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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两票制”、“带量采购”等政策的实施以及医疗器械市场竞争的越发激烈，医疗器械市

场面临着更为严格的监管和市场竞争环境，促使企业不得不重新审视并改善其供应链服务。本文J公司为

案例研究，对该企业供应链管理绩效进行评价，旨在提升企业供应链管理服务水平。本文基于SCOR模型

构建供应链绩效评价体系，通过专家访谈形式确定相关指标和权重，通过层次分析和模糊分析对J公司供

应链管理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发现J公司供应链管理绩效水平较低。建议通过持续改进机制，形成问

题识别–问题改进–效果评估–经验总结的循环改进模式，从而持续优化J公司供应链管理，提高供应链

管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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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such as the “Two-Invoice System” and “Volume-
based Procurement”, as well as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medical devic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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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cal device market has faced a more stringent regulatory and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compelling enterprises to re-examine and improve their supply chain services. This paper takes 
Company J as a case study to evaluate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 
aiming to enhance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ervice level of the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SCOR 
mode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determines relevant 
indicators and weights through expert interviews, and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of Company J through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Fuzzy Analysi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level of 
Company J is relatively low. It is suggested that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the 
PDCA cycle be adopted to form a cycle improvement model of problem identification - problem im-
provement - effect evaluation - experience summary, thereby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f Company J and improving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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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疗健康关乎人们公共医疗安全问题，行业供应链管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要保障常规时间供应

链的合理规划和质量管理，也要在特殊时期有足够的市场响应速度，能够保障在面对突发医疗事故时能

够有足够的供应能力。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市场需求的复杂多变、供应商的不稳定、运输环境的不可预

期等情况，对于企业供应链是一个考验，完善的供应链管理可以使企业在面对这种突发卫生安全事件时

可以从容应对。此外，随着医疗器械市场精致的越发激烈，构建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医疗器械市场正处于发展红利期，市场规模的进一步发展对医疗器械企业供应

链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于医疗企业来说完善供应链管理绩效是势在必行的趋势。 
对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的研究，不同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做了相关研究，包含从创新性研究、特定行

业指标体系构建、结合模型的评价等等。以往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对供应链绩效评价的模型应用进行了

广泛研究：卢超杨、王琦峰、方稚淇(2022)基于直觉模糊 VIKOR 构建了一套完善的制造业供应链绩效评

价流程[1]。唐静秋(2023)基于层次分析 AHP 提出了基于新零售特点的供应链绩效指标评价体系[2]。黄玉

桂(2023)和丁永慧(2024)基于供应链参考模型 SCOR 五大流程进行改进构建指标体系，结合层次分析对供

应链绩效进行综合评价[3] [4]。李明(2021)从 PDCA 循环的框架构建了饲料企业供应链绩效评价体系[5]。
程羽(2021)通过文献回顾评价分析了供应链绩效评价的相关模型应用情况，并基于 ROF 模型对农产品企业

供应链绩效进行评价，创新性地构建了包括衡量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具体化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6]。
贾鹏、董洁(2018)基于平衡记分卡 BSC 模型探讨了供应链绩效指标可拓优度评价[7]。周业付(2020)基于

AHP-FCE 模型对农产品供应链绩效进行了研究[8]。也有学者对不同场景下的供应链绩效管理进行了多元

化研究：刘伟华等学者(2020)从面向国际产能合作的维度对供应链绩效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9]。韩兵等

学者(2024)探讨了精益管理对可持续供应链绩效的影响[10]。易婷婷(2021)基于协同知识、技术、管理创

新与可持续供应链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1]。罗恒等学者(2021)基于供应链环节对供应链绩效的作用路

径探讨了第三方物流整合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12]。学者们通过多维度视角对供应链绩效评价展开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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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化的探索，在理论框架创新、行业适配性优化和模型整合应用等层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近年来

的研究不仅延续了供应链相关及传统模型的研究路径，更呈现出跨学科融合、动态评价体系构建和数字

化技术赋能的显著趋势，为不同场景下的供应链绩效管理提供了多元化解决方案。本文将根据企业的实

际情况，基于供应链参考模型 SCOR 构建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框架，通过层次分析和模糊分析对医疗器

械企业供应链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2. J 公司供应链管理现状 

2.1. 供应链管理现状 

J 公司是一家医疗器械销售企业，作为医疗器械流通商，供应链效能是其核心竞争力，因此 J 公司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供应链体系。J 公司与国内外多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内部构建了供

