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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商业经济与管理»创刊于 １９８１ 年ꎬ先后获“全国百强社科期刊”“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

期刊”“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等荣誉称号ꎬ连续入选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核心期刊ꎮ “流通经济”是«商业经济与管理»特色核心栏目ꎬ自 １９９８ 年设立以来ꎬ刊发了一

批高水平学术论文ꎬ引用率和转载率在全国经济类期刊中名列前茅ꎬ多篇论文获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

奖ꎬ相关观点被政府部门采纳ꎬ如本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关于“义乌商圈”形成机理与发展趋势的研究»
一文所提观点曾获习近平总书记批示“作者对义乌经验进行了长期研究ꎬ所提建议很有参考价值”ꎮ
为建设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ꎬ更好地为现代商贸流通智库建设服务ꎬ进一步提升现代商贸流

通研究影响力ꎬ自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始ꎬ本刊将“流通经济”栏目更名为“现代商贸流通”ꎮ 本栏目将继续

秉承“经世致用、学术一流”办栏理念 ꎬ依托全国高校唯一研究商贸流通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ꎬ聚焦大数据时代商贸流通理论研究ꎬ配合国家“一带一路”
重大战略ꎬ对现代商贸流通重大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展开研究ꎬ为国内外学者创建一个更好的学

术交流平台ꎬ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商贸流通理论ꎬ促进我国现代商贸流通产业建设发展ꎮ

基于“互联网 ＋ ”的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
链联动发展的演化机理研究
———从“去中间化”到“去中心化”

张建军１ꎬ２ ꎬ赵启兰１

(１.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ꎻ
２. 内蒙古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ꎬ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１０)

摘　 要: 文章围绕“互联网 ＋ ”背景下产品供应链物流需求演变的特点ꎬ分析了物流服务供

应链的产生过程ꎻ结合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本质及物流服务供应链与产品供应链之间子母关系的

实际ꎬ研究了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重要性ꎬ提出了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

应链联动发展演化的六个递进阶段:即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弱”联动、“点”联动、
“线”联动、“面”联动、“网”联动以及“生态”联动ꎻ在此基础上ꎬ文章围绕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

供应链联动发展演化的递进关系ꎬ揭示出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演化逻辑与

机理ꎬ并进一步提出了未来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研究主题ꎮ
关键词: 产品供应链ꎻ物流服务供应链ꎻ联动发展ꎻ演化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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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当前ꎬ随着“互联网 ＋ ”的持续推进以及社会分工的深入发展ꎬ制造业物流服务外包的比重逐年增大ꎬ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立足自身的核心业务培养核心竞争优势ꎬ将非核心业务外包ꎮ从整个产品供应链来

看ꎬ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及相关节点企业为了快速响应顾客需求ꎬ实现整个供应链效益的最大化而将供应链

物流服务外包ꎮ与单个企业物流需求相比ꎬ“互联网 ＋ ”环境下的供应链物流需求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多样

性和不确定性ꎬ如产品供应链的物流需求既有原材料供应物流需求、生产物流需求ꎬ又有产成品分销物流

需求ꎻ既有传统物流服务需求ꎬ又有增值物流服务需求ꎻ既有单一功能物流服务需求ꎬ又有综合功能物流服

务需求ꎻ既有常温物流服务需求ꎬ又有冷链物流服务需求ꎻ既有标准化物流服务需求ꎬ又有个性化物流服务

需求等ꎻ同时基于市场环境的变化ꎬ供应链物流需求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ꎮ基于供应链物流需求的上述

特点ꎬ单个第三方物流企业难以凭借自身有限的物流资源来满足供应链物流的各种需求ꎬ即单个第三方物

流企业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物流服务ꎬ物流企业必然走向整合之路[１]ꎮ只有这样ꎬ才能扩大物流企业的边

际ꎬ通过充分利用社会化的物流服务资源来更好地满足供应链物流需求ꎬ由此沉淀出一个重要的物流服务

主体ꎬ即物流服务集成商ꎮ
物流服务集成商的出现是供应链物流外包持续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ꎬ物流服务集成商本身也可提供

