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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实践中，企业为满足自身生产需要与盈利要求，控制好原材料的订购、生产与运输成本可以为企业创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并消除企业潜在隐患。不管是在当下还是未来，优化供应端板块对于企业发展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因此，优化供

应端板块成为企业自我改革的首要之举，而如何优化企业供应端板块亦显得尤为重要。

Abstract:	In	practice,	enterprises	can	create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s	and	eliminate	potential	risks	by	controlling	the	ordering,	
prod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costs	of	raw	materials	to	meet	their	own	production	needs	and	profit	requirements.	Whether	in	the	

present	or	 future,	optimizing	 the	supply	side	sector	has	profou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erefore,	

optimizing	the	supply	side	sector	has	become	the	primary	measure	for	enterprises	to	self	reform,	and	how	to	optimize	the	supply	side	

sector	of	enterprises	is	also	particularl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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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基于量化分析的企业供应链策略优化
设计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论文针对企业供应链优化问题，基于 Matlab	数据处理

与 SPSS 量化分析对企业供应链决策体系进行优化，并基于

企业成本与效益规划模型并求解给出企业最优订购方案。

针对问题一，首先通过对近五年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和预

处理，从中提炼该企业供货偏差比，将其与企业对各供应商

的订单周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企业供货偏差比与订单周

数成负相关，同时引入 0—1矩阵P值，进一步地筛选供应商，

最后建立企业生产保障体系。论文根据题目要求给出平均周

供货量大于 100m3 的 38 家供应商和 12 家通过相关性检验

模型筛选后平均供货量最高的供应商，即最后选定的 50 家

供应商名单。依据算法原理及供应商供货特征，最终判断出

50 家供货量最高的供应商。

针对问题二，首先依据数据分析所有供应商在供货时的

周平均供货量，依据企业产能与生产耗材，反推出至少选择

45 家供应商作为满足企业生产需求的最低限度。考虑到降

低生产成本与运输损耗的需要，选定 32 家供应商并制定企

业最新订购方案，同时选定 T3、T6、T2 转运商制定最佳转

运方案。针对问题三，为了制定出最经济的企业订购方案与

转运方案，需要尽量多地采购 A 类和尽量少地采购 C 类材

料。考虑到转运及仓储成本、损耗率，最终依据数据分析规

划 30 家供应商与 T3、T6、T2 转运商的订购与转运方案。

2 模型假设

①假定允许的每家供应商每周供货偏差为 5%；

②假定选定的供应商在 90% 的时间可以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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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符号说明
符号说明见表 1。

