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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综合文献的基础上，运用了多种手段和方法，对供应链核心企业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基于约束理论通过实证分析，对供应链核心企业的概念作了界定；通过建立动态交易费用模型对核心
企业生成动因进行了较全面的解释；应用META图构建层次和指标双重权重的核心企业选择模型，用
以动态选择核心企业；建立核心企业的识别评价维度，运用AHP法对核心企业进行识别评价；运用自
组织理论对供应链生命周期中核心企业自组织演化的角色和演化过程驱动力进行研究；探讨非稳态下
核心企业漂移动因和动态漂移维度，揭示出供应链核心企业漂移的轨迹与发展趋势。
全书思路清晰，结构严谨，语言平实，通俗易懂。
     本书既是一本管理学研究方面的专业学术著作，更是一本物流供应链管理实践指导意义较强的工具
书，适合政府有关部门、企业管理层、高等院校和研究咨询机构，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相关人士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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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松泉，河南省舞阳县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
现为徐州工程学院副教授，现代物流报徐州记者站站长，徐州市物流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
营销学会理事，中国物流学会常务理事、特邀研究员、高级培训师，中国物流学会制造业物流产学研
基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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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一项，省级科研课题两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
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供应链战略、物联网与物流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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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系统自组织的量度是序参量　　序参量概念和伺服概念是自组织理论一个分支“协同学”的两
个中心概念。
序参量和系统内部大量子系统运动状态的相互作用过程就是伺服过程，即大量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产生
序参量，而大量子系统又伺服于序参量的过程j不论什么系统，如果某个参量在系统演化过程中从无到
有地变化，并且能够指示新结构的形成，反映新结构的有序程度，它就是序参量。
　　首先，序参量是宏观状态或形成模式的有序程度的参量，它实际上是大量子系统集体运动的宏观
整体模式之有序程度的参量，所以序参量就是为描述系统整体行为而引入的宏观参量。
其次，一方面，序参量是系统内部大量子系统集体运动（相互竞争和协同）的产物；另一方面，序参
量一旦形成后又起着支配或役使子系统的作用，主宰着系统整体演化过程。
所以序参量既是子系统合作效应的表征和度量，又是系统整体运动状态的度量。
整个系统运动过程则是子系统相互竞争、相互协同，产生序参量，序参量反过来支配子系统，子系统
伺服序参量的过程。
　　在自组织系统中存在两类变量，即快变量和慢变量。
其中，快变量总是力求保持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在系统受到干扰而产生不稳定时，快变量总是企
图使系统重新回到稳定态。
但快变量变化很快，对系统的未来影响短暂。
慢变量变化缓慢，代表着系统未来的有序状态，构成系统变化的主要模式。
每一个慢变量都包含着一组尚未展开的未来状态或微观组态，在适宜的条件下，它们会努力役使相应
的子系统和其他模式朝着有利于自己演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系统走向新的有序状态。
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慢变量之间存在一种竞争和协同关系，因为在相同条件下，可能有几个慢变量
变得不稳定，这样对于每一个慢变量，当它处于不稳定点时，系统的一个“胚芽状态”与之相联系，
最后出现哪种结构，取决于这些慢变量之间的关系、起始条件和随机涨落。
因此，慢变量又称为序参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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