一部分物流服务ꎬ但其核心能力是整合与集成ꎮ物流服务集成商需根据产品供应链物流需求的特点整合不

同类型的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２]ꎬ而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的核心能力便是提供功能型的物流服务ꎮ
由此ꎬ物流服务集成商基于最大程度的发挥自身核心竞争优势的考虑ꎬ需将非核心业务即功能型的物流业

务外包ꎮ这样ꎬ基于核心能力的二次社会分工(一次社会分工ꎬ即产品供应链将整合后的供应链物流需求

外包给物流服务集成商)促进了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形成ꎬ这便是田宇[３] 在２００３年提出的物流服务供应链

的概念ꎬ即一种由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物流服务集成商以及物流需求企业(如制造、零售企业等)形成

的网链结构ꎮ
物流服务供应链是随着物流服务外包的深入发展、客户物流服务需求的变革以及物流服务企业基于

核心竞争能力的考虑而选择合作与联盟的背景下产生的ꎮ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目标是通过整合各个分散的

物流组织ꎬ为产品供应链提供集成化的物流服务[１]ꎬ提高整个产品供应链的竞争优势ꎬ其本质是服务ꎮ物
流服务供应链作为产品供应链的一条子链[２]ꎬ需将整个产品供应链中各个节点企业的物流需求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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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进行优化和协调[４]ꎬ其使命是为产品供应链提供一体化的物流服务ꎮ为了提高产品供应链的物流

服务质量ꎬ作为产品供应链子链的物流服务供应链只有充分融入产品供应链当中ꎬ实现与产品供应链的良

性互动与协调ꎬ才能更好地完成自身的使命ꎬ实现产品供应链的持续优化ꎮ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

的深度融合可实现物流产业的跨越式发展ꎬ提高整个物流产业的经济效益[５]４６ꎮ因此ꎬ深入研究产品供应

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互动融合机制与演化机理对于揭示“两链”(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

发展规律、指导物流产业的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ꎮ

二、 文献综述

目前的市场竞争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６]ꎮ供应链管理作为一种最前沿的管理模式ꎬ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ꎬ其研究以产品供应链为主ꎻ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ꎬ产品供应链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

成果ꎬ更多学者开始转向对服务供应链的研究ꎬ如 Ｅｌｌｒａｍ 等(２００４)站在服务外包的角度提出服务供应链

的概念ꎬ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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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ꎻＤｉｒｋ 和 Ｓｔｅｖｅ(２００４)从功能角度定义了服务供应链[８]ꎻＴｕｎｃｄａｎ 和

Ｏｚｎｕｒ(２００７)围绕服务供应链的概念与特点ꎬ构建了服务供应链的理论架构[９]ꎮ由于在服务供应链中ꎬ与
产品供应链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物流服务供应链ꎬ且物流服务供应链是随着产品供应链的不断发展而形成

的ꎬ是依附于产品供应链而存在的[１０]ꎬ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ꎮ系统地研究物流服务供应链有助于从物

流服务的视角更好地优化产品供应链ꎬ因此学者们逐步将研究方向转为对产品供应链的子链ꎬ即物流服务

供应链的研究ꎮ

(一) 物流服务供应链等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自从田宇在２００３年提出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概念以来ꎬ学者们围绕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基本理论展开了

深入研究ꎬ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ꎬ如学者们系统研究了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内涵[１１－１３]、物流服务供应链的

价值创造机理[１４－１５]、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理论框架[２] (崔爱平等在２００８年研究了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理论框

架及演化路径ꎬ从其演化路径的发展脉络可得出:产品供应链是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服务对象[２] )、物流服

务供应链成员间的协调(包括任务分配[１６－１７]、质量协调[１８－１９]、利益协调[２０] 等)、物流服务供应链的风险管

理[２１－２２]、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定价[２３]、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协同[２４]、特定行业的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研究(如钢

铁[２５]、ＩＴ[２６]、铁路[２７]、煤炭[２８]、航空[２９]、汽车[３０]等)以及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绩效评价等[３１－３２]ꎮ
除此之外ꎬ物流服务供应链呈现出向网络化、平台化方向发展的趋势ꎮ部分学者基于网络视角及平台

视角研究了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相关问题ꎬ如刘伟、高志军(２０１２)研究认为企业物流网络是物流服务供应链

