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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满足注塑机行业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供应商动态评价的需求，分析了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的特点
以及选择供应商战略伙伴的重要性，提出基于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的供应商动态评价解决方案，针对

不同企业联盟的不同业务需求，设计了一套动态评价指标体系，针对不同企业联盟对指标权重的不同需求，设计

了一套动态算法库供企业联盟选择，同时还设计了基于平台的供应商评价结果图形化展示的构件。此供应商动

态评价体系已应用到注塑机供应链协同平台上，使平台上现有四个企业联盟实现了对供应商评价的动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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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

注塑机行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多条以龙头企业

为核心的供应链。集群式供应链是在特定集群地域中，存在围

绕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形成基于本地一体化的多个单链式供

应链。在该集群地域中不仅每个单链企业内部之间相互协作，

而且不同单链的企业存在着跨链间的协调。与此同时，还游离

着大量位于这些单链式供应链之外、但在集群地域之中的专业

化配套中小企业，配合和补充着这些单链式供应链生产，这样

的一个敏捷性的网络组织系统就是集群式供应链。然而在中

国的注塑机行业中大多数为中小型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而

言，中小企业信息化基础较差，可投入信息化建设的资金、计算

机软、硬件资源和人才资源等严重不足，再加上信息化平台是

基于网络的、开放的平台，对安全性要求比较高，这就需要由专

业的设备和人才来维护，所以中小型企业就迫切需要借助第三

方协同服务平台来提升市场的开拓能力。注塑机集群式供应

链协同平台就是采用基于 ＡＳＰ（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应
用服务提供商）的第三方公共服务平台，来实现注塑机行业中

企业间的业务协同，以满足中小型企业的需求。在注塑机集群

式供应链中，供应商作为供应链的源头，担负着注塑机制造资

源的输入，它们的业绩直接影响核心企业的交货、产品质量等

方面。因此在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中，对供应商的评价就显得

尤为重要。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是为多个供应链服

务的公共平台，所以在建立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时就必须要满

足多供应链的业务需求，这就要求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必须是

开放的和动态可定制的，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多个供应链。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基于ＡＳＰ模式公共服务平台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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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评价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基于公共服务平台

的供应链管理文献大多都集中在平台体系结构、集成技术等方

面的研究。例如文献［１］面向汽车产业链的企业业务集成平
台，对公共服务平台集成技术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文献［２］
中对汽车产业链协同商务平台动态联盟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

现，提出了协同商务平台的体系结构。在供应商评价方面，目

前大多数是针对供应商评价的算法和供应商评价体系等方面

的研究。毛会芳等人［３］通过探讨分析，认为有两种方法适合

在中国的企业中应用，即协商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余飞等

人［４］就供应链管理中供应商关系的改变作了分析，讨论了选

择供应商时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具体评价算法，着重分析了层次

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算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指出了各种方

法的优势和缺陷。这些研究都集中在单个企业，为满足某个企

业的业务需求而制定了一套供应商评价体系和评价算法，然而

随着ＡＳＰ的发展，公共服务平台已成为解决中小型企业的一
种重要手段，但是面向公共服务平台的供应商评价软件还比较

少。针对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为满足面向多联盟的

供应商动态评价需求，本文建立了一套供应商动态评价指标体

系，以便能够适应不同联盟的不同业务需求。

"

　面向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供应商评价体
系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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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供应商动态评价需求

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是以注塑机制造企业为龙头，吸引与

龙头企业业务相关的上、下游企业，服务业，管理机构等形成动

态企业联盟，共同完成产品的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全生命

周期的管理。在这个动态联盟中，一般每个企业联盟以某制造

企业为盟主，以注塑机行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如供应商、经销

商、服务商）作为盟员构成，盟员企业总是围绕盟主企业开展

业务。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是支持制造厂与其供应

商、销售商、服务商和物流商之间开展业务协作的重要工具，它

促进了制造业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降低了供应链的运营

成本，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注塑机集群式供

应链协同平台是一个面向多企业联盟的公共服务平台，每个企

业联盟都是围绕着核心企业来开展相关的业务，对供应商评价

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基于ＡＳＰ模式的公共服务平台是一套服
务软件，须满足平台上每一个企业联盟的需求。为了满足注塑

