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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

内容概要

《工商管理经典译丛:供应链管理(第5版)》是一本全面、系统地阐述供应链管理的优秀的翻译版教材
，原著曾荣获美国工业工程师学会颁发的“年度图书奖”。《工商管理经典译丛:供应链管理(第5版)
》具有以下特色：（1）将战略管理的思想与供应链管理的实际运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供应链的
设计、规划和运作统一考虑。（2）内容系统、全面，提出了供应链绩效的六个驱动因素一一设施、
库存、运输、信息、采购和定价，并以这六个驱动因素为主线，提供了相应的供应链管理知识。（3
）实用性强，介绍了很多定量分析工具和解析方法，读者可用来分析、解决实际的供应链管理问题。
（4）体例规范，每章不仅有学习目标、详细的概念阐述，而且有丰富的实例，章末有讨论题、练习
题、参考文献和案例分析，便于读者学习和研究。第5版是最新版，作者根据供应链管理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进行了及时的更新和修订，包括：各章都新增了若干小案例、电子数据表：在第6章增加了
有关全球供应链设计的内容，并包含详细的实例分析；新增了第18章专门探讨可持续发展和供应链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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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尼尔·乔普拉等编著的《供应链管理》是一本全面、系统地阐述供应链管理的优秀教材，曾荣获工
业工程师学会颁发的“年度图书奖”。适于管理类本科生和MBA学生使用，也适合从事生产运作管理
和供应链管理的实际工作者阅读。    全书分六篇十八章节，内容包括理解供应链、供应链绩效:赢得战
略匹配与战略范围、供应链驱动因素与衡量指标、分销网络的设计与在线销售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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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与库存管理相比较，这本书还是很温柔的
2、书很好，很适合物流管理专业的读
3、讲解详细，举例明确，适合阅读
4、供应链管理很不错啊，哈哈
5、内容全面，重点突出。
6、这本书我是喜欢的，但这次拿到的商品我很不满意，这本书表面比较旧，还有点脏，有点皱，看
起来感觉是二手的
7、翻译的太他妈烂了吧
8、教材，国外人写的，人大出版的，你就知道啦
9、正版书籍，符合预期要求
10、这本书质量很好，对供应链感兴趣的必须看看
11、选了很久才确定购买这一本，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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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供应链管理》的笔记-9.2.1产能管理 

        9.2.1产能管理 
企业控制产能以满足可预测的需求波动，通常可以组合使用下列几种方法。 
劳动力的时间柔性：在这种方法中，企业使用柔性的劳动时间来管理产能，以便更好地满足需求。在
许多情况下，工厂并没有连续运转，在1天或1周的某些时段，生产线是闲置的。因此，当工厂没有生
产时，就会出现多余的产能，通常以工作小时数来衡量。例如，很多工厂并没有执行三班制，所以现
有的工人可以在需求旺季加班工作来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满足需求。加班时间根据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这样的系统使得工厂的生产与客户的需求紧密匹配。如果需求在1周内按天波动或1个月内按周波动，
同时工人也愿意采取柔性的劳动时间，企业就可以制定员工工作计划，使得可获得的劳动力能够更好
地满足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兼职工人的使用可以使企业在旺季能够安排更多的生产员工，从而进一
步提高产能。电话销售中心和银行广泛地使用兼职员工以使需求与供给更好地匹配。 
使用季节性劳动力：在这种方法中，企业在旺季雇用临时工来增加产能以满足需求。旅游业经常雇用
季节性工作人员。这种方法以全职员工为基础，其余临时员工在旺季才被雇用。在日本，丰田公司经
常使用季节性劳动力。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供给紧缺时，这种方法难以实现。 
使用转包合同：在这种方法中，企业在旺季把部分生产转包出去，使得内部生产保持一定水平，从而
使成本相对低廉。利用转包生产满足旺季的需求，企业就可以建立起相对缺乏灵活性但成本较低的生
产设施，并使产品生产率能够相对保持稳定。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转包商的产能具有相对的柔性。因
为转包商同时为不同的生产商提供服务，从而可以平衡需求的波动，所以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获得生产
的柔性。转包商的柔性必须同时包括数量柔性（以满足来自一个制造商的需求变化）和品种柔性（以
满足来自各个制造商的需求变化）。例如，大多数电力公司并不能在需求高峰期满足所有的电力需求
，而是从拥有过剩电力的供应商和转包商那里购买。这使得电力公司可保持稳定的供给水平和相对低
廉的成本。 
双重设施——专用设施和柔性设施的使用：在这种方法中，企业同时建立专用设施和柔性设施。专用
设施以高效的方式提供相对稳定的产出，柔性设施则以较高的单位成本生产各种不同数量或不同品种
的产品。例如，一家个人电脑零部件生产商，可能在对每种类型的电路板拥有专用的生产设施的同时
，也拥有可以生产所有型号的电路板的柔性生产设施。每个专用设施都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生产率，
而柔性设施则可以应付需求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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