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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前沿系列专题》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18220202
课程名称：供应链管理前沿系列专题

英文名称：Frontiers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eries
课程类别：专业选修

学 时：32 学时

学 分：2学分

适用对象: 供应链管理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考核方式：考查

先修课程：

二、课程简介

供应链是经济新常态下推动中国经济中告诉增长的新动能，对经济从粗放经营到

集约经营，提高经济质量与效率，改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中国经济与社

会运行的软实力将发挥重要作用。这迫切需要一批能够胜任新时代需要的供应链管理

高级人才。

三、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

《供应链管理前沿系列专题》是针对物流管理专业大四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

课。这门课程共 32个学时。本课程介绍了国内外供应链理论的最新进展与研究成果。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达到四方面的教学目标：（1）知识目标：使学生了解国内外

供应链理论的最新进展与研究成果。（2）思维目标：培养学生全局、前瞻、战略、辩

证的思维意识。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达到以下教学目的：（1）知识结构：使学生掌握

行为供应链的基本理论及方法。（2）技能结构：通过充分的模型推演，了解以公平偏

好为代表的行为因素在供应链系统中的建模方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训练学生的建模

能力及逻辑分析能力。（3）思维结构：通过介绍行为研究在供应链管理研究中的应用，

使学生意识到供应链管理中行为研究的必要性，同时能够对实际的供应链系统在运行

过程中所遇到的行为因素进行抽象和提炼。（4）思政目标：注重鼓励学生在专业知识

学习之余，养成勤锻炼、有情趣、爱劳动的生活取向，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注重将

学生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结合起来。

四、教学内容及要求

第一章 供应链国家战略

(一)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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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的供应

链发展与推进战略，培养学生的战略思维、全局观。

（二）教学内容

1.主要内容

中国供应链国家战略、美国供应链国家战略、德国供应链国家战略、日本供

应链国家战略、新加坡供应链国家战略。

2. 基本概念与知识点

供应链国家战略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学完本章以后，学生应能：

（1）了解我国产业供应链实践、城市供应链实践、企业供应实践；

（2）了解美国产业供应链实践、城市供应链实践、企业供应实践；

（3）了解日本产业供应链实践、城市供应链实践、企业供应实践；

（4）了解德国产业供应链实践、城市供应链实践、企业供应实践；

（5）了解新加坡产业供应链实践、城市供应链实践、企业供应实践。

（三）思考与实践

（1）国家供应链的战略制定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2）我国、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在供应链管理实践中有哪些区别？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首先对我国供应链国家战略进行深入介绍，并进一步对比美国、日本、德国、

新加坡等国的供应链发展和供应链战略。

第二章 全球采购基础理论

第 1节 全球采购的基本理论

（1）概述

（2）全球采购的优势

（3）全球采购与本土采购的差异

（4）海外市场

（5）寻找供应商

（6）选择供应商

（7）供应商评审

第 2节 电子商务下的全球采购

（1）电子商务的概念、系统功能和特点

（2）电子商务与全球采购

（3）全球采购电子商务系统的设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6%82%E8%BF%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E%E8%A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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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产业链链长的理论内涵及其功能实现

