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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供应链集成服务的外在拉动、内在驱动及催化作用三方面的产生背景，研究了供应链集成

服务能力基础，并结合浙江物产化工的实践，提出了供应链集成服务商业模式创新的三种类型，即流程一体式服

务、综合模块式服务、平台生态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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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rmation of supply chain integrated services in terms of external pull, internal

drive and catalytic action, studied the capability basis of the supply chain integrated services. Nex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actice of

Zhejiang Materials Industry Chemical Group Co., Ltd., it proposed three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s of the supply chain integrated services,

namely, process integrated service, integrated modular service, and platform ecologic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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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企

业生产、管理提出了高质量、高柔性和低成本的要

求。为适应这种要求，建立集成的和跨企业的支持

系统至关重要。把企业内部以及节点企业之间的各

种业务整合为一体化的整体流程，实施供应链集成

化管理与服务是必然趋势。

1 供应链集成服务的产生背景

在非核心业务外包环境下，客户希望服务商能

够提供一体化、个性化、专业化的供应链集成服务。

同时，从产业链内部角度分析，顾客需求导向和流通

至上时代的来临推动了利润在产业链内部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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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转移。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二者之间关系的

改变，使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规则发生了重大变

化[1]。一些传统的采购代理企业、流通企业、物流企

业等开始不断拓展业务范围，搭建供应链集成服务

平台，为客户提供集成化、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

供应链集成服务是产品供应链与服务供应链的

融合，其产生背景如图1所示。

1.1 外在拉动
随着商业运作的全球化及工商企业服务外包规

模的不断扩大，供应链中外包业务需求扩大。2019

年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5 699.1亿元，执行

额10 695.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6%和11.5%，执行

额首次突破万亿元[2]。

客户对服务提出了更高标准，同时不确定性、个

性化要求增加。以物流服务为例，工商企业对于物

流服商企业信用十分重视，同时期待降低物流成本

和提升物流服务水平。随着客户要求的提高，服务

商还需要根据客户实际情况提供量身定制的个性化

增值服务，如供应链金融服务、供应链信息服务等。

各外包业务的协同性要求提高，供应链中多个环节

进行外包，原本一体化的业务可能外包给不同的服

务商，企业希望外包业务能进行协同性管理，从而降

低总外包成本。通过供应链集成服务商的平台搭

建，可实现集成商与客户之间、集成商与功能商之间

更加频繁的交互，降低交易成

本，促进合作。

客户需求的外在拉动，体

现为客户对一体化、集成化供

应链服务的需求，客户要求总

服务成本降低，服务效率提

高，同时期待服务商能提供更

多的增值服务。

1.2 内在驱动
从内在驱动力看，传统企

业一般只能提供单一服务业

务，如物流商、批发商、采购代

理商等存在一些不足：

服务功能较单一。客户需求的发展及技术的进

步导致服务业务存在大量的创新，但传统服务企业

只能提供较少的几个服务模块。例如，传统物流企

业往往只能提供运输、仓储等几个模块的服务，并且

某些低端的物流服务通常以较低的价格来吸引客

户，难以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很容易被替代[3]。但

随着客户需求的不断发展，应提供更多物流增值服

务甚至是一体化的物流服务。

利润空间缩小。近年来，传统大型零售商和制

造商受到自有决策体系及复杂的供应链体系的双重

阻力，使企业在商业变化中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困难，

原因之一是线下庞杂的分销网络。随着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流通渠道更加多样化，使分销领域出现“去

中间化”的变革，传统分销商利润空间不断缩小。在

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形势下，传统分销商等也在探索

转型，通过资源整合、构建平台等手段，从单一角色

向供应链集成服务商转型。

1.3 催化作用
进入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及信息技术

在传统领域的推广应用，使各产业之间的技术趋同

性提高，产业边界趋于模糊，传统范围的产业边界已

被逐渐打破，从而引起了产业之间融合的新扩展[4]。

这种融合也催化了企业供应链集成服务业务模式的

变革。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数字经济

图1 供应链集成服务的产生背景

张启慧，等：供应链集成服务商业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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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带来了供应链的转型即数字化供应链新形

态。数字化供应链是用户需求驱动下全新的、协同

一体化的供应链网络，参与者从相互分离走向数据

连接下的协同与一体化，这为供应链集成服务创造

了基础条件。

政府政策的支持也是企业供应链集成服务业务

模式变革的关键。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7〕84号）指出，鼓励批发、零售、物流企业整合供

应链资源，构建采购、分销、仓储、配送供应链协同平

台。引导传统流通企业向供应链服务企业转型，大

力培育新型供应链服务企业[5]。同年第四次修订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 4754-2017）明

