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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集成化服务供应链的基础上，从客户满意度、服务质量、服务成本、企业资质、协同能力和绿色竞
争力六个方面构建了比较全面客观的物流服务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熵权计算出物流服务供应商权值向
量和专家打分计算出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构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供应商评价模型，通过综合评价计算出各
个物流服务供应商的评价总权值。 结合案例说明，建立的服务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能够比较全
面地评价供应商，为研究物流供应商选择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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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ｆｒｏｍ ｓｉｘ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ｓｔ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唱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ｗａｓ ｅｖａｌ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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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化服务供应链是指以物流服务商为核心，通过提供柔
性化的物流服务，保证产品供应链物流运作的一种新型供应
链，是随着物流服务产业的不断发展而形成。 Ｅｌｌｒａｍ等人［１］在

枟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枠发表了枟理解和管理服务
供应链枠一文，他提出服务供应链是指在专业服务中从最早的
供应商到最后的客户中发生的信息管理、流程管理、能力管理、
服务绩效和资金管理。 物流服务供应链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如
何协调链上各个物流服务企业。 在物流服务业供应链模式运
行过程中，供应链的构建、运行都有其特点，其绩效水平的高低
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对它的分析必须以系统的、整体的观
点进行。

目前，国际上对供应链管理的研究相当重视，大量文献对
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韩坚等人［２］从供应链建模技术、
供应链答理技术和供应链信息技术等方而综述了 ３７ 篇文献，
其中，供应链构建是供应链管理技术的重要内容，涉及基于整
体模型构建供应链、基于局部选择构建供应链及其他有关供应
链构建的研究三大部分；马士华等人［３］归纳了供应链构建的

四种模式，即基于产品的构建模式、基于成本核算的构建模式、

基于各代理的集成供应链模式和产品开发初期的构建模式；桂
云苗等人［４］对需求不确定下物流服务供应链协调进行了研

究；刘伟华等人［５］对两级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合作协调进行了

研究；李琳等人［６］对弹性需求下服务供应链协调策略进行了

研究。
在集成化物流服务供应链中，物流服务商的选择极为重

要。 本文以集成物流服务供应商的选择为研究对象，构建集成
化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物流服务供应商选择评价指标体系，从定
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建立数学评价选择模型，对其基于
服务供应链运作中的绩效进行评价，为企业提升物流能力以及
为整个物流服务供应链提高效率提供参考。

1　建立物流服务供应商选择的评价指标
国内外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对供应商选择评价指标的设

置提出了各自观点，供应链权威研究机构 ＰＲＴＭ［７］在 ＳＧ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模型中提出了度量供应商的
１１项指标；Ｇｕｎａｓｅｋａｒａ 等人［８］为战略、战术、运作三个方面建
立了供应商评价体系；田宇［９］从提供集成物流服务、提供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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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高效的信息处理技术构成企业核心能力和提供网络化服
务四个方面研究了集成物流服务商；陈珂等人［１０］从项目条件、
公司竞争力、竞争对手条件和业主条件四个方面构建了第三方
物流供应商的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已有的物流服务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基本上是以制
造企业或零售企业为供应链中的主导物流企业为前提来进行

的，而对以集成物流服务供应商为主导的物流服务供应链模式
的物流服务商评价指标研究比较少。 本文在考虑集成化服务供
应链的基础上，围绕物流服务供应商协同供应链上企业之间的
发展问题，结合物流服务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提出了一套适合集
成化服务供应链模式的物流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２所示。

2　建立基于 AHP 和熵权的综合评价模型
供应商选择方法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定性方

法、定量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早期的供应商选择
方法采用定性方法，主要有直观判断法、协商选择法。 自 １９１５
年美国电气工程师 Ｈａｒｒｉｓ 首先提出经济批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ＥＯＱ）模型后，人们采用定量方法来选择供应商，目标
是确定采购的经济批量以减小成本。 不久，人们发现影响供应
商选择的因素有很多，仅仅从库存成本的角度选择供应商是远
远不够的，从而供应商选择的研究转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阶
段。 供应商选择实质上是一个多目标或多属性的决策问题，利
用现有的多目标决策理论来解决供应商选择问题成为研究热

点。 目前，关于供应商选择的评价决策模型有 ＡＢＣ成本法、线
性规划方法、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模糊综合评判法、神经网络

