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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ꎬ供应链管理实践中产生的数据量呈指数增长ꎬ大数据分析在供应链中存在

巨大的发展空间ꎬ然而ꎬ当前对于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应用还缺乏深入研究ꎮ通过相关文献梳理ꎬ
文章对国外供应链中大数据应用进行深入探析ꎬ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回顾了不同行业供应链中

的大数据应用及其商业价值ꎬ鉴于已有研究ꎬ对未来该领域研究进行大胆展望ꎮ文章将丰富国内

供应链中的大数据分析应用理论ꎬ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在供应链管理各个方面实施大数据分析应

用提供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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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大数据(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ＢＤＡ)被定义为庞大复杂的数据集ꎬ其范围包括大量数据库云服务器ꎮ他超

出了传统系统的存储、处理、管理、解释和可视化的技术能力空间ꎮ随着大数据应用研究不断发展ꎬ大数据

的主要属性现已扩展成“体积(ｖｏｌｕｍｅ)” “速度(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变化(ｖａｒｉｅｔｙ)” “验证(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价值

(ｖａｌｕｅ)”的全新“５Ｖ”概念(Ａｄｄｏ￣Ｔｅｎｋｏｒａｎｇ 和 Ｈｅｌｏꎬ２０１６) [１]ꎮ通过大数据分析ꎬ能发现隐藏的且有价值的信

息和结论ꎬ提高商业效益和运营效率ꎬ开拓新的市场和机会[２]ꎮ图１简单说明了科学背景下的大数据分析模型ꎮ



图１　 科学背景下的大数据分析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所得ꎮ

从企业层面看ꎬ大数据的分析应用对提高企业绩效有很大影响(Ａｋｔｅｒ 等ꎬ２０１６) [３]ꎮ通过提高大数据

分析能力ꎬ供应链成员企业可以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ꎬ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ꎮ从政策层面看ꎬ国务院对大数

据的分析应用给予了莫大的支持ꎬ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建立标准规范体系ꎬ推
进大数据产业标准体系建设” [４]ꎮ目前ꎬ伴随着供应链的不断发展ꎬ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ꎬ供应链管理中的

各种问题不断涌现ꎬ如各成员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ꎬ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企业之间协调困难和效

率低下ꎬ从而影响供应链整体绩效ꎮ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难题ꎬ通过利用大数据技

术对供应链中各成员企业间的需求、生产以及采购等信息有了更精准的把控ꎬ减少了供应链中不必要

的损失ꎮ然而ꎬ研究表明ꎬ供应链大数据分析从２０１２年开始被学术界关注ꎬ目前存在着的共识有限ꎮ国外

供应链与大数据的结合分析研究相对成熟ꎬ但仍处在探索阶段ꎬ而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刚刚起步ꎮ鉴
于此ꎬ本文试图以综述的方式探讨国外供应链中的大数据分析应用ꎬ一方面ꎬ对已有研究进行提炼和总

结ꎻ另一方面ꎬ希望能尽快填补领域内研究不足ꎬ为国内供应链中的大数据分析应用研究提供方向性指

导ꎮ

二、 国外供应链中的大数据分析

通过 ＷＯＳ(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的相关文献研究ꎬ发现国外对供应链整体的大数据分析主要集中

于战略决策、网络设计以及敏捷性与可持续性等方面ꎬ而供应链过程中的大数据分析主要集中在需求计

划、采购、生产、存货、物流与配送等方面ꎮ

(一) 供应链整体大数据分析

１. 供应链战略决策ꎮＭａｔｔｈｅｗ 和 Ｎｏｂｌｅ(２０１７)表示ꎬ大数据分析通过提供有关组织支出模式的准确信

息ꎬ支持企业进行战略决策ꎮ例如ꎬ大数据可以提供有关任何投资回报(ＲＯＩ)的准确信息以及对潜在供应

商的深入分析[５]ꎮ而战略采购决策不仅考虑了成本、质量和供给ꎬ还考虑了供应商的战略能力[６]ꎮ大数据

处理能力作为评价因素之一ꎬ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选择供应链合作伙伴ꎬ筛选能够适应

未来大数据挑战的供应链合作伙伴[７]ꎮ近年来ꎬ大数据分析在产品设计和开发中受到了广泛关注ꎮ大数据

分析可以提高产品适应性ꎬ并增强产品设计者的信心ꎮ客户购买记录和在线行为是客户大数据的信息ꎬ可
帮助设计人员了解客户需求ꎬ使用客户意见数据来识别产品特性和预测趋势[８]ꎮ在重要行业内ꎬ大数据的