确将供应链管理服务单列统计类别。

因此，服务商开始和供应链上的相关节点企业

合作并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把自己看作整个供应

链中的一员，与其他节点企业进行信息共享，协同计

划和处理各项业务，以全新的商业模式一起为客户

提供快速、灵活、高效的支持和服务，即供应链集成

服务。供应链集成服务是指以客户需求为起点，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与供应链上重要节点企业结成稳定

的联盟合作伙伴关系，并有机整合供应链资源，同时

根据供应链上的服务需求，提供集交易、结算、融资、

物流管理、营销推广等为一体的供应链集成服务，实

现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和协调共享。

作为供应链系统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供应链集

成服务商可以为客户提供整个供应链系统的设计、

实施和运作服务。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供应链的竞

争与增值功能，跨越各企业的边界，对供应链中流转

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进行有效的控制和

协调，达到全局动态最优。

2 供应链集成服务的能力基础

为实现供应链集成服务，供应链集成服务商要

对所服务的产业链有深度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形

成供应链集成服务的专业能力（即能够节约供应链

各环节的交易成本并保障供应链网络的稳定运营），

因此它需要各种能力支撑。

2.1 供应链服务方案的设计能力
供应链集成服务商应当随时关注并迅速响应客

户需求的变化，沟通并挖掘其潜在需求，为顾客设计

供应链的一体化服务方案。这要求集成服务商能够

对所服务产业具有一定的判断和分析能力，能够根

据并挖掘客户需求，设计从采购、生产、分销、物流配

送、进出口通关等供应链集成服务所需环节的一体

化综合方案，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全过程的运行

与调整，从而实现供应链的低成本和高增值目标。

2.2 供应链动态组织能力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供应链管理已

逐渐发展到智慧供应链阶段，原有的组织合作方式

与业务流程会被重新组合与重构，供应链中的供应

商、服务商、客户、潜在竞争者的关系也是动态变化

的。供应链动态组织能力是指供应链集成服务商整

合、构建及配置内外部资源，从而应对客户及市场快

速变化的能力。根据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企业能

够动态调整、配置相对应的操作流程或供应链服务

方案。

供应链动态组织能力主要是指供应链集成服务

能力的协同与组织，即供应链集成服务商对资源和

任务进行有效配置，组织利用和吸收内外部资源和

信息，尤其是功能型服务提供商的资源和信息，促使

各方协同合作共同促进供应链活动的完成，从而具

备规划多方资源的运作能力；同时供应链集成服务

商的业务流程应适应供应链的动态变化，资源快速

实施配置。

2.3 供应链物流服务能力
供应链物流服务不仅包括阶段性功能性的采

购、销售和生产物流，还应包括逆向供应链涉及的回

收物流、退货物流、废弃物流，同时还包括所服务客

户所在供应链从原材料获取到最终客户的供应链过

程的协同式物流服务[6]。供应链集成服务商一般需

要具备对物流的控制能力，拥有一部分自营的先进

物流系统。

2.4 供应链信息服务能力
供应链集成服务从服务方案设计到实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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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运营调整都需依赖于信息系统的支持。供应链集

成服务商要建立覆盖整条供应链的信息系统接口，

帮助客户畅通整个供应链的信息。同时需建立供应

商管理数据库、物流系统数据库、客户网络数据库、

金融服务数据库、风险评估系统等，以提高供应链信

息服务的能力。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建

立与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数字化信息交互能力，确

保供应链管理的“可视性”。

2.5 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力
供应链集成服务中，整条供应链上有一部分是

中小企业，它们难以获取传统融资，其紧张的资金链

有可能会造成整个供应链的风险。供应链集成服务

商可以与核心客户合作，为这些中小节点企业提供

供应链金融服务，实现对供应链资金流的管理。供

应链集成服务商一般拥有强大的基础数据，对产业

和行业也有深入独到的理解，在提供供应链金融服

务时，更易识别优质资产，风险评估也更加精准。

2.6 供应链风险控制能力
供应链集成服务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存在大量的

不确定性，只要存在不确定性，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在供应链集成服务过程中，存在着各种产生内在不

确定和外在不确定性的因素，因此需要供应链集成

服务商具备较强的风险预测、评估和控制能力，降低

供应链金融风险。

供应链集成服务商在设计和构建供应链集成服

务方案时，就应识别供应链的各种风险，并制定风险

管理目标，合理选择风险预防措施及工具。同时通

过加大供应链信息共享程度、加强供应商及客户关

系管理、构建供应链的诚信合作关系、制定供应链风

险应急措施等手段来控制供应链风险。

3 供应链集成服务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指的是将商业模式的不同要素进

行合理规划和技术创新，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优化经营模式，最终实现商业价值的整体提升，具有