应商绩效评价体系，以保障货源的质量和稳定性。在全国配置了上海仓、北京仓、成都仓、广州仓等多

个分仓，以保障平配送效率。此外，为保障供应链整体绩效，近年来不断地在升级信息化管理系统和平

台，以保障供应链高效运作。 
J 公司医疗器械供应链以采购部门、仓库部门、业务部门为核心，连接外部供应商、终端客户及第三

方合作企业。业务部门在接到销售订单，会及时通知仓库部门进行备货，采购部门会根据订单需求及仓

库补货需求进行采购，供应商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数量和规格将产品发往公司的自建仓和第三方仓库。

仓库部门在收到货物后，进行入库检验，确保产品的数量、质量和规格均符合采购要求。配送环节中仓

库部门根据订单信息开始备货，随后会安排第三方物流运输，将产品发往指定的分销商或终端客户。业

务部门负责发货信息的确认和跟踪，确保货物能够安全、及时地送达目的地，并进行后续的售后服务。 

2.2. 供应链管理存在的问题 

1) 需求预测不精确 
J 公司现行的需求预测体系仍以静态历史销售数据和已知订单为主要核心，缺乏对外部和多为的变

量系统性整合与分析。如医保支付改革(DRG/DIP)对医院采购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企业未能及时了解政策

的变动和带来的影响，导致器械耗材的需求预期偏离实际，也可以看出公司缺乏弹性响应机制。此外，

公司因成本控制因素，采取的是保守的需求预测，导致缺货问题时常出现。为应对紧急订单启用的替代

物料方案，要么从其他分仓补发货，这会导致运输成本增加；要么采取紧急采购，这会增加采购成本。 
2) 供应商评价存在主观性 
J 公司内部建立了供应商评价体系，由公司供应链主要部门进行评价。然而公司存在显著的部门本位

主义倾向，不同部门基于各自立场和利益诉求，对同一供应商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业务部门追求交付

的稳定性，倾向于质量稳定、供应速度快的供应商；质检部门则更看重产品质量与标准，这类供应商的

成本往往较高；而采购部门受成本导向型 KPI 约束，倾向于选择成本最优的供应商。J 公司缺乏对各项评

价指标进行科学合理的权重分配与整合，供应商评价体系内部各项指标相互独立，难以形成统一的评价

基准，从而导致了供应商评价存在主观性。 
3) 退换货处理难度大、成本高 
医疗器械种类繁多，不同品类需匹配不同的质检流程，退货商品的品检与处理环节复杂。功能型耗

材需通过原厂校准设备检测；无菌耗材因开封即失效特性，质量判定依赖人工目检与批次追溯，误判率

较高。医疗器械属于特殊产品，其质量界定面临物理性微损难以量化、生物污染风险隐蔽性高的特点，

因此争议性售后较多。争议性退换货质检需反复核查，消耗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此外，争议性退换货

导致和供应商、客户之间存在博弈行为。导致争议性退换货平均售后周期长达 15 个工作日，属于较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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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状态。这些问题造成了 J 公司退换货出来难度大、成本高、售后周期长的问题。 

3. J 公司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 

3.1. 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供应链绩效评价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的过程，涉及供应链管理的各个层面和环节，为了全面、准确地

评价 J 公司的供应链绩效，需要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体系。本研究将基于 AHP 构建供应链绩

效评价体系，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分析，对 J 公司进行全面的供应链绩效评价。基于层次分析将 J
公司供应链绩效评价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三个层次，目标层是实现供应链管理的最优化；

准则层是基于 SCOR 模型的绩效评价框架所构建的指标，包括可靠性、响应性、敏捷性、协同性、成本

效益、资产效益。可靠性反映了供应链的稳定性，确保产品和服务能够按时、按质交付；响应性体现了

供应链对订单需求的交付配送效率；敏捷性强调供应链的柔性，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和供应变化；协同性

衡量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协作效率；成本效益评估了供应链成本控制的有效性；资产效益反映了资产的