价值体现在使用客户意见数据极性来识别产品特性和预测趋势(Ｂｏｒａｔｔｏ 等ꎬ２０１７) [９]ꎮ
２. 供应链网络设计ꎮ供应链网络设计中的大数据分析带来了竞争优势和供应链弹性[１０]ꎮ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６)开发了一个混合整数非线性模型ꎬ该模型利用随机生成的大数据集为客户需求、仓库操作和运输

选择配送中心的位置ꎬ并假设使用营销智能工具对行为数据集进行了分析ꎬ结论证明大数据分析可以获取

客户的额外信息(例如服务级别和罚款成本数据)ꎬ从而为设计复杂的分销网络创造了机会[１１]ꎮＰｒａｓａ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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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研究了大数据分析在特定人道主义供应链网络中设计灾难救济、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干预措施的应

用ꎮ由于人道主义数据具有各种大数据属性(数量、种类、准确性、速度和价值)ꎬ因此大数据分析可以通过

具有抗灾能力的人道主义供应链产生卓越的人道主义成果[１２]ꎮ
３. 供应链敏捷性和可持续性ꎮ目前ꎬ许多学者在致力于研究高级供应链敏捷性(Ｇｉａｎｎａｋｉｓ 和 Ｌｏｕｉｓꎬ

２０１６) [１３]和供应链可持续性(Ｈａｚｅｎ 等ꎬ２０１４ꎻＷｕ 等ꎬ２０１７ꎻＺｈａｏ 等ꎬ２０１７) [１４－１６]ꎮ比如ꎬＺｈａｏ 等(２０１７)在绿

色供应链管理的多目标数学模型中集成大数据科学的数据采集和数据质量控制ꎻＷｕ 等(２０１７)将社交媒

体数据与公司的财务和运营数据相结合ꎮ此外ꎬ运用专家判断也有助于工业发展的可持续性ꎬ加强其抗击

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ꎮ

(二) 供应链全过程大数据分析

除了以供应链整体作为分析对象进行大数据分析外ꎬ很多学者针对供应链不同过程进行了相关的大

数据分析ꎮ
１. 需求计划ꎮ许多供应链管理人员热衷于利用大数据改进需求预测和生产计划[１７]ꎮＢａｌａｒａｊ 等(２０１３)

认为ꎬ可以通过客户行为大数据分析预测实现业务服务创新[１８]ꎮ大数据分析使我们能够感知需求信号、确
定最优价格并跟踪消费者忠诚度数据ꎬ有助于发现新的市场趋势ꎬ目前最大的挑战是硬件和软件的升级以

及大数据算法的架构(Ｈａｓｓａｎｉ 和 Ｓｉｌｖａꎬ２０１５) [１９]ꎮＡｒｉａｓ 和 Ｂａｅ(２０１６)将历史真实交通数据和天气数据纳

入其预测模型ꎬ以估计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ꎮ该模型能够识别充电需求高的地点和时间ꎬ便于公用事业运

营商规划发电计划[２０]ꎮＫｉｍ 和 Ｓｈｉｎ(２０１６)利用大数据开发了一个预测模型ꎬ以估计短期航空乘客的需求ꎬ
结果证明该模型对短期乘客数量估计相当准确ꎬ极大地提高了机场的运作效率[２１]ꎮ

２. 采购ꎮ采购作为一种战术性和可操作性的决策ꎬ由一系列的拍卖机制和承包合同组成[２２]ꎮ供应链大

数据分析可应用于采购ꎬ以管理供应链风险和供应商绩效ꎮＦａｎ 等(２０１４)提出了一个利用内部和外部大数

据构建供应链风险的框架ꎬ该框架支持实时供应链采购风险管理监控、应急计划和决策支持[２３]ꎮＳｃｈｌｅｇｅｌ
(２０１４)还提出了大数据预测分析ꎬ用于管理供应链风险ꎬ大数据预测分析可帮助供应链经理识别、评估、
减轻和管理供应链采购风险[２４]ꎮ还有学者通过案例研究探讨大数据在支持采购流程和实施采购做法方面

的作用ꎬ并且强调了该类采购做法对企业的好处[２５]ꎮ
３. 生产ꎮ大数据分析在生产领域的应用已较为广泛ꎮ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及其在制造业中应用的不断

