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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供应链管理环境下，为了寻找整个供应链全局

的最低成本，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活动都应该同步进行，而传统

的库存控制方法无法满足这一需求，而 VMI 的出现，体现了

供应链的集成化管理思想，适应了市场变化的要求。然而 VMI

理论上的优势在实际应用中却遭遇很多威胁和困难。因此从

VMI 实际应用的环境出发，挖掘各环境因素与 VMI 的关系特

性，为 VMI 的成功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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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管理库存（VMI），作为供应链管理领域系统整合的常用

策略之一，在改善供应链绩效方面有显著作用。VMI 能降低采购商

和供应商双方的成本，和有效改善客户服务水平。但是供应链是一

个错综复杂的系统，由众多相互关联的渠道成员构成，通过供应链

中的物料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双向传递来链接。VMI 在受到欢迎

的同时，其实际应用却面临很多威胁和困难。因而 VMI 应用的环境

因素分析就成为 VMI 应用的首要前提。 

一、VMI 的概念 

传统供应链中，各渠道成员独立运作，相互间联系仅限于物流

流和以订单和资金为载体的信息流。其中各成员各自管理自身的库

存，只有当最终客户的订单信息到达采购商时，采购商才会基于未

来需求量、库存水平和货物收发等情况向上游供应商下单，往往意

味着较长的提前期、众多决策点、模糊的信息和系统最小化的集成。 

VMI 的概念最早追溯到 1958 年 Magee 教授的“谁应该拥有库

存控制权”一文。尽管 VMI 产生于半世纪前，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受到关注，此时组织开始通过寻找改善供应链绩效的方

法来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随着通讯成本的大幅降低，企业间信息

沟通的快捷性和准确性也得到了显著改善。通讯技术不仅是 VMI

运营的关键条件之一，也是加速 VMI 应用的驱动力。 

VMI 是一种在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性策略，以对双方来说

都是最低的成本优化产品的可得性，在一个相互同意的目标框架下

由供应商管理库存，这样的目标框架被经常性监督和修正，以产生

一种持续改进的环境。 

二、供应商管理库存的补货策略 

传统型的供应链中，通常是供应商根据客户的定单来了解客户

的需求信息。供应商无法确定客户何时下定单，于是其生产的战略

选择也有限。根据客户的要求不同，供应商可能采用面向备货生产

（Make-to-Stock, MTS）或面向定单生产（Make-to-Order, MTO）。

在 MTS 下，供应商根据需求预期来生产, 并持有从生产线完成到客

户下定单这段时间的成品库存。而在 MTO 下，供应商根据订单生产，

完成后立即发出产品。相比 MTO 和 MTS，供应商管理库存(VMI)可

能赋予供应商更多的生产柔性。在 VMI 中，供应商能获得客户的库

存信息，还拥有生产和配送的决定权。于是供应商可以从供应链的

整体视角去管理库存，实现相对 MTS 和 MTO 更加平稳的补货功能。 

以下我们就假定在两层供应链中, 即只有单一供应商和单一

采购商，利用(s，S)连续检查库存策略，来比较分析这三种不同的

供应链补货策略。 

（1）Make-to-Order 

面向订单生产模式，如图 2-1 所示，是指采购商对库存连续性

检查，当库存水平降低到 s时，即发出一次订货 Q单位。供应商一

旦收到客户订单，如果产能允许立即开始该订单生产；否则该订单

会推迟到供应商完成当前生产周期。供应商开始生产后，订单会在

PT 时间内完成，向客户发送整张订单的货物。供应商持有成品库

存量为零。 

  
图 2-1  MTO 订货模式和库存水平 

（2）Make-to-Stock 

面向备货生产模式，如图 2-2 所示，指采购商对库存连续性检

查，当库存水平降低到 s 时，即发出一次订货 Q 单位。如果供应商

现有 Q单位库存，将立即进行配送，在 L个时间内到达客户。否则

供应商要开始新的生产周期，并在生产周期结束后才能发送给客

户。另外，供应商还会继续新的一轮生产，使库存重新回到 Q单位。

供应商将始终持有成品库存。 

 
图 2-2  MTS 订货模式和库存水平 

（3）Vendor Managed Inventory 
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式，即供应商持续监控客户库存水平，在此

基础上决定自己生产和配送的时间。当客户库存到达 S1时，供应

商开始生产 Q单位，并持有 Q单位库存，直到客户库存水平达到 S2，

此供应商才发送 Q单位到客户。

 
图 2-3  VMI 订货模式和库存水平 

通过以上三种补货策略的比较，VMI 的优点是：首先，VMI 就

是掌握市场，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决策起到有利的信息支持作用；

其次，在供应链中只有一个库存控制点，VMI 将有利于降低供应链

的总库存；最后，从长期来看，VMI 能够同时提高供应链上游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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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成员的利润率。 

