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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6_A1_88_

E4_BE_8B_E5_88_86_E6_c31_645754.htm 随着我国超市市场己

对外资全面开放，超市业在我国市场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超

市供应链管理继而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超市业的发展，人

们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超市经营企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超

市企业的经营与供应链管理着手开始研究、实践。迄今为止

，中国的超市经营企业，特别是像华联、大润发、王府井这

样的知名企业，从超市选址、配送中心的设计、库存的合理

控制，到采购供应物流的整合，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都有了一定的成果。 黎雪荣指出，作为超市经营企业的物品

供应方即零售物品供应商，特别是国内本土的零售物品供应

商的供应链管理仍然成为供应链的薄弱环节。超市市场的竞

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价格竞争.而价格竞争最直接的受害者

就是零售物品供应商。面对激烈竞争下的超市物品被迫降价

的情况，零售物品供应商只有通过整合优化自身的供应链，

降低运营成本，才能保有利润空间。 供应链管理主要涉及到

四个主要领域：供应、生产计划、物流、需求。供应链管理

是以同步化、集成化生产计划为指导，以各种技术为支持，

尤其以IT为依托，围绕供应、生产作业、物流(主要指制造过

程)、满足需求来实施的。供应链管理主要包括计划、合作、

控制从供应商到用户的物料(零部件和成品等)和信息。供应

链管理的目标在于提高用户服务水平和降低总的交易成本，

并且寻求两个目标之间的平衡。 供应链管理是零售企业必须

关注的问题。供应链优化是现代零售业创造竞争优势、开辟



新的利润源的必经之路。这就要求零售企业的供应链管理中

心对主要业务流程统一规划，全部采用信息化集成管理，实

现订单数据的实时共享，从而降低整个链上不同单位的库存

，加速库存周转，实现整体成本最低，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中国中小型连锁超市与在华外资连锁企业的差距较大，这些

差距不仅仅体现在营业额和店面数量上，更大的差距却是体

现在经营理念和连锁体系的运营上。连锁超市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采购成本高.配送效率低下.信息化建设滞后.库存成本

高。 相对于跨国零售商，本地企业的最大优势在于对当地零

售市场和供应市场的了解。联华也认为:完善的供应链管理是

零售企业致胜的关链之一，随着中国的零售行业竞争愈趋激

烈，面对国际零售商的竞争，本地的零售企业有需要建立统

一的供应链管理平台，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益，加

强面对国际零售商竞争的能力。 比如联华超市，基于对国内

供应市场的了解和掌控，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土化供应

链：一是建立并依托生产基地，由原来流通领域中的多个环

节转向“产销直接对接”.二是实行订单招标，由原来商品“

产后采购”逐步向“产前招标订购”转变.三是突破传统的商

业经营体制，由“单一的零售经营”向“产加销一体化”转

变。 从1999年起，联华在沪郊以及鲁、冀、豫、皖、苏、浙

、吉、湘等地，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先后建立了肉制品、

蔬菜、水果、鸡蛋、水产等生产供应基地。这一经营方式使

流通成本下降了15%至30%。凭借着大型零售企业在购买力方

面的优势以及与供应市场的良好沟通，联华能够拿到“品质

价格比”高的产品。同时联华形成了自己的二级采购体系：

一些通用的大品牌商品由一部采购，地方产品的采购和配送



则由二部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在当地实现。在采购一些大宗商

品时，采取“定单采购”的形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