创新ꎬ制造业中的大数据时代也随之兴起ꎬ发展中的数据挖掘技术为实现实时、动态、自适应、精确控制的

智能生产目标铺平了道路[２６]ꎮ大数据分析已被用于高效的制造智能ꎬ越来越多企业在多模式传感器、智能

设备和机器人的半导体生产和制造时采用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２７]ꎮＫａｔｃｈａｓｕｗａｎｍａｎｅｅ 等(２０１６)采用大数

据方法ꎬ从工厂内部和外部获取大量数据ꎬ分析工作流、数据流和能量流之间的相关性ꎬ为降低能耗提供实

时方案[２８]ꎮＫｗａｎ(２０１６)的研究说明了地理知识生产过程中由传统的“小数据”向“大数据”转变所带来的

重要变化ꎬ并强调对知识生产过程以及过程中使用的数据和算法进行批判性反思的重要性[２９]ꎮ
４. 存货ꎮ目前ꎬ关于存货环节的大数据应用分析研究的文献虽然较少ꎬ但存货环节中的大数据分析却

非常重要ꎬ合理安排好存货量可以更好地实施整条供应链运营ꎮ在库存管理中ꎬ通过将内部生产系统与外

部合作伙伴(供应商和消费者)联系起来ꎬ可以提高大数据的效益ꎮ自动化库存控制系统与大数据生成之

间的关系十分重要ꎬ大数据分析可以收集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ꎬ并优化库存订购决策(Ｗａｎｇ 等ꎬ２０１６) [３０]ꎮ
除此之外ꎬ利用在线点击流和离线购买大数据ꎬ通过识别统计上显著的点击流变量ꎬ并实证研究点击流跟

踪在非交易网站上的价值ꎬ用于改进库存管理[３１]ꎮ
５. 物流与配送ꎮ大数据分析在物流、配送和运输中的应用研究较为普遍ꎮ大多数第三方物流提供商

(第三方物流公司)都在大数据能力方面投入巨资ꎬ以确保无缝供应链集成ꎮ为了保持竞争力ꎬ在物流和运

输公司中应用大数据分析至关重要ꎮＭｅｈｍｏｏｄ 和 Ｇｒａｈａｍ(２０１５)在研究中使用案例说明了如何通过使用大

数据共享交通信息以有效改善城市医疗服务[３２]ꎮ预测性和规划性大数据分析解决了许多海运公司的规划

问题(Ｅｍｒｏｕｚｎｅｊａｄꎬ２０１６) [３３]ꎮＺｈｏｎｇ 等(２０１５)提出了一种从支持射频识别(ＲＦＩＤ)的海量商场物流数据中

挖掘拥有多次轨迹的大数据方法ꎬ创造性地引入 ＲＦＩＤ￣长方体来建立数据仓库ꎬ使支持 ＲＦＩＤ 的物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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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方面高度集成ꎬ并对物流作业者和物流机械进行定量评价ꎬ能够更好地指导用户实施相关物流决

策[３４]ꎮ随着智能物流的发展ꎬ海量的物流数据成为大数据的来源之一ꎮ构建具有大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的

物流信息平台ꎬ充分利用海量的物流数据是智能物流的必然趋势[３５]ꎮ还有学者提出通过大数据分析探索

电子商务物流业务模式[３６]ꎮ事实上ꎬ大数据还可以支持供应链中的端到端可见性ꎬ并创建更敏捷的物流和

供应链战略ꎮ

(三) 文献统计分析

以 ＷＯＳ 数据库为来源ꎬ通过探索发现许多关于供应链中大数据应用分析的出版物ꎬ这些出版物都

有“大数据(Ｂｉｇ Ｄａｔｅ)”与供应链及其相关关键词ꎮ供应链整体分析关键词包括“战略决策(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网络设计(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ｓｉｇｎ)”和“敏捷性与可持续性(Ａｇ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供应链全

过程分析关键词包括“需求计划(Ｄｅｍ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采购(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生产(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存货

(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和“物流与配送(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ꎮ共检索得到１０８篇ꎬ按照内容进行分类统计ꎬ
结果如表１所示ꎮ

