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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是国际化和动态化的时代，伴随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并由企业之间的竞
争而转变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针对服装领域，用户需求向个性化、多样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产品寿命周期日渐缩短，企业所面临
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如何适应新的竞争环境，运用供应链管理以提升我国纺织服装业的整体竞争
能力已成为纺织服装企业管理者及实际工作者关注的重点。
　　服装供应链管理既是一种战略，也是一种战术，还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在全球的大背景下，国外一些纺织服装业主导企业纷纷通过全球供应链战略而实现了获取最大商业利
益所需资源和能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而我国的纺织服装业却依然处于“世界工厂”的尴尬境
地。
特别是随着服装业外包趋势日益明显，整个供应链网络的协调工作已成为重中之重。
根据有关机构所进行的中国服装业供应链管理现状的调查可知，我国服装业已开始从战略的层面上重
视供应链管理及供应链的信息化建设，而且多数企业也已有意识地应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技术和策略
。
但由于来自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状况差异，不同企业在供应链管理与信息化水平方面差距很大。
总体来说，我国纺织服装供应链管理水平不高，信息系统建设不足，纺织服装业的供应链管理与建设
仍然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
　　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力求培养学生熟悉并自觉运用供应链管理思想来进行纺织服装企业的
管理和运营，为今后的企业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特点是针对纺织服装这个具体的行业，从管理视角出发，以供应链管理的运营和规划为主线，全面
系统地介绍了纺织服装行业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发展、物流与供应链运营管理和规划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是供应链原理和技术在纺织服装行业的具体应用。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其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力求突出实用性、可借鉴性和可操作
性。
不论是教材细节中的案例讲解，还是最后的经典案例部分，都是作者在查阅国内外的相关资料后精选
而来的。
作为本科院校的系列教材之一，其定位明确，知识面广，操作性强，理论系统性强、难度适中；同时
，编写过程中注意了语言表达的简洁准确和知识难易程度的编排顺序，涉及重点、难点知识时均配备
以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的图例。
该教材不仅可适用于纺织服装本科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也可作为纺织服装企业管理人员及其经营者
自学的参考资料。
　　本书分为物流与供应链基础知识和纺织服装行业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应用两大部分。
在系统介绍供应链管理的相关基础知识之后，切合纺织服装行业，运用供应链的理论知识分析并说明
了服装产业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以及物流管理的相关内容及其具体操作；具体分析了我国纺织服装
业的发展过程以及供应链的主要形式，提出了服装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途径和方法。
最后，说明了服装供应链的设计与绩效评价方法，以及服装供应链的管理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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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它是一个范围更广的企业结构模式。
在供应链中包含了所有加盟的节点企业，从原材料的供应开始，经过链中不同企业的制造加工、组装
、分销等过程直到最终用户。
它把供应链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更广泛的企业结构模式。
　　（2）强调了供应链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从形式上看，顾客是在购买商品，但实质上是在购买能带来效益的价值。
各种物料在供应链上移动，其实是一个不断采用高新技术增加其技术含量或附加值的增值过程，也就
是说，供应链不仅是一条联接供应商到用户的物料链、信息链、资金链，而且是一条增值链，物料在
供应链上因加工、包装、运输等过程而增加其价值，给相关企业都带来收益。
　　（3）供应链的网链结构取决于诸多因素。
对于一条供应链来说，其网链结构中包含那些企业，各自应出现在什么位置，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等
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服装供应链所生产产品的复杂程度不同，其涉及的原材料的种类以及需经过的环节则不同；面
料供应商的供货能力以及可选择的供应商的数量，则可能影响到服装供应链中供应商的数量、彼此之
间的合作以及整个供应链的绩效。
也就是说，所有影响产品生产、供应、销售直至用户的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供应链管理系统的网链
结构。
　　（4）供应链的网链结构包括供应链的长度（所包含的层面数）和宽度（各层面供应商或客户的
数量）和各层面之间的联系方式。
　　上述关于供应链的各种定义尽管不尽相同，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理解供应链的基本内容和实质。
实际上，供应链的范围比物流要宽，不仅将物流系统包含其中，还涵盖了生产、流通和消费。
从广义上来讲，它涉及企业的生产、流通，并连接到批发、零售和最终用户，既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
过程，又是一个社会再流通的过程。
从狭义来讲，供应链是企业从原材料采购开始，经过生产、制造，到销售直至最终用户的全过程。
这些过程的设计、管理、协调、调整、组合、优化是供应链的主体；通过信息和网络手段使其整体化
、协调化和最优化是供应链的内涵；运用供应链管理实现生产、流通、消费的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和
最大效益是供应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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