三、VMI 应用的环境因素分析 

VMI 作为一种供应链系统，虽在国外企业中应用已有多年，但

是我国企业实践中取得卓越绩效的企业还是很鲜见，同时在不同行

业和企业间其应用的复杂程度也有很大差异。以下我们通过贯穿关

键组织、环境和市场的竞争状况等因素来分析 (见图 3-1)。我们

甄选出与 VMI 应用密切相关的五种要素，分别为：买方市场的竞争

状况、供应市场的竞争状况、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买方业务上不

确定性和买卖双方的合作关系。 

 
图 3-1     供应链结构和 VMI 

1、采购商市场的竞争 

    一直以来，竞争都是新的技术革新和应用的决定要素。作为一

种新型供应链策略的 VMI，其倡导信息技术和供应链流程的再造，

同样受到市场的竞争压力影响。市场竞争能促使企业关注其竞争对

手的行为，从而加快应用技术的革新。较早应用 ERP 的企业，不仅

能积极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而且比追随企业面临更小的内部压

力。竞争因素还对新的通讯技术和供应链策略应用有重要的影响。

EDI 的产生就源于市场的竞争，EDI 构成 VMI 的必要部分，VMI 的

应用与其有同样关系。市场的竞争程度越高，企业就越致力于寻找

方法去改善效率，如应用 VMI。另一方面，在激烈竞争的行业中，

共享信息泄露的可能性，将不利于下游企业通过 VMI 来与其供应商

分享数据。 

 于是，买方市场的竞争将对 VMI 应用可能有双向作用。一方

面，日益剧增的竞争，将促使企业应用 VMI 来改善效率；另一方面，

激烈竞争市场中的企业，因害怕因信息泄露,可能拒绝与其供应商

共享信息。二者相权衡，我们觉得效率的目标将占主导地位，因为

企业拒绝有效的供应链策略将会导致其市场竞争地位被侵蚀。在竞

争白热化的零售业，那些成本领先地位的企业，如 Wal-Mart，就

是应用 VMI 的先行者。 

于是，采购商市场的竞争程度与 VMI 应用呈正相关（记 E1）。 

2、供应商市场的竞争 

    竞争激烈的供应商市场，也会激发供应商增加技术革新的投

资。VMI 的应用，供应商可以获得其组织以外部分的可视性，在维

持现有服务水平基础上最小化库存成本。从长期角度看，身处高度

竞争市场的供应商，更愿意加强技术投资来支持 VMI。投资 VMI，

可以使供应商与采购商联系更加紧密，进而巩固买卖双方的合作关

系。 

    供应商市场的竞争，采购商能够获得相比供应商更多对渠道的

控制权，于是采购商更容易引进新的系统或技术来增强自身竞争优

势。大型零售采购商 Wal-mart, 就是利用其对渠道的相对控制优

势来推动供应链技术和系统的应用。同时，供应市场的竞争也是影

响技术革新的重要影响因素。于是，供应市场的竞争也与 VMI 应用

呈正相关（记 E2）。 

3、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 

    需求的不确定性对 VMI 应用有两种相抵触的效应。一方面，供

应商只在市场需求相对平稳的情形下，运用 VMI 来优化供应链系

统，如客户间协调订货、生产计划和运输统筹等。VMI 更适合那些

需求稳定和可预测的产品市场，而在那些需求波动大的产品市场，

供应商可能就要承担因避免缺货而增加的成本。 

    另一方面，VMI 可以在整个供应链中共享最终客户的需求信

息，从而降低因“牛鞭效应”带来的上游供应商需求波动。最终客

户市场产品需求不确定性越大，就越需要应用 VMI 来减少供应链上

游供应商的不确定性。根据以上两种角度，我们可能很难得出产品

市场的不确定性与 VMI 应用的关系。但我们相信，VMI 可以用来克

服各种不确定性，于是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能推动 VMI 的实际应用

（记 E3）。 

4、采购商运营上的不确定 

    传统供应链中，由于上下游企业间行为的不一致性，导致企业

更多采取 “前向一体化”或“后向一体化”来规避不确定性。但

VMI 的运营与纵向一体化有很大不同，企业可能通过纵向一体化来

解决交易关系上的困难，但 VMI 可能会导致交易关系更加复杂。如

果供应商发现其采购商的运营上存在很大波动，供应商可能在 VMI

项目上产生犹豫，因为他害怕采购商的波动会通过 VMI 传导到自己

的物流或生产流程。VMI 可以通过统筹配送来协调运输系统，但提

前期和运输系统的不确定将导致协调更加困难。 

    此外，采购商的不确定性源于补货次数、原材料的质量等，但

这大多由供应商的能力决定。运营上的不确定性将影响采购商能够

准时可靠地满足自身客户的能力。不确定性将影响采购商将物流的

控制权授于供应商。于是采购商运营的不确定性与 VMI 应用呈负相

关（记 E4）。 

5、供应商与采购商双方的合作 

    很明显，其他领域的合作，如跨组织团队、成本分摊项目等实

践证明，在采购商与供应商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将更有利于

VMI 的实施。采购商通过在多领域与供应商的联合，如产品研发、

共同解决问题团队、共同成本节约分享，都将促进与供应商建立信

任、可靠的伙伴关系。VMI 的应用，将通过库存管理的合作，改善

供应链的运营效率，自然就能够扩展在物流领域的合作。组织间合

作越紧密的企业，其应用 VMI 的可能性就越大。最后，采购商—供

应商双方的高度合作能够推动 VMI 的应用（记 E5）。 

以上影响 VMI 应用的环境五要素的关系可以表示如图 3-2。 

 
 

 

 

 

 

 

图 3-2   VMI 应用的结构模型 

四、结语 
对于采购商和供应商双方来说，应用 VMI 的决策都有一定的风

险。供应商的风险在于其将承担额外的成本和管理客户库存的责

任。倘若 VMI 的应用，不能使供应商获得成本节约，就意味着利益

的损失。而采购商的风险在于，他们将库存的控制权授予供应商，

假如供应商管理的库存不能有效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导致服务水平

的恶化，将意味着其业务的缩减和市场份额的丧失。因此，分析

VMI 应用的各环境因素，挖掘各因素与 VMI 的关系特性，对 VMI 的

成功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马士华,林勇.供应链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8. 

[2]曲立.库存管理理论与应用.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7. 

[3]Yu, H.et al. Analyzing the evolutionary stability of the 

vendor-managed inventory supply chains, Computers Industrial 

Engineering.2008.05. 

[4]Michael, V.A. How Boeing and Alcoa implemented a successful 

vendor managed inventory program.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Forecasting. 

2005.24(1):1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