的威胁，以

及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等各种外生风险的威胁，还更容易遭受技术风险的影响和

作用。

(3)供应链的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地循环上升的过程。我国手机制造企业

的供应链风险管理可以遵循图2．3所示的程序来进行。在确立风险管理主体后，

要充分地搜集风险信息数据，以便正确地进行风险辨析并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对

风险进行评估，然后再根据评估结果来选择适宜的风险防范和应对策略，最后还

要对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价和反馈，以改进以后的供应链风险管理。

(4)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风险处理的基本途径可分为减小风险发生的

概率(概率导向型策略)和减小风险导致的损失(损失导向型策略)。前者侧重

于事前控制，有赖于选择正确的风险防范措施来降低风险。后者侧重于事后控制，

需要选择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来减小供应链风险所产生的危害。无论哪一种风险

策略，只要应用得当，都能实现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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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研究不足

由于资源、能力等原因的限制，本文在研究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风险管

理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由于资源有限、个人精力和研究能力不足等方面的原因，论文在进行

风险辨析时，不可能对影响和作用于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所有风险因素进

行识别和分析。即使是对论文中所分析和研究的风险因素，也有可能分析不够全

面，研究不够透彻。

(2)供应链的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由于时间有限和篇幅限

制，论文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风险管理问题的某些方面研究不够深入。比

如，本文在涉及风险评估方法的研究和探讨时，只是例举了层次分析法在我国手

机制造企业供应链风险评估中的应用，得出的模糊评价模型也比较简单。

(3)在进行风险处理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时，论文只是研究和分析了一些常

用的风险策略，只能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提供一些借鉴和参

考，未必能起到良好地指引作用。

此外，论文在论述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风险管理效果的评价和反馈时，

研究也不够深入，而且，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难免还会出现其他纰漏，希望能得

到读者的指正和谅解。

7．3研究展望

鉴于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上述不足之处，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将着重从以下

方面展开：

(1)进一步对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产、销环节进行分析，以便更准确

地分析和把握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特点，为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研究工作打

下良好的基础。

(2)深入研究适合于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风险评估理论和方法，构

建科学的风险评价模型，以便准确、全面地对风险进行评估，为选择合适的风险

处理策略提供良好的依据和正确的指引。

(3)进一步研究和探讨适合于我国手机制造企业供应链的风险策略，要比

较全面地分析和总结出各种风险策略的适用范围和应用方式，以便为我国手机制

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

(4)详细研究风险管理效果的评价和反馈问题，争取制定一套比较完备的、

能适用于我国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效果的评价和反馈机制，为我国手

机制造企业的供应链风险管理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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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附表1九分法的数量标度及含义

标度 标度说明

l 两个元素对某个属性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3 两个元素相比较，一元素较另一元素稍微重要

5 两个元素相比较，一元素较另一元素明显重要

7 两个元素相比较，一元素较另一元素重要得多

9 两个元素相比较，一元素较另一元素非常重要

2， 4， 6， 8 表示需要在上述两个标度之间折衷时的标度

附表2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矩阵阶数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矩阵阶数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N) (RI) (N) (RI)

1 O．00 6 1．24

2 0。OO 7 1．32

3 O．58 8 1．4l

4 O．90 9 1．46

5 1．12 10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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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案例：摩托罗拉新产品供货管理中的ES l策略

摩托罗拉在新产品的供货管理中强调无瑕的执行力，要求供应商具有较高的

风险承受能力，并且与企业实现信j息集成。在新产品的研制过程中，从技术、生

产、质量到服务，摩托罗拉与供应商实现全方位地合作，组成高效的ESI团队。

附表3描述了摩托罗拉对元器件供应商的ESI策略‘3剞。

附表3摩托罗拉对元器件供应商的ESI策略

元器件类型
典型元器件 策略类型 策略描述

供货难度 战略价值

显示器、基带

用户lC摄像
视供应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协

高 高 传感器、软 技术平台策略

件、存储器和
作发展。

高级配件等

结构器件、表

面处理技术、
以产品为重点进行协作； ．

键盘、电声器 早期产品参与
使产品的技术和应用达到最优

低 高 化：
件、能源器 (EPI)策略

与公司数代产品设计队伍保持高
件、印刷线路

板和天线等
度的一致。

低端配件、被 不关注合作开发，侧重于降低采

低 低
动器件、线性

均衡策略
购成本和保障供货；

逻辑线路、连 尽量采用行业标准化器件，多元

接器等 化采购以优化供应商。

射频模块和 对元器件多各货、多选择供应商，

高 低 专用模组器 逃逸策略 甚至避免采用该类元器件。

件等 逃逸策略仅适用于个别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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