有效利用率和资产的回报率。这些指标涵盖了供应链战略层面的全面考核，以此为二级指标能够综合评

价 J 公司供应链绩效。指标层是基于准则层进行因素分解，结合企业管理层和专家意见选取对准则层影

响权重较高的细化指标，如可靠性包好采购合格率、质量合格率、完全履约率、计划达成率、客户满意

率等子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模型和 SCOR 模型构建了 J 公司战略层面和方案层面的指标体系，涵盖了从

采购、库存管理到产品配送全过程的各项绩效点，确保能够全面评价 J 公司供应链的管理绩效。 

3.2. 层次结构模型构建 

根据层次分析结构构建目标层、准则层、方案层的层次结构，目标层为优化 J 公司供应链绩效管理，

准则层为六个维度的二级指标，方案层为量化的三级次指标。根据 Santy 的 1~9 标度构建权重矩阵，通

过矩阵对各指标对于上一层次因素的重要性比较，将各个指标的价值分为 Si (i = 1, 2, 3, … , n)。通过企业

管理层和专家的访谈意见对各指标权重进行打分，从而构造完善的指标权重层次结构矩阵。 
在构建矩阵的过程中，打分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对结果会有误差，因此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当一

致性比率 CI 值在合理的范围内，判断矩阵才具备合理性。本文通过计算得出 CR 值为 0.035 < 0.1，一致

性检验通过。在通过一致性检验后，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可以看出可靠性 > 资产效益 > 响应性 > 敏捷

性 > 成本效益 > 协同性。具体如表 1 所示： 
 
Table 1. Weight distribution of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indicators 
表 1. 供应链绩效指标权重情况表 

一级指标 
(目标层) 

二级指标 
(准则层) 权重 三级指标(指标层) 权重 综合权重 排序 

J 公司供应链

绩效评价 

可靠性 A1 0.5352 

采购合格率 A11 0.0675 0.0361 7 

质量合格率 A12 0.1727 0.0924 3 

完全履约率 A13 0.6086 0.3257 1 

计划达成率 A14 0.0436 0.0233 13 

客户满意率 A15 0.1076 0.0576 5 

响应性 A2 0.1834 

采购周期准确度 A21 0.3029 0.0556 6 

配送时间准确性 A22 0.1667 0.0306 9 

计划交付周期 A23 0.5304 0.0973 2 

https://doi.org/10.12677/mos.2025.144284


吴香茗 等 
 

 

DOI: 10.12677/mos.2025.144284 269 建模与仿真 
 

续表 

 

敏捷性 A3 0.0513 

产品柔性 A31 0.4601 0.0236 11 

供应商柔性 A32 0.1659 0.0085 18 

交付柔性 A33 0.2746 0.0141 16 

配送柔性 A34 0.0994 0.0051 21 

协同性 A4 0.0309 

信息化系统配置率 A41 0.6086 0.0188 15 

信息传递准确性、 
及时性 A42 0.1682 0.0052 20 

信息共享程度 A43 0.0675 0.0021 24 

部门协作效率 A44 0.1076 0.0033 23 

第三方合作效率 A45 0.0481 0.0015 25 

成本效益 A5 0.0781 

计划成本 A51 0.3027 0.0236 12 

采购成本 A52 0.4234 0.0331 8 

库存成本 A53 0.1228 0.0096 17 

配送成本 A54 0.0870 0.0068 19 

质量成本 A55 0.0641 0.0050 22 

资产效益 A6 0.1211 

库存周转率 A61 0.5827 0.0706 4 

应收账款周转率 A62 0.2420 0.0293 10 

资产利润率 A63 0.1753 0.0212 14 

3.3. 基于模糊分析绩效综合评价 

本文采用模糊综合分析对 J 公司供应链服务水平进行综合评价，通过模糊分析模型可以有效确定 J
公司供应链绩效评价的分值。首先，利用层次分析确定 J 公司供应链绩效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按

照层次分析选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可以更合理确定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所占权重，进而判断出整体

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结果。构建权重集向量 W 和模糊评价矩阵 R，利用专家打分得到模糊评价结果 D。

对于评价集 RAi (i = 1, 2, 3, 4, 5)中的 A1 进行二级模糊评价，权重集为 WA1 = (0.0675, 0.1727, 0.6086, 
0.0436, 0.1076)，两者相乘可得各项二级指标的模糊评价矩阵 B，在完成三级指标因素模糊评价后，通过