的研究基础[３３]ꎻ何婵、刘伟(２０１３)在此基础上ꎬ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了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网络属性ꎬ并提

出了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网络模型[３４]ꎻ田冉(２０１５)基于平台视角ꎬ围绕物流服务供应链ꎬ研究了汽车物流服务

价值链协同问题ꎬ提出了基于云平台的汽车物流服务价值链的协同策略、协同组织及协同规则等[３５]ꎮ
由于物流服务供应链逐步向网络化、平台化方向发展与演变ꎬ其服务对象也逐步从企业客户过渡到企

业客户所处的整个产品供应链ꎮ目前ꎬ部分学者初步探索了物流服务供应链与产品供应链之间的关系ꎬ如
刘伟、高志军(２０１２)研究指出: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发展与产品供应链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３３]ꎻ罗建峰

(２０１５)研究认为:应构建动态物流服务供应链来适应产品供应链动态发展演变的需要ꎬ并提出了基于云

模式的动态物流服务供应链体系架构[３６]ꎻ高开仙、余思勤、刘文白(２０１６)研究了由物流服务供应链构建的

物流网络与产品供应链之间的协调问题ꎬ指出物流服务网络与产品供应链的多边联动可提高整个产品供

应链的效益[４]ꎮ

(二) 物流服务供应链等相关问题研究评述

国内外学者针对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相关研究ꎬ尤其是基于网络视角、平台视角的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研

究ꎬ以及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间关系的研究ꎬ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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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ꎬ现有文献的研究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现有文献对物流服务

供应链的研究更多地关注物流服务供应链本身的问题ꎬ而对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服务对象的关注稍显不足ꎬ
如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对物流服务供应链上的物流服务集成商与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协调、定
价、利益分配等关系的研究ꎻ二是现有文献对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研究大都将企业客户(如零售商、制造商

等)作为其服务对象ꎬ而很少将企业客户所处的整个产品供应链作为其服务对象ꎬ实际上整个产品供应链

或产业链才是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真正服务对象[２ꎬ４]ꎻ现在的市场竞争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ꎬ如果

仅分析物流服务供应链对单个企业竞争能力提高的影响ꎬ则研究视野较局限ꎬ也不符合未来市场竞争的趋

势ꎻ唯有通过物流服务供应链提高企业所处的产品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ꎬ才会真正实现产品供应链的持续

优化ꎬ此时的物流服务供应链才真正实现了其使命ꎻ三是缺乏供应链间的协调研究[３６]２５ꎬ尤其是产品供应

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间的协调研究ꎮ高开仙等[４] 研究了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网络的协调ꎬ为本文的研

究提供了借鉴ꎬ但其仅从微观上分析了核心企业的定价决策与物流费用的分摊比例对两者协调的影响ꎬ没
有从宏观上分析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协调运作机理以及“两链”互动协调的理论框架ꎮ

作为产品供应链的子链ꎬ物流服务供应链只有融入产品供应链才能为其提供更好的物流服务ꎬ才能有

效提高整个产品供应链的效益和竞争力ꎮ而目前针对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融合发展、协调发展

等方面的研究不足ꎮ本文将产品供应链作为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服务对象ꎬ系统研究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

供应链联动发展的演化过程ꎬ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演化逻辑与

机理ꎬ为国内外相关学者深入研究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问题提供参考与借鉴ꎮ

三、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演化过程分析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发展是提高产品供应链效益ꎬ实现物流服务供应链效用最大化

的必然举措ꎮ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发展将经历由“弱”联动、“点”联动、“线”联动、“面”联
动、“网”联动再到“生态”联动的递进发展过程ꎮ具体演化发展阶段如下:

(一)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弱”联动

随着市场竞争与社会分工的发展ꎬ企业的管理模式由传统的纵向一体化逐步过渡到横向一体化ꎬ企业

已意识到单靠自身的资源很难与同行竞争ꎬ需紧密联系自身的上下游企业形成供应链参与市场竞争ꎮ此时

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对如何更好的管理供应链缺乏经验ꎬ上下游节点企业之间呈现出一种松散型的合作