表１　 以“大数据”和供应链及其相关关键词结合检索的出版物分类统计

分类 子分类 作者

供应链

整体大

数据

分析

战略决策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Ｍａｚｚｅｉ 和 Ｎｏｂｌｅ(２０１７) [５] ꎬＴａｌｌｕｒｉ 和 Ｎａｒａｓｉｍｈａｎ(２００４) [６] ꎬＪｉｎ 和 Ｊｉ(２０１３) [７] ꎬＪｉｎ
等(２０１６) [８] ꎬＢｏｒａｔｔｏ 等(２０１７) [９]

网络设计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ｓｉｇｎ) Ｋｈａｎ 等(２０１２) [１０] ꎬ 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６) [１１] ꎬＰｒａｓａｄ 等(２０１６) [１２]

敏捷性与可持续性

(Ａｇ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ｉａｎｎａｋｉｓ 和 Ｌｏｕｉｓ (２０１６) [１３] ꎬＨａｚｅｎ 等 (２０１４) [１４] ꎬＷｕ 等 (２０１７) [１５] ꎬ Ｚｈａｏ 等

(２０１７) [１６]

供应链

全过程

大数据

分析

需求计划

(Ｄｅｍ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ｈａｓｅ(２０１３) [１７] ꎬ Ｂａｌａｒａｊ ( ２０１３ ) [１８] ꎬ Ｈａｓｓａｎｉ 和 Ｓｉｌｖａ ( ２０１５ ) [１９] ꎬ Ａｒｉａｓ 和 Ｂａｅ
(２０１６) [２０] ꎬ Ｋｉｍ 和 Ｓｈｉｎ(２０１６) [２１]

采购(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ｏｕｚａ(２０１４) [２２] ꎬＦａｎ 等(２０１４) [２３] ꎬ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２０１４) [２４] ꎬＭｏｒｅｔｔｏ 等(２０１７) [２５]

生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７) [２６] ꎬＫｈａｋｉｆｉｒｏｏｚ 等 (２０１７) [２７] ꎬＫａｔｃｈａｓｕｗａｎｍａｎｅｅ 等 (２０１６) [２８] ꎬ
Ｋｗａｎ(２０１６) [２９]

存货(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６) [３０] ꎬＬｕ 等(２０１７) [３１]

物流与配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ｅｈｍｏｏｄ 和 Ｇｒａｈａｍ(２０１５) [３２] ꎬ Ｅｍｒｏｕｚｎｅｊａｄ(２０１６) [３３] ꎬＺｈｏｎｇ 等(２０１５) [３４] ꎬＧａｏ
和 Ｚｈａｏ(２０１４) [３５] ꎬ Ｗｕ 和 Ｌｉｎ(２０１７) [３６]

图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各年间供应链大数据分析文献发表量

图２是检索得到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各年间

发表的关于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的文献

数量统计ꎬ以便更加清楚地了解总体研究

走势ꎮ
由图２可知ꎬ供应链中的大数据分析

研究从２０１２年开始被学术界关注ꎬ之后其

研究一直呈上升趋势ꎬ说明学术界近几年

对供应链中大数据研究内容越来越感兴

趣ꎮ但为了进一步了解供应链中大数据应

用的研究走势ꎬ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且以“大数据 ＋供应链”为关键词的检索方式所得的文献数量进行统计ꎬ共
５１篇ꎬ并对其相同研究领域文献引用频次进行分类统计ꎬ发现学术界首要关注的是物流与供应链管理(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１３６次)ꎬ其次是需求计划与预测(Ｄｅｍ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１２８
次)、生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７６次)ꎮ同时ꎬ笔者也对前面第一种检索方式所得到的１０８篇文献ꎬ根据相应的具体研

究内容分类统计了不同年份的文献引用频次ꎬ结果如表２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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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各年不同研究内容引用频次分析

ＷＯＳ 文献
不同年份的引用频次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９ １０ ２５ ７９ ８３ ７４

Ｄｅｍ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６ ８ ９ ８ １１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ｓｉｇｎ /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３ １０ ６ １１ １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 ４ ７ ９ １５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所得ꎮ

通过表２中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间的引用频次可以明显看出ꎬ供应链中不同环节的大数据运用越来越广泛ꎬ特
别是物流和运输方面ꎬ学术界对其研究兴趣在不断提升ꎮ当然ꎬ学术界对供应链中其他环节的大数据分析

应用研究兴趣同样在不断提高ꎮ总之ꎬ两种检索方式所呈现的供应链中大数据研究方向是大体一致的ꎬ都
反映了学术界在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应用研究领域内向上攀升的研究走势ꎮ