整合 B1~B5 可对项目的绩效评价水平进行评判，进而得出 J 公司供应链绩效评价水平以及各准则层的评

价结果。模糊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整体绩效评价为 0.26432，属于较差等级。具体到各个准则层，可靠性 > 
资产效益 > 响应性 > 敏捷性 > 成本效益 > 协同性。可靠性、响应性、敏捷性和成本效益的评价结果

均为“一般”，协同性为“及格”，资产效益也为“一般”。这表明 J 公司在供应链的管理上存在较多不

足，需要进一步提升，以达到更高的供应链绩效水平。 

4. J 公司供应链绩效管理优化策略 

1) 构建敏感型预测模型 
J 公司需求预测模型一静态数据为主，缺少外部及其他多维度变量因素考量，因此需要构建动态多维

度的需求预测模型。首先，应通过分解需求预测的影响因素，应建立相关动态数据库。如历史销售数据、

病种流行病学数据、政策数据、库存数据等等，通过数据库可以及时的了解数据的变动情况和趋势，也

可以为相关的大数据模型训练和处理提供数据支持。此外，动态多维度的需求预测模型需要构建指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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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体系。结合适配的模型，可以将需求预测因素分为多层次指标。如结合 PEST 模型可以把战略层的

因素分为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行业环境因素等，通过战略层影响因素细化为可量化的战术

层指标。此外，需结合大数据模型对相关影响因素指标进行动态权重分配，如当监测到医院采购形成数

据调整时，系统自动将相关指标权重进行调整和提示。其次，J 公司应该开放成本和需求预测的平衡模型，

将库存持有成本与缺货损失量化关联，以达到成本控制和需求预测的最优化平衡。通过建立动态多层需

求预测模型和成本控制与需求预测平衡能够有效解决 J 公司需求预测不精确的问题，从而提高为公司的

供应链绩效。 
2) 完善供应商管理体系 
在 J 公司原有的供应商管理体系框架下，缺乏对供应商绩效进行系统性、定期量化的评估机制。因

此，J 公司需要构建并实施一套完善的绩效评估系统，为企业带来了多方面的显著优势。通过定期评估，

使企业能够精准识别出在交货时效性、产品质量及供应可靠性方面表现卓越的供应商，进而优化供应链

布局，显著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基于评估结果，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合同谈判与价格策略调整，优化

采购决策流程，有效削减采购成本，从而提升企业利润水平。此外，定期的绩效评估还充当了质量监控

的重要角色，确保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严格符合企业标准及客户期望，进而提升客户满意度。 
3) 完善售后管理机制 
J 公司供应链售后服务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的问题，需通过完善内外部的售后服务机制进行改进。

首先应构建动态质检阈值管理模型，基于产品价值和风险二维矩阵的弹性质检标准。A 类(货值<10 元、

低风险)：采用“信用退货”模式，仅核查包装完整性，检测成本压缩 83%；B 类(10~50 元或中风险)：启

用快速简化检测模式，在短期内报告。C 类(>50 元或高风险)：维持全项检测，通过物联网提前获取使用

数据优化检测项。其次，构建供应链协同责任机制。在使用端，向医疗机构免费或减免的形式提供智能

耗材柜，自动记录产品领取、使用情况、剩余数量，数据实时上传云端存证，既可以为需求预测提供大

数据，也可以减少退换货情况。在渠道端，实行退货绩效评价制度，将经销商退货合格率与其返利系数

挂钩。在配送端，改进包装防篡改设计，如采用热敏显影技术，开封后自动生成可视标记。通过这些策

略可以有效地减少和客户之前的博弈行为和减少售后成本，进而推动供应链整体的绩效。 

5. 结论 

本文基于医疗器械企业供应链绩效评价的研究，以 J 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运用层次分析和模糊分

析对对 J 公司供应链管理绩效进行综合评价。根据分析结果显示 J 公司供应链管理绩效属于较差的水平，

企业供应链管理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基于此，本文建议构建供应链管理持续改进机制，形成问题识

别–问题改进–效果评估–经验总结的循环改进模式，从而持续地优化 J 公司供应链管理，提高供应链

管理绩效。 
通过对供应链的绩效评价，企业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各节点的运营效率及问题识别，从而提高供应链

效率、降低成本、提升质量与客户满意度、强化风险管理以及促进供应链协同与合作等方面都发挥着重

要作用。因此，企业应高度重视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工作，不断完善评价体系，以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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