模式[１６]９７ꎬ由此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产品供应链ꎮ即产品供应链并没有形成一个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集成化

供应链ꎬ其核心竞争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ꎬ产品供应链的各节点企业各自为政ꎬ根据自身的物流需

求寻找相应的物流合作伙伴ꎮ
同时ꎬ为产品供应链提供物流服务的物流组织即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ꎬ他们之间缺乏必要的分工与

协作ꎬ且其与产品供应链上节点企业之间的供需关系是一次性的、竞争性的、缺乏战略合作的ꎬ没有形成一

图１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弱”联动

个以物流服务集成商为主导的完整意义

上的物流服务供应链ꎮ图１显示ꎬ各功能

型物流服务提供商针对产品供应链各节

点企业的独立物流需求为其提供物流服

务ꎬ彼此之间缺乏信息共享ꎬ缺乏沟通与

协调ꎬ无法为产品供应链提供优质的物

流服务ꎬ也不能很好地满足产品供应链

的综合性物流需求ꎮ此时产品供应链与

物流服务供应链之间的联动甚微ꎬ甚至

还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产品供应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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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服务供应链ꎬ本文将此阶段两者之间的联动定义为“弱”联动ꎬ如图１所示ꎮ

(二)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点”联动

１. 集成化产品供应链的形成ꎮ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客户需求的变化ꎬ松散的产品供应链很难快速

响应客户的个性化需求ꎬ难以在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ꎮ此时ꎬ产品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意识到必须通过分

工、协作、共享来形成利益共同体ꎬ才能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ꎮ于是就产生了以某一个企业(核心企业)为
主导的集成化产品供应链ꎮ

２. 集成化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形成ꎮ鉴于产品供应链物流需求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ꎬ导致单个

功能型物流企业难以满足和适应ꎬ渐渐就产生了以集成和整合多个功能型物流企业为核心能力的物流服

务集成商ꎮ由物流服务集成商直接承接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的整合性物流需求ꎬ之后将物流需求按照功能

属性等进行细分ꎬ将不同属性的物流需求向上游外包ꎬ选择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ꎬ从而形成功能互补、服
务齐备的物流服务供应链ꎮ

３.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点”联动ꎮ此阶段中ꎬ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涉及

到需求信息的三级传递ꎮ即:(１)产品供应链的核心企业整合产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物流需求ꎻ(２)产品

图２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点”联动

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将整合后的物流需求

外包给物流服务集成商ꎻ(３)物流服务集

成商将整合的物流需求进行解构并传递

给上游的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ꎮ此阶

段的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

的关键环节是产品供应链的核心企业与

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核心企业的联动ꎬ即
仅仅涉及到两个节点企业之间的联动ꎬ
因此本文将此阶段的联动定义为“点”联
动ꎬ如图２所示ꎮ且产品供应链的核心企

业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核心企业是“两
链”联动的中间环节ꎮ

(三)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线”联动

随着物流服务供应链与产品供应链融合的深入、服务频次的增加、服务质量的升级和彼此之间信任度

的提高ꎬ物流服务集成商基于提高产品供应链物流服务质量的考虑ꎬ此时需在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协调

下ꎬ提前介入产品供应链的运作过程ꎬ深入产品供应链内部ꎬ直接与产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接触ꎬ了解产品

供应链的运作流程ꎬ与产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一道共同识别产品供应链的现实物流需求ꎬ挖掘其潜在物流

需求ꎬ通过直接接触整个产品供应链的运作流程来为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物流服务ꎬ如图３所示ꎮ

图 ３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线”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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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中ꎬ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涉及到需求信息的两级传递ꎬ即物流服务集成商整合

产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物流需求ꎬ再将整合性的物流需求进行解构并将其传递给上游的功能型物流服

务提供商ꎮ相比前一阶段而言ꎬ缩减了中间环节ꎬ减少了需求信息传递的级数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需求信

息传递的质量ꎬ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ꎮ
此阶段的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的关键环节是整个产品供应链的各节点企业与物流服务

供应链的核心企业的联动ꎬ而不仅仅是两个节点企业之间的联动ꎬ本文将此阶段的联动定义为“线”联动ꎬ
如图３所示ꎮ

(四)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面”联动

为准确识别产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物流需求、深挖其潜在需求ꎬ并根据产品供应链发展战略及趋势

