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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物流学术前沿报告（2012-201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系列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物
流成本前沿问题考察报告，物流网络的内涵分析，物流产业辨析，我国现代物流产业政策体系研究，
基于SCP框架的中美物流产业对比分析等，可供相关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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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协调策略 基于直觉模糊数加权均值和加权模糊度排序的物流园区选址研究 基于零售商主导型
供应链优化的营销产品设计 物流技术与工程 基于路径的网络流控制应急疏散模型与算法 汽车零部件
运输包装尺寸标准化研究 基于嵌套问题的半圆轴瓦单元化装箱设计与物流容器选择 车外综合温度条
件下的典型冷藏车厢内热稳定性研究 工时定额原理在现场物流管理中的应用 大学生组 基于Shapley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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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信息能力差异 现有文献一般认为，信息技术能力水平的差异是影响信息共
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Forster和Regan，2001）。
叶飞和徐学军（2009）针对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供应链伙伴间信息化水平落差会显著地影
响到信息共享程度。
但这些研究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应用跨企业信息系统（Inter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的基础上的
。
由于中国农产品经营者大都缺乏对信息系统的认知，更鲜有跨企业信息系统的应用。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农产品供应链中即使各合作方事实上存在着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上的差异，也并
不会直接对双方的交流／信息共享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按照Zand（1972）提出的动态信任模型，信任的产生过程是一个由初始信任期望与信息共享（交流）
的互动：初始信任期望与信息共享存在着因果关系，同时信息共享又会强化初始信任。
Butler（1999）进一步认为，初始信任是可控的，参与者在初始信任期望下进行信息共享，初始谈判的
有效性与可以共享的信息量相关。
这种观点隐喻了存在一个期望的可共享信息量，当谈判双方存在信息技术（能力）落差时，落后的一
方对可共享信息量就存在较大期望，而领先一方也可能借助自己的技术（能力）优势，期望获得进一
步信息优势。
这种可共享信息期望是客观存在于谈判形成合作合意之前的，亦可认为包含于Zand的信任期望之内。
在不同“关系”条件下，参与者会产生出不同的信息共享期望，这时，双方存在的信息技术落差就会
影响其对共享信息的期望（初始信任期望），最终影响信任。
因此，本文提出合作方之间存在的信息能力差异会在“关系”对信任的影响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的假
设： H2：信息能力差异会对关系与信任的相互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三）“关系”对供应链关系质量因子的影响 事实上，违约与稳定性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农产品供
应链的研究者和实践者。
大量文献显示，造成违约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是成员间缺乏信任，再加上契约精神的缺失，当守约成本
较高时，就容易产生机会主义。
同时，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关系”文化取向非常明显，运用这种“关系”可以帮助供应链成员提高资
源贡献度和运作协调程度。
 另外，从早期的研究文献开始，信任就被认为是影响组织间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并指出也是影
响成员间互动、关系承诺以及信息共享关键因素（Anderson和Nares，1990；Rin9和Van，1994；Alvarez
等，2003；Ballou，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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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物流学术前沿报告(2012-2013)》可供相关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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