法、ＴＯＰＳＩＳ法、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主成分分析法、灰色综合
评价法以及这些方法的集成应用等。
本文在建立集成化服务供应链的供应商选择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对原始评价数据的标准化，利用熵技术
计算出各个物流服务供应商对应一级指标的权值矩阵，再对一
级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构造 ＡＨＰ判断矩阵，并计算各个指标的
权向量，充分利用了客观评价（熵法）和主观评价（ＡＨＰ法）的
优点。 最后计算每个物流服务供应商的综合评价总权值，根据
其大小对所有供应商进行排序，从而为集成化服务供应链选择
物流服务供应商提供决策依据。

2畅1　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方法是 Ｓａｔｔｙ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将定

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问题定量化的实用决策方法，
尽管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而日臻完善，但其基本思想仍保持为
把一个复杂问题分解成若干个组合因素，然后将这些因素按其
支配关系分组形成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层
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综合人的经验判断以决定诸因
素相对重要性的顺序和权重。 整个过程的逻辑结构如图 ２
所示。

2畅2　熵权分析法
熵（ｅｎｔｒｏｐｙ）的概念起源于热力学，后来由 Ｓｈａｎｎｏｎ引入信

息论，开创了熵在工程技术、经济、社会应用的新纪元。 熵是信
息论中的最基本概念，是用来确定随机性空间（由一些随机性
事件组成）中的随机性事件的不肯定程度的函数［７，８］ 。 熵即系
统状态下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在评价模型中表示各供应商满
足各指标程度的不确定性。 根据熵的概念，人们在决策中获得
信息的多少和质量是决策精度和可靠性大小的决定因素之一。
某个因素的熵值越小、熵权越大时，说明该指标向决策者提供
了较多的有用信息，对评价结果有较大的影响。

2畅3　综合评价模型
１）建立评价矩阵　若选 n个供应商、m个三级评价指标，

则 m个评价因素对 n个候选供应商的评价矩阵为

R′＝

r′１１　r′１２　⋯　r′１m
r′２１　r′２２　⋯　r′２m
ǘ 　ǘ 　　　ǘ

r′n１　r′n２　⋯　r′nm

其中 r′ij表示供应商 i在评价因素 j下的标度。
由于指标存在属性和数量级的差异，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

标准化处理。 标准化处理主要解决不同属性数据的加总问题，
使不同属性指标变量在综合评价中发挥相同方向的作用，并消
除变量的量纲的影响。 在经营绩效评价中一般从盈利能力、偿
债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和资本结构等方面选取指标，指标

·５３０１·第 ３ 期 陈　虎，等：集成化服务供应链的物流服务商选择研究 　　　



中有一些为收益性指标，数值越大越好；有一些为成本性指标，
数值越小越好；同时有一些为适度性指标，越接近某一个值越
好，或落入一个区间为好。 针对不同的指标，可以采用不同的
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具体方法如下：

ａ）对于收益性指标，rij ＝（ r′ij －ｍｉｎ（r′ij））／（ｍａｘ（r′ij） －ｍｉｎ
（r′ij））；

ｂ）对于成本型指标，rij ＝（ｍａｘ（r′ij） －r′ij）／（ｍａｘ（ r′ij） －ｍｉｎ
（r′ij））；

ｃ）对于固定型指标（越接近 ri 越好），rij ＝１ －｜r′ij －ri ｜／ｍａｘ
｜r′ij －ri ｜；

ｄ）对于区间型指标（适度区间为［L１i，L２i］），

rij ＝

１ －（L１i －r′ij） ／ｍａｘ（L１i －ｍｉｎ（ r′ij），ｍａｘ（ r′ij） －L２i）　r′ij ＜L１i
１　　　　　　　　　　　　　　　　　　　　　L１i≤r′ij≤L２i
１ －（L１i －r′ij） ／ｍａｘ（L１i －ｍｉｎ（ r′ij），ｍａｘ（ r′ij） －L２i）　r′ij ＞L２i

标准化可得决策矩阵 Rn ×m：

R＝

r１１　r１２　⋯　r１m
r２１　r２２　⋯　r２m
ǘ 　ǘ 　　　ǘ

rn１　rn２　⋯　rnm

２）计算熵权值　各被评价对象在指标 i上的值完全相同，
熵值达到最大值 １， 熵权为 ０。 该指标向决策未提供任何有用
信息，该指标可以取消。 当各被评价对象在指标 i上的值相差
较大、熵值较小、熵权较大时，说明该指标为决策提供了有用信
息，说明在该问题中各对象在该指标上有明显差异，应重点
分析。