准确预测其未来物流需求规模及需求结构ꎬ进而提前规划物流能力ꎬ做好物流资源与网络的布局ꎬ更有针

对性地为其提供增值物流服务ꎬ物流服务供应链各节点企业需深入产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内部深挖其物

流需求ꎬ深度渗入产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环节ꎬ解决其库存、运输、规划等物流问题ꎬ达到

“物流介入工厂①”ꎬ在满足产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物流需求的基础上为其提供更多的增值物流服务ꎮ
此阶段中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涉及到需求信息的一级传递ꎬ即在产品供应链核心企

业与物流服务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协调下ꎬ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各节点企业深入产品供应链的各节点企业内

部ꎬ深挖其物流需求ꎬ形成深度战略合作ꎬ实现物流供需主体的直接对接ꎬ消除了中间环节ꎬ避免了需求信

息多次传递而导致的失真ꎬ降低了交易成本ꎬ提高了物流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ꎮ由于此阶段中产品供应

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涉及到两条链上所有企业的共同参与ꎬ且形成了供需双方面对面的直接沟通

与协作ꎬ本文将此阶段的联动定义为“面”联动ꎬ如图４所示ꎮ“面”联动实现了“两链”联动的“去中间化”ꎬ
提高了“两链”联动的效率ꎮ

图 ４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面”联动

(五)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网”联动

１. 产品供应链逐步实现“去中间化”ꎬ增加了物流服务的难度ꎮ 近年来ꎬ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快速发

展ꎬ２０１６年我国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达到１０. ８％ [３７] ꎮ未来随着“互联网 ＋ ”的深入

推进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ꎬ整个产品供应链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ꎬ产品供应链将完全扁平化ꎬ即中间

的层层营销环节(传统的营销渠道:批发、零售等)将不复存在ꎬ逐步实现“去中间化”ꎬ即产品制造商将

直接面对最终顾客[３８]２２４ꎮ这样产品供应链的管控将更加得心应手ꎬ但极大地增加了供应链物流服务的

难度ꎮ
由于电子商务拆解了传统的零售商业组织模式ꎬ切割了传统渠道的规模经济效应[３８]１８４ꎬ导致物流需

求的分散化和碎片化ꎬ这种“化整为零”的物流需求为供应链物流服务带来巨大挑战ꎻ与此同时ꎬ由于中间

环节的丧失ꎬ顾客以往在传统营销渠道获得的客户体验将不复存在ꎮ因此物流服务集成商为了弥补在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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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流通等提供更好的物流服务ꎮ



商务环境下顾客服务体验的减少ꎬ保证供应链物流服务质量ꎬ需整合更多的社会物流资源、联合更多的功

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深度介入产品供应链各个作业环节ꎬ围绕产品供应链物流需求的特点ꎬ提供更加个性

化的增值服务和良好的物流服务体验ꎮ
２. 构建基于“互联网 ＋ ”的物流服务交易平台ꎬ确保供应链物流服务质量ꎮ 为实现上述目标ꎬ物流服

务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即物流服务集成商需构建基于“互联网 ＋ ”的物流服务交易平台(如图５所示)ꎬ将更

多的社会物流资源及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集成到自己的平台当中ꎬ实现物流服务供给端的充分竞争ꎮ同
时采取对需求端补贴的方式吸引产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入驻平台ꎬ实现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与产品供

应链中具有物流需求的节点企业进行直接的信息交互和对接ꎬ并完成物流服务交易ꎬ形成规模经济效应ꎬ
降低交易成本ꎬ提高整个产品供应链的物流服务水平和各节点企业的经济效益[４]ꎮ此时ꎬ物流服务集成商

构建的物流服务交易平台具有明显的整合、集成等中心化功能ꎬ物流服务集成商需协调好平台中各企业之

间的关系ꎬ做好服务质量的监控、评价ꎬ同时要做好复杂物流需求的解构与匹配等ꎮ

图 ５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网”联动

此阶段中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需要物流服务交易平台充分发挥整合、集成、交互、共
享等功能ꎬ需物流服务交易平台吸引更多的社会物流服务组织以及物流需求方ꎮ即吸引更多的产品供应链