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中企业联盟对供应商评价的不同需

求，本文设计了一套对供应商动态评价的模型，使每个企业联

盟可以依据自己对供应商评价的标准，来动态地配置评价指标

并与自己的业务数据相关联，从而在平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一

套评价模型。同时为了满足不同企业联盟对指标权重的不同

需求，设计了一套动态算法库供企业联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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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评价体系建立的原则

从上述对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的描述以及平台的特点可

以看出，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是一个动态企业联盟，对供应商

评价体系的建立必须满足多个联盟的业务需求。同时在注塑

机集群式供应链上的所有节点企业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各企

业之间由于业务上的紧密协作，使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这就

使供应链上游与下游产业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物流、信息流以及

资金流的交换，这就必然使平台内保存有大量历史业务数据。

综上所述，对评价体系的建立要遵循动态性原则和定量与定性

结合的原则。

ｌ）动态指标原则　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不是专
门为一个供应链服务的平台，而是为多个供应链提供服务的平

台，所以适合一个供应链供应商评价的指标体系，不一定适合

其他供应链的供应商评价，因此在注塑机供应链协同平台上对

供应商评价指标库的建立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可定制

的评价指标库。

２）定性定量相结合原则　在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
台上对供应商的评价不能单纯地基于人为的主观判断，再加上

协同平台内保存有大量历史业务数据，可以通过对这些数据的

有效利用，使其对供应商的评价数字化、科学化。因此，基于注

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上的供应商评价指标，要注重定

性、定量两者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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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基本评价指标库的建立

在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上，虽然各个企业联盟的

业务需求不尽相同，对供应商的评价存在着个性，但是对于供

应商的评价也存在着许多共性。依据国外学者 Ｖｅｒｍａ［５］、Ｗｅ
ｂｅｒ［６］、Ｊｏｈｎｓｏｎ等人对供应商评价的研究，以及由华中理工大
学（现名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ＣＩＭ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供应链课题组
１９９７年的一次调查统计数据表明，质量、成本、交货可靠性、数
量柔性等作为供应商评价主要参考的指标［３］；本文基于国内

外学者研究的成果，结合平台业务功能和业务数据的特点以及

各个联盟对供应商的评价指标实现定制的需求，平台上建立了

一套基本的评价指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基本的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数据的获取

综

合

评

价

数

值

（Ｖ）

产品质量（Ｔ１）
产品合格率—（定量）Ｔ１［１］

合格产品数量
总供货产品数量

×１００％（一定时期内）

产品退货率—（定量）Ｔ１［２］
退货产品数量
总生产产品数量

×１００％（一定时期内）

交货能力（Ｔ２）
订单完成率—（定量）Ｔ２［１］

实际送达的订货数量
总订货数量

×１００％（一定时期内）

准时交货率—（定量）Ｔ２［２］
准时交货的次数
总交货的次数

×１００％（一定时期内）

售后服务（Ｔ３）

顾客抱怨解决的

时间—（定量）Ｔ３［１］

抱怨解决时间小于协议时间的次数
总抱怨次数

×

１００％（一定时期内）

顾客抱怨满意处理

比率—（定量）Ｔ３［２］

抱怨满意解决的次数
总抱怨次数

×

１００％（一定时期内）

产品价格（Ｔ４） 产品价格—（定量）Ｔ４［１］ 产品的采购价格（一定时期内）

研发能力（Ｔ５） 科研经费—（定量）Ｔ５［１］
科研经费
总销售收入

×１００％（一定时期内）

获取新技术能力—（定性）Ｔ５［２］ 专家打分

新产品设计能力—（定性）Ｔ５［３］ 专家打分

技术能力（Ｔ６） 工业认证率—（定量）Ｔ６［１］
企业所达到的工业标准数量

该行业所需达到的工业标准数量
×１００％

ＩＳＯ认证率—（定量）Ｔ６［２］
企业所达到的ＩＳＯ认证数量

该行业所需达到的ＩＳＯ认证数量×１００％

企业运营情况（Ｔ７） 财务状况—（定性）Ｔ７［１］ 专家打分

企业信誉—（定性）Ｔ７［２］ 专家打分

管理水平—（定性）Ｔ７［３］ 专家打分

"


,

　面向各联盟的供应商动态评价体系

为了实现各联盟对供应商评价体系的动态定制，对基本的

评价指标库和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中的联盟作如下

形式化的定义。

定义１　用 Ｔ表示基本的评价指标库，Ｔ＝｛Ｔ１，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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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ｎ｝，其中，ｎ表示 Ｔ中包含有 ｎ个一级指标，用 Ｔ１，Ｔ２，…，Ｔｎ
来表示，用Ｗ１，Ｗ２，…，Ｗｎ来表示对应的一级指标权的权重，

