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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供应链上游段VMI模式研究》选取供应链上游段VMI模式为研究对象，采用博弈论、运筹学和
计算机仿真等方法，结合库存管理等领域的理论，对供应链上游段VMI模式的利益分配机制、流程优
化效果及应用实务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案例分析，《供应链上游段VMI模式研究》
旨在为学术界进行VMI研究，企业界开展VMI活动提供些许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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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3.4供应链上游段VMI模式的特点 可以看出，供应链上游段VMI模式的参与者为制
造商与其零部件供应商，与供应链下游段VMI模式相比，它有如下特点。
 （1）被管理的产品较复杂 在供应链上游段VMI模式下，制造商的各种零部件库存由各零部件的供应
商分别管理，假设制造商每生产1种产成品需要n种零部件，那么，这n种零部件就可能需要n个甚至更
多的零部件供应商分别管理，这就构成了供应链上游段VMI模式。
而供应链下游段VMI模式只与制造商所生产的产品有关，产品种类、数量相对零部件而言会比较少。
因此，供应链上游段VMI模式管理更为复杂。
 （2）对物流配送的要求极其严格 制造商的生产一般比较稳定，即每天对零部件的需求量变化波动不
会很大，通常采用多频次、少批量的方式进行补货。
如只配送满足1天需求的零部件，有时甚至要求一天2～3次的供货频率。
为了保持生产的连续，不允许供应商发生缺货现象，即服务水平要求达到99％以上，否则，供应商将
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
 （3）各“供应商”相关性较强 假设制造商每生产1种产成品需要n种零部件，显然任何1种零部件的缺
货都会影响到制造商的正常生产。
在传统库存模式下会影响制造商的利益，造成生产延迟、零部件积压等问题，但在供应链上游段VMI
模式下，由于零部件库存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一个供应商出现问题将损害其他所有供应商的利益，
可见，供应链上游段VMI模式的各供应商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4）常常需要在制造商生产基地附近设置VMI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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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供应链上游段VMI模式研究》可供高等院校物流管理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专家学者阅读
参考，对从事VMI实际工作的企业管理人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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