与物流服务供应链ꎬ形成一个产品供应链网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网供需交织、互动的复杂网络结构ꎬ由物流

服务集成商管理整个平台供应链的物流运营[４]ꎮ本文将此阶段中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定

义为“网”联动ꎬ如图５所示ꎮ

(六)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生态”联动

随着“互联网 ＋ ”的深入推进ꎬ产品供应链基于产业转型升级及提高自身核心竞争优势的考虑ꎬ不仅

需要物流服务供应链为其提供优质的物流服务ꎬ还需物流服务供应链围绕物流服务为其提供诸如云计算、
金融、保险、支付、政务等综合型的一体化服务ꎮ此时物流服务集成商构建的交易平台也会广泛吸引并整合

与核心服务互补的专业化服务资源[３９]ꎬ为客户提供成体系的服务ꎬ由此围绕提供综合型物流服务的不同

服务组织与产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在物流服务交易平台上形成了一个基于“互联网 ＋ ”的、良性互动的、
共享、共赢、共生的平台生态系统[４０](如图６所示)ꎮ此平台生态系统可为产品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提供一

体化的综合物流服务和优质的客户体验ꎮ

图 ６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生态”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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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生态系统的运营方物流服务集成商需管理好平台服务的商业生态ꎬ同时要创新平台服务模式ꎻ逐
步从以前以集成和整合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为主的角色ꎬ转换为为平台上的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的角色ꎬ逐步降低对平台上各服务主体的集成和控制作用ꎬ使平台运营方与平台上的服务主体形成平等的

合作伙伴关系ꎬ逐步实现“去中心化”ꎮ
此阶段中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涉及不同类型的服务组织(诸如物流、金融、政府、保

险等)与产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联动ꎬ形成了一个共享、共赢、共生的平台生态系统ꎬ本文将此阶段中产

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定义为“生态”联动ꎬ如图６所示ꎮ

四、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演化机理分析

图 ７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

联动发展的演化逻辑

从以上对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演化

过程分析可得ꎬ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发展遵循

以下基本逻辑ꎬ如图７所示ꎮ
其中ꎬ提升供应链物流服务“性价比”与优化产品供应链

是站在物流服务需求侧的角度来分析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

供应链联动发展的演化机理ꎻ而实现物流服务供应链经济效用

的最大化则是站在物流服务供给侧的角度来分析“两链”联动

发展的演化机理ꎮ

(一) 提升供应链物流服务“性价比”
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本质是为产品供应链提供物流服务ꎬ物

流服务供应链只有渗透到产品供应链内部才能打破供需之间

的信息壁垒ꎬ解决信息的不对称ꎬ实现信息的充分交互ꎬ从而降低交易成本ꎬ提高物流服务水平和物流服务

交易效率ꎬ进而提升供应链物流服务“性价比”ꎮ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弱”联动、“点”联动、
“线”联动、“面”联动再到“网”联动和“生态”联动ꎬ反映的是物流服务供应链渐进地渗透到产品供应链当

中ꎬ不断提升供应链物流服务“性价比”的过程ꎮ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弱”联动阶段是“两链”联动发展的低级阶段ꎬ此时供需双方的交易

具有较强的竞争性ꎬ缺乏信息的交互与共享ꎬ交易成本较高ꎬ供应链物流服务“性价比”较低ꎻ而“点”联动、
“线”联动和“面”联动反映出“两链”联动发展逐步迈向合作、共享、共赢的新阶段ꎬ此时ꎬ参与“两链”联动

的主体逐步增多、“两链”联动的范围越来越广、联动的效率越来越高ꎬ且供需双方信息交互、业务往来等

交易成本越来越小ꎬ物流服务的针对性越来越强ꎬ供应链物流服务“性价比”明显改善ꎻ而“网”联动和“生
态”联动反映出“两链”联动发展逐步跨入战略合作、资源共享、互利共生、共栖的高级阶段ꎬ此时ꎬ“两链”
联动的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逐步显现ꎬ边际成本逐步降低ꎬ交易成本越来越小ꎬ供应链物流服务