各影响指标对于全部样本的比重为 fij ＝rij ／∑
n

j ＝１
rij；

第 i个影响指标的熵值为 Hj ＝－k∑
m

i ＝１
fij ｌｎ fij，j ＝１，２，⋯，m，

其中 k ＝１／ｌｎ n，n表示系统可能处于的状态数；

第 i个影响指标的权值为 wi ＝（１ －Hi）／（m－∑
m

i ＝１
Hi）／∑

m

i ＝１
（１ －

Hi）／（m－∑
m

i ＝１
Hi），i ＝１，２，⋯，m；

可得权值向量为 ws ＝（w１ ，w２ ，⋯，wm）
Ｔ；

由此可计算各个物流服务供应商对应二级指标的权值矩

阵为 C＝R×ws 且∑
５

i ＝１
Cij ＝１，j ＝１，２，⋯，５。

３）综合评价总权值　对二级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构造判
断矩阵，并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出二级各指标权重
向量 wＡＨＰ ＝（w′

１，w′
２，⋯，w′

t）
Ｔ。 各个物流服务供应商的综合评

价总权值向量为 p＝C×wＡＨＰ。
依据总权值由大到小排序，对物流服务供应商进行全排列。

3　实例分析
本文以成都市某汽车制造企业以引入第三方物流服务公

司整合企业供应链为例，其服务范围主要是依托整车厂为其提
供整车发运和零部件入厂物流服务。 由于 ２００９年全国汽车销
量出现了井喷现象，传统物流运作模式难以支持整车供应链的
发展，现整车厂引入第三方物流公司对其供应链物流服务进行
外包，有五家集成物流服务供应商可供选择，其服务情况如表
１所示，二级指标两两比较的专家打分情况如表 ２ 所示，按评
价模型的步骤选择物流服务供应商。

表 １　物流服务商评价指标的历史数据

指标
物流服务商

A１ $A２ DA３ dA４ 剟A５

客户抱怨率／％ ２１ #２３ C１５ c１７ 儍１９ ＃
时间柔性／％ ４５ #７３ C８５ c８３ 儍７５ ＃
准时交货率／％ ９２ #９４ C９６ c９１ 儍９５ ＃
发放准确率／％ ８９ #８６ C９５ c９８ 儍９３ ＃
服务器响应速度／ｈ ４ 铑．５ ５ 1２ .．５ ３ q４ 憫
仓储安全性／百分制 ９６ #９８ C９７ ?．５ ９６ 儍９９ ＃

出入库保证能力／百分制 ９８ #９７ C９８ ?．５ ９９ 儍９７ ＃
运输安全性／百分制 ８６ #７５ C８８ c８２ 儍７９ ＃
物流服务价格／十分制 ８  ７ 1５ Q６ q６ n．５

信息成本／万元 ５６ #６２ C６８ c５４ 儍６０ ＃
人力成本／万元 ３４５ 4４２３ T３２６ t３８９ 敂４２６ 创
运输成本／万元 ９８ #８６ C８５ c１０３ 敂１１２ 创
库存成本／万元 １１５ 4１２３ T９７ c８９ 儍１０２ 创

包装及流通加工成本／万元 ３２ #２８ C２４ c３０ 儍２７ ＃
回收成本／万元 ５ 铑．２ ４  ．８ ４ .．６ ５ N．３ ４ n．２

人力资源／百分制 ８６ #９２ C９４ c８３ 儍８８ ＃
企业资产／万元 ２ ３０６ R５ ６００ r４ ２３０ 拻４ ８０６ 膊３ ５４６ 乙

企业装备水平／百分制 ６５ #７８ C７２ c６８ 儍５６ ＃
企业财务状况／百分制 ７２ #８５ C７６ c８４ 儍７８ ＃
企业信誉／百分制 ７５ #８４ C９２ c８６ 儍７８ ＃
物资平均免检率／％ ８７ #７８ C９２ c８６ 儍９３ ＃
合作信任度／百分制 ８５ #８９ C９３ c９５ 儍８７ ＃
信息传输失真率／％ ２ 铑．３ １  ．２ １ .．５ １ N．８ ２ n．１