综上所述ꎬ通过国外供应链大数据分析发现ꎬ大数据对于供应链的生存与发展存在巨大的应用价值ꎬ学
者们对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应用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ꎬ相信未来各行业供应链都离不开大数据分析应用ꎮ

三、 不同行业供应链中的大数据应用

伴随着大数据的概念进入全球商业圈ꎬ社会各行业都在致力于大数据技术的深入研究ꎬ大数据被科技

企业看作是云计算后的又一巨大商机ꎬ包括 ＩＢＭ、微软、谷歌、亚马逊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纷纷掘金这一市

场ꎻ另外ꎬ很多初创企业也开始加入大数据的淘金队伍中ꎬ如 Ｃｌｏｕｄｅｒａ、Ｃｌｕｓｔｒｉｘ 等ꎮ谷歌公司利用全球每天

３０多亿条的搜索记录建立了一个系统ꎬ在２００９年甲型流感爆发之前就开始在美国进行流感预报ꎬ并以此成

立了“谷歌流感趋势”服务平台ꎮ美国雷神公司(Ｒａｙｔｈｅ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开发了智能工厂ꎬ基于处理来自不同来

源(传感器、互联网交易、数字记录和数据模拟)的大数据的强大能力ꎬ能够实时控制生产过程的多个要

素[３７]ꎮ
但纵观国内大数据服务提供商市场ꎬ大数据这一概念ꎬ对国内企业来说或许还稍显陌生ꎬ在最具影响

力的前３０家企业中ꎬ几乎还是一片空白ꎮ相对来说ꎬ国内大数据起步较晚ꎬ但依旧有些企业不遗余力地投入

大数据这片蓝海ꎬ并且发展态势良好ꎬ如阿里巴巴、华为以及百度等公司ꎮ同时ꎬ国内学术界对各行业供应

链大数据应用研究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ꎮ有学者认为ꎬ金融服务行业结合大数据技术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惩

治网络犯罪等行为[３８]ꎮ徐曼等(２０１７)对大数据驱动下的医疗与健康决策行为进行了研究ꎬ提出大数据是

提高医疗效率和品质的重要手段[３９]ꎮ智能云制造新型产业链结合大数据服务体系可以形成有效的产业制

造创新机制ꎬ未来的大数据智能云制造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孙立ꎬ２０１６) [４０]ꎮ
目前ꎬ在不同行业供应链中的大数据应用实践过程中ꎬ一个共同的目标是通过在适当的时间为适当的

用户提供适当的信息ꎬ充分利用数据来提高生产力ꎮ大数据分析(ＢＤＡ)在包括金融、科技、医疗保健、消费、
能源和制造在内的不同行业供应链中都有应用ꎬ并都有其相应的数据处理方式和商业价值ꎬ如图３所示ꎮ

图３　 大数据分析在不同行业供应链中的应用

资料来源:同行研究 大数据分析调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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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３中的大数据分析调查统计ꎬ发现银行 /金融行业供应链所占比接近一半ꎬ达到４３％ ꎬ说明其对

大数据应用的高度重视ꎻ高新科技行业占比１４％ ꎬ排在第二ꎻ之后依次是医疗、消费、能源和制造行业供应

链ꎮ
　 　 　 　 　 　 　 　 　 　 　 　 　 　 　 　 　 　 　 　 　 　 　 　 　 　 　 　 　 　　

　
　

　
　

　
　

　
　

　
　

　
　

　
　

　
　

　
　

　
　

　
　

　
　 　　　　　　　　　　　　　　　　　　　　　　　　　　　　　　

　
　

　
　

　
　

　
　

　
　

　
　

　
　

　
　

　
　

　
　

　
　

　
　