“性价比”越来越高ꎮ其中ꎬ“生态”联动实现了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高效对接和多方共赢ꎬ对于

物流服务需求方即产品供应链而言ꎬ其供应链物流服务“性价比”是最优的ꎮ
因此ꎬ在提升供应链物流服务“性价比”的驱动下ꎬ“两链”的联动发展逐步实现了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的过程ꎮ提升供应链物流服务“性价比”是驱动“两链”联动发展逐步演化迭代的内在逻辑ꎮ

(二) 产品供应链的持续优化

物流服务供应链是为产品供应链提供物流服务的供应链ꎬ通过提供优质的物流服务及相关增值服务

不断优化整个产品供应链的运营ꎮ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发展有利于实现产品供应链的转

型升级与持续优化的目标ꎮ在产品供应链持续优化目标的驱动下ꎬ“两链”联动发展逐步由低级的“弱”联
动转向高级的“生态”联动ꎮ

“弱”联动是“两链”联动发展的低级阶段ꎬ此时为产品供应链提供物流服务的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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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缺乏分工与协作ꎬ供应链物流服务内容单一ꎬ物流服务质量难以满足供应链物流服务需求ꎬ产品供应

链的优化难以实现ꎻ而“点”联动、“线”联动和“面”联动的层层递进与发展ꎬ实现了供需双方信息的充分

交互与共享ꎬ提高了“两链”联动的效率ꎬ改善了供应链物流服务水平ꎬ进一步促进了产品供应链的转型升

级与持续优化ꎬ实现了产品供应链的目标ꎮ
“网”联动是实现“去中间化”后的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新阶段ꎮ产品供应链

的“去中间化”导致供应链物流服务难度的增大ꎬ如何快速、准确、低成本地响应客户需求成为物流服务

供应链面临的重要问题ꎮ此时ꎬ物流服务供应链需在“面”联动的基础上广泛整合社会物流资源ꎬ构建基

于“互联网 ＋ ”的物流服务交易平台ꎬ围绕“去中间化”后的产品供应链物流需求的特点ꎬ通过物流资源

的社会化协同来提高产品供应链的物流服务水平ꎬ增强了产品供应链的竞争优势ꎬ实现了产品供应链

的优化ꎮ
“生态”联动是“两链”联动发展的高级阶段ꎮ在此阶段中ꎬ产品供应链基于转型升级及持续优化的

目标ꎬ需要在更广范围内选择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ꎬ同时也需要物流服务交易平台为其提供更多的

增值服务ꎬ如金融、保险、支付、结算、物流、政务、云计算等一体化的服务ꎮ此时物流服务集成商构建的

交易平台也会广泛吸引并整合与核心服务互补的专业化服务资源ꎬ为客户提供成体系的服务ꎬ形成一

个基于“互联网 ＋ ”的开放、共享的平台生态系统ꎮ平台生态系统满足了产品供应链对综合型物流服务

的需求ꎬ进一步提高了供应链综合物流服务水平ꎬ改善了产品供应链的绩效ꎬ实现了产品供应链的持续

优化ꎮ
由此可见ꎬ产品供应链的持续优化是驱动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演化的内在逻辑ꎮ

(三) 实现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经济效用最大化

产品供应链的“去中间化”会使得物流服务交易平台的“中心化”更为严重ꎬ增加了供应链物流服务的

难度ꎮ为了保证供应链物流服务的质量ꎬ此时物流服务集成商构建的物流服务交易平台需将更多的社会物

流资源及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集成到自己的平台当中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物流服务交易平台的“中心

化”会非常严重ꎮ但“中心化”必然带来组织结构的膨胀、内部博弈的升级、内耗的增大以及交易成本的提

高ꎬ反而不利于物流服务提供方为产品供应链提供更高“性价比”的物流服务ꎮ同时ꎬ由于“中心化”的存

在ꎬ物流服务提供方会逐步沦为提升供应链物流服务“性价比”的“牺牲品”ꎬ其边际效益会随着“中心化”
的集聚而显著降低ꎮ

因此ꎬ长远来看ꎬ“中心化”的物流服务交易平台不具有可持续性ꎮ在实现物流服务供应链经济效用最

大化的驱动下ꎬ“中心化”的物流交易平台会逐步向“去中心化”后的平台生态系统迭代ꎮ而“去中心化”后
的平台生态系统可以在满足供应链物流服务最优“性价比”、实现产品供应链持续优化的前提下ꎬ提高物