物流服务市场占有率／％ ５ 铑．６ ４  ．２ ５ .．１ ５ N．３ ４ n．８

运输排放达标率／％ ９５ #９３ C８９ c９４ 儍９１ ＃
物流服务中资源消耗率／％ ８５ #７５ C７６ c８０ 儍８２ ＃
包装容器标准化率／％ ９３ #８５ C９１ c９２ 儍９６ ＃
再循环材料利用率／％ ８６ #９２ C８７ c９３ 儍９５ ＃

表 ２　二级评价指标的专家打分情况

评价指标 客户满意度 服务质量 服务成本 企业资质 协同能力 绿色竞争力

客户满意度 １ 枛１  ２ @５ v３ �５ 忖
服务质量 １ 枛１  ３ @５ v３ �５ 忖
服务成本 １／２ 创１／３ (１ @３ v２ �３ 忖
企业资质 １／５ 创１／５ (１／３ ^１ v１／３ 适２ 忖
协同能力 １／５ 创１／３ (１／２ ^３ v１ �３ 忖
绿色竞争力 １／５ 创１／５ (１／３ ^１／２ 敂１／３ 适１ 忖

　　ａ）计算标企业资质的准化决策矩阵

R４ ＝

０．１０７１ ０ ０．１５２５ ０ ０

０．３２１４ ０．３６７７ ０．３７２９ ０．３７１４ ０．２２５０

０．３９２９ ０．２１４８ ０．２７１２ ０．１１４３ ０．４２５０

０ ０．２７９１ ０．２０３４ ０．３４２９ ０．２７５０

０．１７８６ ０．１３８４ ０ ０．１７１４ ０．０７５０

计算其权值向量为w４ ＝（０．２００６，０．１９８８，０．１９８７，０．２００４，０．２０１５）

其余依次计算可得，由此可计算各个物流服务供应商对应
二级指标的权值矩阵为

C ＝

０．１５６９ ０．２３２４ ０．１６４１ ０．１６４１ ０．２３０５ ０．２５９４

０．２４４５ ０．１４３８ ０．１５３６ ０．１５３６ ０．０４２３ ０．１２４１

０．１９３４ ０．２３４６ ０．３０３２ ０．３０３２ ０．２４１６ ０．０６８２

０．１６８１ ０．１９４８ ０．１８６３ ０．１６８３ ０．２６８７ ０．２５８７

０．２３７１ ０．１９４５ ０．１９２８ ０．１９２８ ０．２１６９ ０．２８９６

ｂ）由专家对二级指标的打分情况计算判 （下转第 １０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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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辆排队频率和长度信息可以控制交通信号灯，实时地合理
引导交通，这也是下一步要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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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１０３６ 页）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其对应的特征向量：
λｍａｘ ＝０．１６２ ２

w′ＡＨＰ ＝（４．９２３９，５．３４９４，２．６２１５，１，１．９５７９，０．７９０６）

一致性指标为 C．I．＝λｍａｘ －n
n－１ ＝０．０３２４ ＜０．１；

随机一致性指标为 R．I．＝１．２６；
一致性比率为 C．R．＝C．I．／R．I．＝０．０２８９ ＜０．１。 通过一

致性检验，各二级指标的权重为
wＡＨＰ ＝（０．２９５９，０．３２１４，０．１５７５，０．０６０１，０．１１７６，０．０４７５）

ｃ）物流服务供应商的综合评价总权值向量为
p ＝C· wＡＨＰ ＝（０．１９６２，０．１６２８，０．２３０３，０．１９６８，０．２１３９）

物流服务供应商优先排序为 A３ ＞A５ ＞A４ ＞A１ ＞A２ 。 依据
此结果，该整车厂最终确定 A３ 物流服务供应商为其最佳选择。

4　结束语
ａ）本文在分析集成化服务供应链的基础上，研究了物流

服务供应商的选择，从客户满意度、服务质量、服务成本、企业
资质、协同能力和绿色竞争力六个方面构建了比较全面客观的
评价指标体系，为研究物流供应商选择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

ｂ）本文在分析供应商选择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定性和
定量相结合的供应商评价模型。 首先，通过熵权分析定量计算
出物流服务供应商对各个二级指标的权值向量；然后，通过专
家打分定性地计算出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最后，通过综合评
价计算出各个物流服务供应商的评价总权值。

ｃ）结合成都某整车制造企业引入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
整合其物流服务供应链为例进行了定量评价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本文评价模型能够比较全面地评价供应商，可以选择到合
适的集成物流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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