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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系统地介绍了供应链质量控制的相关研究成果，共11章，分为5篇：第一篇为供应链质量控制概论
，主要介绍了供应链质量控制的进展、内容、环境挑战和质量监督；第二篇为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供
应链质量控制，重点分析了供应链质量预防决策、质量评价决策和质量投资决策；第三篇为供应链质
量控制协同与激励，分别介绍了基于质量检验和质量认证的供应链质量控制协同、基于契约和声誉的
供应商质量控制协同；第四篇为不确定环境下供应链质量控制，针对供应链系统质量预防、质量评价
和外部质量惩罚等不确定情况研究了质量控制策略；第五篇为供应链质量改进，分别阐述了基于购买
商主导的供应链质量改进和基于产品召回的供应链质量改进。

本书可供相关领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大专院校教师和科研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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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有培训和技术支持。
有的企业已经意识到质量管理的重要性，可是对于怎样在供应链上实施质量管理却没有清晰的认识，
并且就算明白是怎么回事，在供应链上实施也有难度，如供应商不配合，政府法规不健全，以及供应
商进行质量管理的能力有限等。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供应链管理企业必须设法提高整条供应链的质量管理能力，尤其是大公司，
它们可能拥有大量质量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都并不尽如人意的中、小供应商。
在这种情况下，大公司可以采取对这些供应商进行培训和技术支持的办法来提高供应链的质量化水平
。
这种支持不仅能够提高供应商的能力，而且将促进双方的合作与交流。
这样，一方面，中、小供应商在质量方面得到了大公司的培训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大公司和供应
商之间也可以相互探讨，互相学习。
另外，为了满足那些还不能通过这些途径提高自身质量能力的企业，第三方组织的培训和支持也能起
到相应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第三方可以是质量监督局。
　　（4）对供应商进行有效的管理与选择。
所有的供应链企业都把质量项目纳入了自己选择与监督供应商的体系，有的甚至对潜在的供应商也提
出了质量要求，以保证与自己合作的供应商都具有相应的质量意识和质量管理能力。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企业要成为它们的供应商都必须成功地通过它们的评估。
由于只有少数供应商完全符合质量管理要求，因此，核心企业最好对供应商实施一系列的培训，并将
此作为合作内容的一部分。
供应商管理某些方面的小小成功会对供应链管理产生巨大的杠杆作用，核心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作正是
在利用杠杆效应的积极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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