满足关系式∑
ｎ

ｋ＝１
Ｗｋ＝１。

定义２　用 Ｔｎ［ｍ］表示二级指标，Ｔｎ＝｛Ｔｎ［１］，Ｔｎ［２］，…，
Ｔｎ［ｍ］｝，其中，ｍ表示一级指标 Ｔｎ中含有 ｍ个二级指标，用
Ｔｎ［１］、Ｔｎ［２］、…、Ｔｎ［ｍ］来表示，其相应的二级指标权重用 Ｗｎ［ｍ］

来表示，满足关系式∑
ｍ

ｊ＝１
Ｗｎ［ｊ］＝１。

定义３　用Ｍ表示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中的联盟，
Ｍ＝｛Ｍ１，Ｍ２，Ｍ３，…，Ｍｋ｝，其中，ｋ表示平台中含有ｋ个联盟。

在基本指标库的基础上，各联盟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部分

或全部的基本指标，同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需求，新增和

配置部分个性化指标，以联盟Ｍｉ为例，如图１所示。

其动态评价体系建立的算法如下：

ａ）联盟Ｍ１，Ｍ２，Ｍ３，…，Ｍｋ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首先在基
本的评价指标库Ｔ中选择一级指标，设联盟 Ｍｉ选择的一级指
标为Ｔ１，Ｔ２，…，Ｔｋ（其中ｋ≤ｎ）。

ｂ）如果基本指标库Ｔ中的一级指标不能完全满足联盟Ｍｉ
的业务需求，则联盟Ｍｉ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增加相应的一级指
标，设联盟Ｍｉ添加了ｍ个个性化一级指标，用Ｉ（ｋ＋１），Ｉ（ｋ＋
２），…，Ｉ（ｋ＋ｍ）来表示。

ｃ）步骤ａ）ｂ）的完成意味着每个联盟已根据各自的业务需
求完成了一级指标的配置，随后每个联盟就可以依据自己的业

务需求选择在每个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设联盟 Ｍｉ选择的
二级指标为 Ｔ１［１］，Ｔ１［２］，…，Ｔ１［ｉ］，Ｔ２［１］，Ｔ２［２］，…，Ｔ２［ｊ］，…，
Ｔｋ［１］，Ｔｋ［２］，…。

ｄ）如果基本指标库Ｔ中的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不能完
全满足联盟Ｍｉ的业务需求，则联盟 Ｍｉ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在相应的一级指标下增加二级指标。

ｅ）每个联盟依据自己的业务数据配置所选择的二级指
标。如果指标为定量指标，配置的内容包含有与此指标关联的

业务数据库名称、数据库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指标数据的提

取等信息；如果为定性指标只标明为定性指标即可。整个二级

指标的配置是通过Ｗｅｂ页面的向导来完成的。
ｆ）当一级和二级指标的配置完成后，每个联盟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在动态评价算法库中选择评价算法，依据评价算法计

算出每一个一级和二级指标的权重。

ｇ）将联盟在基本指标库Ｔ中所选择的指标信息和动态添
加的指标信息以及相应指标的权重写入到一个以联盟名称命

名的ＸＭＬ文件。
每个联盟都有属于自己的供应商评价体系，各联盟在选择

基本指标和动态添加个性化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不同的

ＸＭＬ文件来建立自己的供应商评价体系，并在使用过程中对
指标体系进行动态的扩展。

#

　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供应商评价关键技
术的实现

#


"

　动态评价算法库

在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中，作为中小企业的第三

方公共服务平台，本文对于指标权重的计算建立了一个评价算

法库，对于不同的企业联盟可以选择不同的算法来计算评价体

系指标的权重。算法库包含有层次分析法（ＡＨＰ）、ＢＰ神经网
络算法、灰色综合评价算法。

１）层次分析法（ＡＨＰ）　它是美国运筹学家沙旦教授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提出来的，是目前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分配权重方
法，是一种实用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其通过

专家对两两指标重要性的比较构造判断矩阵，然后求解矩阵特

征向量来确定各指标权重，体现了人们在决策思维过程中分

解、判断、综合的基本特征［７］。

２）ＢＰ神经网络算法　它是模拟人脑信息处理功能的一种
接近人类思维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它通过对给定样