　 表３　 不同行业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应用的商业价值

数据处理方式 商业价值

银行 /
金融

∗贷款、保险、发卡等多业务线数据

集成分析、市场评估

∗新产品风险评估

∗股票等投资组合趋势分析

∗增加市场价值

∗提升客户忠诚度

∗提高整体收入

∗降低金融风险

制造 /
高科技

∗产品故障、失效综合分析

∗专利记录检索

∗智能设备全球定位ꎬ位置服务

∗优化产品设计、制造

∗降低保修成本

∗加快问题解决

医疗

∗共享电子病历及医疗记录ꎬ帮助

加速诊断

∗穿戴式设备远程医疗

∗改善诊断质量

∗加快诊疗速度

消费
∗基于用户位置信息的精确促销

∗社交网络购买行为分析

∗促进客户购买热情

∗顺应客户购买行为习惯

能源
∗勘探、钻井等传感器阵列数据集

中分析

∗降低工程事故风险

∗优化勘探过程

表３是作者针对图３统计的银

行、科技、医疗、消费、能源和制造等

行业供应链中大数据的应用情况ꎬ
进一步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获取不同

行业中大数据的商业价值ꎮ结果发

现ꎬ大数据在不同行业中拥有不同

的数据处理方式ꎬ并相应地带来了

多种商业价值ꎬ比如制造 /高科技行

业ꎬ其拥有的产品故障分析、专利记

录检索以及智能定位等数据处理方

式带来的是产品优化、成本降低以

及问题快速解决等市场商业价值ꎮ
正因如此ꎬ才能体现大数据在行业

中的应用价值ꎮ
单就国内而言ꎬ据２０１７－２０２３年

中国大数据金融行业深度分析及投

资风险评估报告相关数据显示ꎬ中
国大数据 ＩＴ 应用投资规模以五大

行业最高ꎬ其中以互联网行业占比最高ꎬ占大数据 ＩＴ 应用投资规模的２８. ９％ꎬ其次是电信领域(１９. ９％)ꎬ第
三是金融行业(１７. ５％)ꎬ政府和医疗分别为第四和第五ꎮ而在国内的金融行业中ꎬ呈现出银行占４１. １０％ꎬ证
券占３５. １０％以及保险占２３. ８０％的大数据开发应用投资结构ꎮ①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ꎬ世界各行各业正在将实现大数据分析应用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目标ꎬ尤其是

对于数据导向的行业ꎬ实现大数据分析应用显得十分必要ꎮ

四、 总结与展望

(一) 总　 结

本文详细地回顾了国外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应用研究ꎬ阐述了国内外不同行业供应链中的大数据应

用及其商业价值ꎬ总结分析了领域内的相关文献ꎬ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更好地理解已有研究提供了借鉴ꎬ同
时也补充和完善了国内供应链中的大数据分析应用理论ꎮ但是ꎬ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应用研究并非一蹴

而就之事ꎬ其未来的研究仍然很严峻ꎮ事实上ꎬ国内外对于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研究都还很少ꎬ
特别是国内ꎬ还处于萌芽阶段ꎬ这要归根于供应链与大数据之间的作用机制过于复杂ꎬ要素联系多ꎬ并
且大数据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ꎮ但不可否认ꎬ大数据运用的加入为供应链内各成员企业的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ꎮ
基于前文分析可知ꎬ大数据分析应用已成为全球许多行业的热门话题ꎬ但在分析技术和信息挖掘方面

有很大的进步空间ꎮ大数据分析在端到端供应链中具有重要应用ꎬ从销售终端(ＰＯＳ)的需求数据、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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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货数据、制造数据ꎬ直到供应商数据ꎮ大数据分析支持所有供应链活动ꎬ包括战略采购、网络设计、
需求规划、采购、生产、库存ꎬ直至物流和分销ꎮ大数据源的有效使用改进了供应链中大量流程ꎮ深度的

大数据分析可支持开发响应迅速、可靠和可持续的供应链运行ꎬ大数据分析能够在复杂的全球供应链

中处理大量数据集ꎮ国内外都特别强调将大数据分析应用于行业供应链ꎬ支持行业供应链大数据应用

能有效提高行业供应链整体绩效ꎬ但存在一个容易忽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大数据应用的安全性ꎮ在
数据时代ꎬ信息安全备受关注ꎬ供应链成员企业的什么类型信息应该共享ꎬ什么类型信息应该保密ꎬ似
乎无清晰的界定ꎮ供应链中大数据共享带来更多效率的同时ꎬ也带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ꎮ对于供应链中

大数据的信息安全问题ꎬ一些学者给予了关注ꎬ如ꎬ何培育(２０１７)提出不仅要对互联网金融的大数据应

用模式及其价值进行研究ꎬ还要重点关注互联网金融中的数据安全问题[４１] ꎻ又如ꎬ大数据给医疗行业

既带来机遇ꎬ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ꎬ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数据共享方式ꎬ同时带来了信息泄露等一