流服务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的经济效用ꎮ
实现“去中心化”后的平台生态系统的存在价值在于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ꎬ通过提供增值服务来盈

利ꎬ而不是之前的通过集成众多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ꎬ依托自身的核心地位来赚取本该属于功能型

物流服务提供商的利润ꎬ将实现“去中心化”后而缩减的交易成本让利于物流服务提供商[３８]１９９ꎬ提高了

物流服务提供商的积极性ꎬ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物流服务成本ꎬ提高客户满意度ꎬ实现多方

共赢ꎮ
因此ꎬ在实现物流服务供应链经济效用最大化的驱动下ꎬ“两链”的联动发展逐步由“网”联动演化

到“生态”联动ꎬ且实现“去中心化”后的平台生态系统将有助于实现“两链”联动的持续深入发展ꎮ所
以ꎬ实现物流服务供应链经济效用最大化是驱动“两链”联动发展逐步向“生态”方向演化的内在逻辑ꎮ

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演化过程遵循以上三条主线ꎬ反映了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

务供应链的联动发展逐步实现“去中间化”乃至“去中心化”的过程ꎬ体现了“两链”联动从线性运作结构

逐步向生态系统结构演化的趋势ꎮ未来随着“两链”联动的深入发展ꎬ实现“去中心化”后的平台生态系统

将成为“两链”联动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最终归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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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展望

本文分析了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重要性ꎬ提出了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

联动发展演化的六个递进阶段:即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弱”联动、“点”联动、“线”联动、“面”
联动、“网”联动以及“生态”联动ꎬ最后围绕“两链”联动演化的递进关系ꎬ深入研究了产品供应链与物流

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演化逻辑与机理ꎬ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ꎬ当前对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其服务对象为企业客户的视角展开的ꎬ而将产品供应

链作为物流服务供应链服务对象的研究仍处于摸索和起步阶段ꎬ国内外相关学者已逐步认识到产品供应

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重要性ꎮ
第二ꎬ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发展将经历由“弱”联动、“点”联动、“线”联动、“面”联

动、“网”联动再到“生态”联动的递进发展过程ꎬ反映出“两链”联动发展将逐步从线性运作结构向生态系

统结构演化的总基调ꎮ
第三ꎬ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应遵循的基本逻辑和演化机理为:如何更好地提升供应

链物流服务“性价比”、如何持续地优化产品供应链、如何更好地实现物流服务供应链经济效用的最大化ꎻ
未来ꎬ实现“去中心化”后的平台生态系统将成为“两链”联动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最终归宿ꎮ

物流服务供应链是为产品供应链提供物流服务的供应链ꎬ“两链”的发展存在着紧密的联系ꎬ因此产

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发展将是物流服务供应链领域的新的研究方向ꎬ未来围绕产品供应链

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发展问题ꎬ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ꎮ这些研究主题包括:
第一ꎬ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ꎮ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

联动发展的研究需要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的支撑ꎬ本文尽管提出了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

应链联动发展的演化阶段与演化机理ꎬ但并没有深入研究“两链”联动发展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ꎬ而这

一问题的解决将为国内外学者规范性的研究“两链”联动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ꎮ
第二ꎬ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经济效益分析ꎮ目前ꎬ部分学者基于学术理论视角分

析了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对于提高“两链”经济效益的作用ꎬ但缺乏从实证角度ꎬ采用

量化模型来系统研究“两链”联动前后经济效益的差异以及影响“两链”联动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及影响

程度ꎬ分析“两链”联动对交易成本、对供应链物流服务水平、对产品供应链优化乃至对物流服务供应链经

济效用的影响ꎮ
第三ꎬ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展的博弈分析ꎮ研究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发

展的目的是使两者之间呈现出供需合作、协调发展的互动关系ꎬ但不可否认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博弈和竞争

关系ꎮ通过分析两者的博弈关系ꎬ可构建更稳定的互动协调机制ꎬ实现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深

度融合和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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