本的学习，获取专家的知识、经验、主观判断及对目标重要性的

倾向，但ＢＰ神经网络算法需要大量的学习样本，这样当对备
选合作伙伴作出综合评价时，该方法才能准确地再现出专家的

经验、知识和直觉。

３）灰色综合评价算法　它也是一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这种方法与 ＢＰ神经网络算法相似，
但是灰色综合评价法无须大量样本，只要有代表性的少数样本

即可。

当企业联盟对供应商评价无学习样本时，可以通过选择层次

分析法来评价供应商；当企业联盟有学习样本时，就不需要专家依

据九标度法设置两两指标之间的重要性，可以直接选择ＢＰ神经
网络算法或者灰色综合评价算法（它们之间的选择依据学习样本

数量的多少来决定）来计算指标的权重。通过评价算法库计算出

来的权重，只是企业联盟的一个参考价值，企业还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对评价指标权重的数值进行修改。

#


#

　面向企业联盟的评价体系的存储

为了满足不同企业联盟的不同供应商评价需求，本文采取

ＸＭＬ文件进行评价指标信息的存储，为不同的联盟建立不同
的ＸＭＬ文件，ＸＭＬ文件名以企业联盟的名称来命名。ＸＭＬ文
档结构如图２所示。以联盟Ｍｉ为例，存储策略如下：

ａ）将联盟Ｍｉ所选的一级指标信息和二级指标信息放在
同一级节点中，它们的详细信息都放在一级节点〈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内。
ｂ）将联盟Ｍｉ所选择的一级指标名称和为满足Ｍｉ联盟需

求而添加的一级指标名称放在〈一级指标〉〈一级指标／〉内。
将联盟Ｍｉ配置的一级指标名称以及对应的一级指标权重的
数值均存放在〈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内，这样使二级指标和
一级指标之间建立相对应的关系。

ｃ）将联盟 Ｍｉ配置的二级指标详细信息存放在〈二级指
标〉〈二级指标／〉内，内容包含有指标类型、关联的业务数据
库、数据库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业务数据的提取。这些数据

的填写是以Ｗｅｂ页面的形式让用户对应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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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ＸＭＬ文件管理不同联盟的评价指标体系，使其评价
指标操作灵活，扩展性强，能够很好地与业务数据关联，同时

ＸＭＬ文件层次结构清晰，便于进行对评价指标的更新、添加和
删除，这样就实现了评价体系的动态性和开放性，满足了不同

企业联盟的不同供应商评价需求。

#


%

　面向企业联盟评价体系的解析

用户在登录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时需认证用户

身份，其身份信息包含用户ＩＤ、用户名、用户所在部门的ＩＤ、用
户所在部门名称、当前工作的联盟 ＩＤ、联盟名称等信息，依据
用户身份信息中的联盟名称，来调取以此联盟名称命名的供应

商评价体系ＸＭＬ文件，通过ＳＡＸ（ｓｉｍｐｌｅＡＰＩｆｏｒＸＭＬ，ＸＭＬ简
单应用程序接口）对 ＸＭＬ文档进行顺序访问，从而记录该联
盟所选的供应商评价指标详细信息。

通过对ＸＭＬ文件的解析可以得到联盟所配置的一级指标
和二级指标的名称以及指标所对应的权重，但这些指标的权重

只是相对于同一级别的权重，但相对于总目标即供应商的综合

评价数值Ｖ，还需要计算出指标的合成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Ｃ＝Ｗｉ［ｍ］×Ｗｉ

其中：Ｗｉ［ｍ］表示二级指标的权重，Ｗｉ表示一级指标的权重，Ｃ
表示在一级指标Ｔｉ的第ｍ个二级指标的合成权重。比如一级
指标产品质量的权重为０３４，它包含的二级指标产品合格率
的权重为 ０７３６８，那么产品合格率的合成权重 Ｃ＝０３４×
０７３６８＝０２５０５１２。

供应商的综合评价数值Ｖ依据如下公式来计算：

Ｖ＝∑
ｎ

ｉ＝１
ＦｉＣｉ

表示对各个二级指标合成的权重与二级指标对应的数据值的

积的求和来得出供应商综合评价的数值，其中，Ｖ代表某供应

商给出的综合评价值；Ｃｉ代表第ｉ个指标的合成权重。如果指
标为定量指标，Ｆｉ代表第 ｉ个评价指标的业务数据的数值；如
果指标为定性指标，Ｆｉ代表第ｉ个评价指标的专家打分数值。