知识点：本章重点讲授什么省产业链链长？产业链链长的功能包括哪些？

第一节 产业链链长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的情景现实和企业特征适配性

1、 大变局下的全球竞争需要中央企业承担产业链协同功能

2、 中央企业战略使命与产业链链长功能高度匹配

3、 中央企业具备承担产业链功能的资源和能力基础

第三节 产业链治理视角下中央企业的产业链长功能

第四节 中央企业产业链链长功能的实现途径

1、 破解“卡脖子”技术瓶颈

2、 带动基础软硬件突破

3、 协同供应链稳产保供

4、 统筹产业链国际化

5、 填补产业共性技术缺口

6、 驱动产业整体性转型

课后作业：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的政策建议

第四章 生产端供应链的颠覆创新

复习第五周的主要内容

知识点：生产端供应链颠覆创新的含义和创新模式

第一节 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的政策建议分组讨论汇报（2组）

第二节 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的政策建议分组讨论汇报（2组）

第三节 生产端供应链颠覆创新的含义

1、 服装供应链

2、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

第四节 生产端供应链颠覆创新模式

1、 C2M解决的痛点问题

2、 C2M颠覆创新策略

3、 C2M颠覆创新成果

4、 C2M模式价值分析

课后作业：生产端供应链的其他创新模式探讨

第五章 供应链的信息共享

1、基于第三方物流的供应链中信息共享需求

2、信息共享模式

点对点共享模式

信息集中管理模式

综合共享信息模式

第六章 供应链的管理协同

1、营销与供应链的基本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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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分析视角

3、营销与供应链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3、营销与供应链发展的基本策略

第七、八章 供应链协调与行为供应链

（一）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理解有关传统运作管理与行为运作管理的基本研

究范式，重点介绍传统供应链管理与行为供应链管理。使学生了解传统供

应链管理向行为供应链管理的发展历程。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行为供应链

1．主要内容

介绍行为供应链的涵义。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行为运作管理的显现、行为运作管理的涵义、行为供应链的涵义。

3．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掌握行为运作管理与行为供应链的涵义。

第二节 传统供应链管理向行为供应链管理的发展

1. 主要内容

介绍传统供应链管理的研究模式，行为供应链管理的发展。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传统供应链管理的研究模式，行为供应链管理的发展。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掌握传统供应链管理的研究模式，了解行为供应链管理的发展。

第三节 行为供应链管理中的行为研究

1. 主要内容

介绍行为供应链管理中的行为研究，重点介绍公平偏好在供应链管理

中的应用。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行为研究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和发展历程，行为研究与供应链管理

的结合动机，公平偏好行为的发展，公平偏好背景下供应链模型的构

建。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理解行为研究与供应链管理结合的动机，了解行为研究与供应链结合

的必要性，理解以公平偏好为代表的行为因素如何融入供应链模型中。

第四节 供应链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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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内容

介绍供应链协调以及协调契约。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供应链协调的涵义，批发价契约，回购契约，收益共享契约，销售回

扣契约，数量折扣契约，公平偏好下供应链协调分析。

3. 问题与应用（能力要求）

掌握供应链协调的涵义，了解不同的供应链协调契约的内容。通过介

绍供应链协调契约，使学生认识到供应链成员只有通过合作才能促进

供应链系统的优化甚至协调，而自私自利则害人害己。

（三）思考与实践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对行为供应链的发展历程有一定的了解，理解

行为因素融入供应链管理研究中的必要性，理解以供应链偏好为代表的

行为因素融入供应链模型中的方式。同时，引导学生对行为供应链管理

研究的兴趣，对供应链管理的研究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通过在讲解供

应链管理专题时引入行为研究，使学生意识到行为研究在供应链系统中

的重要性，人的自私自利往往会阻碍系统的优化决策制定以及系统成员

的合作。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多媒体讲解为主，模型演示为辅，结合实际应用举例说明问题。

五、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教学环节

教学时数

课程内容

授

课
研讨课

上机与

实验
小计

专题一：供应链国家战略 6 2 8

专题二：供应链颠覆创新 6 2 8

专题三：供应链管理的信息共享与管理协同 6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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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 供应链协调与行为供应链 6 2 8

合计 32

六、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阅读书目

1.丁俊发. 供应链理论前沿[M].中国铁道出版社，2017 年 10 月.

2. 丁俊发. 供应链国家战略[M].中国铁道出版社，2017 年 10 月.

3. 萨钦·库马尔·曼格拉, 苏尼尔·卢特拉 著. 沈欣 译. 可持续发展创新和采购/物流与

供应链前沿译丛[M].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22 年 6 月.

4. 宋华, 于亢亢.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研究前沿报告[M]. 北方图书城旗舰店, 2021 年 1 月.

（二）阅读期刊文章

《管理科学学报》、《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Management Science, Operations Research

七、其他说明

大纲修订人：肖炯恩、王立荣

大纲审定人： 侍颖

修订日期：2022/08/15

审定日期：2022/0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