系统性、总体性等特点[7]。供应链集成服务不仅仅涉

及交换，而且涉及服务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在供应

链集成服务商与其他合作伙伴、客户的交互过程中，

通过差异化、多样化的服务形态和组合，共同创造服

务的价值。因此，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或价值诉求，

必然需要进行不同的集成服务商业模式创新。

3.1 流程一体式服务
流程一体式服务是以产业流程为基础，针对客

户的价值诉求，综合流程运作中的产品和服务，推出

完善的供应链集成服务方案，从而既能通过产业价

值链活动的有效整合，降低流程衔接中的各类成本

费用，为客户带来更大的价值实现，同时又能因为这

种打包式服务赢得客户的极大忠诚，并且通过续签

服务和产品不断获得收益[8]。集成服务商可以通过

合同管理控制外部资源，实现内外部资源的整合，以

流程化为依托，为客户提供完整的供应链服务方

案。如浙江物产化工与实体企业合作，利用多层次

商品市场、物联网、互联网、信息化、现代金融、高科

技等资源，开展原辅材料供应、生产加工到成品销售

一体化的智慧供应链集成服务。以供应链客户的需

求为导向，通过与核心客户构筑双方共享的供应商

资源网络、物流配送网络、终端分销网络及综合服务

网络，在为客户提供原材料的同时，又为其销售产

品，同时还提供物流、金融、信息、商务、技术等集成

服务。

3.2 综合模块式服务
综合模块式服务是依托整个产业链，将商品服

务、信息服务、物流服务、资金服务以及绩效管理、质

量管理等服务和管理职能综合在一起，构筑服务的

基础平台，通过模块组合的形式满足客户个性化服

务的价值诉求。供应链集成服务商充分掌握所服务

产业链的结构特征、发展趋势、环境风险，一般具有

较强的自有资源和服务优势，如分销渠道、物流服务

等，依托产业链，整合大量资源和能力，形成相对稳

定的综合服务能力，通过各种组合的方式满足客户

的多样化需求，以较低的运营成本提供供应链集成

服务。如浙江物产化工打造垂直产业链，打通从基

础产品、原辅材料直至终端消费的产业链，如化纤产

业链（PTA—聚酯—经编）、粮油产业链（玉米种植、大

张启慧，等：供应链集成服务商业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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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压榨—饲料、生物乙醇）、轮胎产业链（橡胶、炭黑、钢

帘线—轮胎）等，提供基于产业链的供应链集成服务。

3.3 平台生态式服务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互联网

物联网的渗透，行业边界趋于模糊甚至消失，企业竞

争和合作范围无限扩大，企业进入“无疆界”的竞合

时代。在这“万物互联”的时代，商业生态圈的构建

显得尤为重要。

在流程一体式服务、综合模块式服务发展的基

础上，供应链集成服务商以供应链集成服务为核心，

以产业生态组织者的角色打造生态平台，协同整合

各方优势资源共同构建生态圈，并帮助生态圈内企

业实现供应链变革，实现价值创造。在前期构建供

应链集成服务网络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自身的服务

规模，探索新的服务模式，通过整合相关的供应链服

务提供商而形成供应链服务生态圈。平台内的不同

服务业务相互依存，并从外部引进资本、技术、人才

等要素，自身平台和合作伙伴之间通过竞合的方式

不断拓展服务范围，实现多方的合作共赢。如浙江

物产海宁经编产业平台可为园区200多家中小型企

业提供原料采购、物流配送、仓储监管、产品销售等

一揽子集成服务，同时应用区块链技术，联合有关银

行，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同时通过构建企业资产

数据、经营数据、生产数据、库存数据，形成企业的

“数字画像”，建立数据集成服务中心，促进企业转型

升级。如怡亚通以供应链服务为载体，物流为基础，

互联网为共享手段，打造第三代互联网生态公司。

依托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

术，打造服务标准化、管理精细化、业务金融化和运

营市场化的O2O运营管控平台。

4 结语

商业模式的基本含义就是指企业价值创造的基

本逻辑，即企业在一定的价值链或价值网络中如何

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并获取利润[9]。从本质上来

看，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供应链集成服务的产生、运作模型等本身就包含着

创新的思想，而通过流程一体式服务、综合模块式服

务和平台生态式服务等商业模式创新，可以更好地

实现管理赋能，助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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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1页）界市场”的转变，但同样意味着国内企

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也激励着国内企

业做出相应的转变，提升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增强

自己的市场适应能力，提高自身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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