%

　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供应商评价的设计
与实现

%


"

　供应商评价功能的设计与实现
注塑机供应链协同平台是一个面向注塑机行业的公共服

务平台，平台部署和运行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环境中，企业以联盟的形
式，以注塑机制造厂或零部件制造厂等核心企业为盟主来定制

和租用平台的功能。而供应商评价工作作为平台的一部分功

能，为了可以和平台很好地集成开发，本文采用了 Ｂ／Ｓ的结
构、ＶｉｓｕａｌＣ＃语言、．ＮＥＴ平台进行了系统的开发实现。实现对
供应商评价的主要过程如下：

ａ）选择评价指标。主要是确定所选择的一级指标和二级
指标，对于指标的选取可以参考默认的评价指标体系库，如图

３所示。
ｂ）关联数据库与业务数据。主要是对定量指标关联相应

的数据库和数据库连接一级指标对应的业务数据的提取，定量

指标则由专家打分来获取，如图４所示。

ｃ）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可以通过专家打分（ＡＨＰ算法）
来确定权重，也可以通过 ＢＰ神经网络算法、灰度综合算法来
确定指标的权重。

ｄ）划分供应商的综合评价数值 Ｖ的等级，选择所要评价
的供应商。

ｅ）根据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并得到最优的供应商与之合作。

%


#

　应用实例
供应商评价动态指标体系已应用到注塑机供应链协同平

台上，在没有应用之前，开发人员必须对每个企业联盟都设计

一套属于各自的评价模型，并且评价模型一旦设计完成之后，

企业联盟不能对此进行修改。同时，其开发周期较长，一般需

要１～２月，而本文开发的评价模型在平台上应用之后，每个企
业联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来实现对供应商评价的动态配

置，并且可以实时地修改和更新，也不需要开发多个评价模型，

这样就大大缩短了开发周期。以 ＨＺ企业为例，ＨＺ企业对供
应商的管理十分重视，并组织公司内部相关部门和专家联合成

立了供应商选择评价管理委员会，在对供应商评价指标的选取

方面，专家在基本指标库的基础上，去除了一级指标企业运营

情况下的财务状况和管理水平两个指标，并在一级指标产品质

量中添加了产品报废率、产品退步接收率、销售增长率三个定

量指标。在指标权重方面，ＨＺ企业为了避免层次分析法多次
打分的繁琐，选择了ＢＰ神经网络算法对供应商评价指标权重
进行计算，由专家对一部分供应商的历史业务数据进行分析，

并制定了ＢＰ神经网络算法的学习样本。ＢＰ神经网络计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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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重如表２所示。在ＨＺ企业中共有２００多家供应商，本文
选择了其中７家供应商进行评价，其评价结果如图５所示。

,

　结束语

供应商动态评价指标可以满足公共服务平台上不同企业

联盟的不同业务需求，能够有效地对供应商作出科学的评价。

本文基于注塑机集群式供应链协同平台，设计了一套可以使不

同的企业联盟自主定制的一套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设计了

一套评价算法库，供企业联盟选择相应的评价算法来计算指

标权重，最后以图形的界面展现出评价结果，供企业联盟来

选择最优的供应商。该供应商评价指标的管理模式操作简

单、灵活性强，同时采用了科学的评价方法，保证了评价结果

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从而为企业联盟选择供应商提供了科学

决策的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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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１４７页）传送给车辆，或者作为一幅待拼接的图像。当

有相同位置的图像信息传送到服务器上时，可进一步进行图像

拼接构建更宽视野的图像，提供更为丰富的交通信息。

,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可实现车路信息实时采集、共享的宽视

野图像信息系统。借助车载智能终端及高速无缝的车联网无

线通信网络，可以将图像拼接算法转移到计算能力强大的终

端服务器上，并采用一种改进的基于 ＳＵＲＦ的图像拼接算法，
克服了传统大图像拼接系统时间复杂度高，计算量大，无法应

用于智能交通中的缺陷。拼接完成的图像可用于进一步拼接

构建更宽视野的图像、开发基于车联网的更多智能化的应用。

系统架构具有车联网智能应用系统的一般性，具有良好的扩

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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