系列挑战[４２] ꎮ
当前ꎬ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应用研究是一个充满创新性和挑战性的新兴研究方向ꎬ尽管在学术界有一

些理论借鉴成果ꎬ但还存在不少待完善之处ꎮ第一ꎬ研究方法单一ꎮ就已有的成果而言ꎬ基本属于定性研

究ꎬ缺乏定量研究ꎬ无数据支撑ꎬ缺乏案例研究ꎮ第二ꎬ研究的理论基础单薄ꎮ供应链中大数据应用研究

还属于全新的研究领域ꎬ缺乏理论构建体系ꎬ使得研究的深入受到制约ꎮ第三ꎬ研究视角不够开阔ꎮ首
先ꎬ“供应链 ＋ 大数据”的视角已定型ꎬ没有“供应链 ＋ 大数据 ＋ ”的研究意识ꎮ其次ꎬ研究的创新性还未

得到体现ꎮ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ꎬ鲜有学者对其与过去没有应用大数据的传统供应链不同点进行

探究ꎬ对其创新点还没有探究清楚ꎮ另外ꎬ学术界对于供应链中大数据应用的安全性问题认识还有待加

强ꎮ

(二) 展　 望

鉴于以上总结分析ꎬ下文将对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应用研究进行合理展望ꎬ主要分为三点:
１. 未来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应用研究方法应以实证研究为主ꎮ目前ꎬ就国内领域内的文献资料而言ꎬ

基本是纯理论研究ꎬ缺乏数据论证ꎬ理论与实践没有实现数据上的对接ꎬ急需融入新的实证方法ꎬ构建供应

链中大数据分析应用体系ꎮ也可采用单案例、多案例以及案例与实证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ꎬ为国内不同供

应链企业提供实证分析案例ꎬ指导供应链进一步发展ꎮ
２. 随着供应链中大数据应用研究的深入ꎬ夯实理论基础研究可为供应链中大数据应用研究的长久进

行提供条件ꎮ目前ꎬ少有研究意识到采用供应链理论和大数据理论结合进行研究ꎬ大多数研究是单从供应

链理论角度进行研究ꎬ如从供应链绩效理论入手ꎬ探究大数据运用如何提高供应链绩效ꎮ将来可以将大数

据理论引入研究ꎬ包括大数据的成因、运行规律以及核心思想等ꎮ也可以考虑供应链的构架问题ꎬ比如ꎬ分
析供应链中大数据应用的驱动因素ꎮ除此之外ꎬ可以加入相关学科理论ꎮ另外ꎬ可在供应链理论、大数据理

论以及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之上ꎬ构建供应链大数据应用理论基础ꎬ为供应链中大数据应用提供理论支

撑ꎮ
３. 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应用研究的视角应多样化ꎮ首先ꎬ仅对应用大数据的供应链进行研究的创新性

还远远不够ꎬ当前急需对传统供应链与应用大数据的供应链的差异问题进行研究ꎮ分析应用大数据后的供

应链在发展过程中ꎬ对供应链企业在市场需求预测、产品研发、产品与服务等方面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及所

带来的优势ꎮ将前后进行对比研究ꎬ探究应用大数据后供应链与传统供应链的差别ꎮ其次ꎬ认识到“供应链

＋大数据 ＋ ”的研究趋势ꎮ比如ꎬ应用目前的区块链(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技术ꎬ实现“供应链 ＋ 大数据 ＋ 区块链”ꎮ
虽然“供应链 ＋ 大数据”实现了大量信息的共享ꎬ增强了企业的运营效率ꎬ但同时存在许多隐藏的威

胁———数据安全问题ꎮ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应用包括大数据基础设施安全威胁、大数据储存安全威胁、隐
私泄露问题、数据访问安全威胁、针对大数据的高级持续性攻击等一系列威胁ꎮ而“供应链 ＋ 大数据 ＋ 区

块链”会较好地避免这些潜在的威胁ꎮ基于区块链本身提供的提高安全性、可追踪、提供证据、开发数据、

３３　 第 ９ 期 　 　 陆　 杉ꎬ陈宇斌: 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应用研究综述



文本电子化、降低成本、数据管理以及提高效率等优势ꎬ使供应链中的大数据分析应用特别是供应链金融

层面的应用得到保障ꎮ因此ꎬ“供应链 ＋大数据 ＋ ”极有可能成为未来领域内的研究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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