表 1 符号说明表

符号 说明

x 企业相应每周的原材料订购数量

y 供应商每周的原材料供货数量

w 企业每周产能

r 企业一周的原材料库存量

n 实际转运过程中损耗量占供货量的百分比

u 转运商实际运送到企业仓库的原材料数量

z 转运商一周能运输的最大能力

i 供应商每周的供货偏差

4 模型建立
4.1 问题一模型建立

4.1.1	问题分析
论文考虑到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的需要，针对附件一数据

运用Matlab	对已有供货（每周供货大于零）周数运算检验，

提取每个供应商供货量大于零的周数，得出总误差（绝对值）

& 供货周数表。用每家供应商的总供货数据减去该企业对每

家供应商的总订货量的差再除以企业对该供应商的订货量，

从而得到该供应商的供货偏差。论文再将偏差数据与企业对

每家供应商下订单的周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供货偏差越

大，企业对该企业下订单的周数越少。从而得知供货偏差对

企业生产稳定性具有较大影响。于是计算每家供应商每周的

供货偏差，即（周供货量－周订货量）/ 周订货量。设定允

许的偏差值为 5%，引入 0—1 矩阵 P 值，如果该供应商超

过 18 周误差超过该偏差值，则将该供应商 P 值设定为 0（即

舍去），从而缩小选择范围。周平均供货量如图 1 所示。

图 1 供应商周平均供货量

4.1.2	模型建立与求解
由表 2 可知，因为 Pearson 系数 [1] 为负数且具有显著相

关性，且 Sig=0.000＞ 0.001，进一步说明两变量之间具有

较强的相关性，且供货周数与误差绝对值成负相关，即误差

绝对值越小供货周数越多。

表 2 Pearson 相关系数表

论文考虑到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的需要，运用 Matlab	处

理附件一的数据，得出所有供应商周平均供货量后，首先选

取周供货量大于 100m3 的 38 家供应商，如表 3 所示。

表 3 周平均供货量大于 100 的供应商

周平均供货量大于 100 的供应商

S031 S037 S040 S055 S108 S126 S131

S139 S140 S143 S151 S194 S201 S210

S229 S247 S268 S273 S275 S282 S284

S292 S306 S307 S308 S329 S330 S338

S340 S348 S352 S356 S361 S364 S365

S367 S374 S395

经过第一轮数据处理后，再对剩余 74 家供应商筛选出

供货量较高的 12 家供应商，如表 4 所示。

表 4 筛选后供货量较高的 12 家供应商

筛选后供货量较高的 12 家供应商

编号 总供货量

S300 299

S293 192

S071 191

S394 144

S077 128

S112 123

S142 121

S375 112

S019 109

S147 108

S135 87

S345 87

针对两轮数据处理后，根据供应商的供货特征分析，结

合反映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供货量较高的 50 家供应商作

为最重要的供应商，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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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五十家最重要的供应商

五十家最重要的供应商

S031 S037 S040 S055 S108 S126 S131

S139 S140 S143 S151 S194 S201 S210

S229 S247 S268 S273 S275 S282 S284

S292 S306 S307 S308 S329 S330 S338

S340 S348 S352 S356 S361 S364 S365

S367 S374 S395 S300 S293 S071 S394

S077 S112 S142 S375 S019 S147 S135

S345

4.2 问题二分析与求解

4.2.1	问题分析
首先依据数据分析所有供应商在供货时（即供货量＞ 0）

的周平均供货量，依据企业产能与生产耗材，反推出至少选

择 45 家供应商作为满足企业生产需求的最低限度。考虑到

降低生产成本与运输损耗的需要，选定 32 家供应商并制定

企业最新订购方案 [2]，同时选定 T3、T6、T2 转运商制定最

佳转运方案。

4.2.2	第一小问分析与求解
在问题一的基础上，通过 Matlab 算法和计算在满足生

产的原材料数量的前提下，计算出在满足生产的条件下，

选取供应较稳定的 45 家供应商，通过数据处理，在 240 周

内能供应 2 周原材料的供应周数只有不到 70 周，占比不到

30%，不能长期满足企业两周原材料需求，为了囤积生产原

材料，提升生产稳定性以及考虑到供货偏差和运输损耗的情

况下，选取 34500m3 产品产量为每周平均供货标准，与问

题一所选的 50 家供应商契合度较高。最终得出供应商确定

名单，如表 6 所示。

表 6 供应商确定名单

S031 S037 S040 S055 S078

S080 S086 S108 S126 S131

S139 S140 S143 S151 S154

S194 S201 S208 S210 S229

S247 S268 S273 S275 S282

S284 S292 S294 S306 S307

S308 S329 S330 S338 S340

S346 S348 S352 S356 S361

S364 S365 S367 S374 S395

4.2.3	第二小问分析与求解
由文中可知，给出了 A、B、C 的采购单价关系，我们

可以直接假设 C 材料的单价为 1，这样 A 材料和 B 材料的

价格为 1.2 和 1.1，同时再根据之前所说的所需量，从而可

以得到一个生产成本，如表 7所示。

表 7 成本表格

A B C

单价 1.2 1.1 1

生产所需 0.6 0.66 0.72

生产成本 0.72 0.726 0.72

从一个粗略的角度看，B 是一个非常不划算的生产，生

产所需价格高，同时所需量大，C亦如此，所以按照一般情

况分析，生产所需的优先级是 A ＞ C＞ B 但是还有一些其

它因素，如总供货量以及供货稳定性等。根据问题二第一小

问，我们选取的 45 家供应商周平均供货量为 24500m3，为

了保证正常生产需要，我们每周需要进货 28200m3，通过计

算可知，论文中每周所需进货量占供应商周平均供货量的

81.7%，参考到供应商的不稳定性及供应偏差，通过问题一

可知供应商的偏差为 5%，所以该企业所需每周进货量比例

提升至 86.7%，考虑到运输中的损耗率，又考虑到存储部分

原材料，计划把每周的进货量比例提升至 92%，如表 8 所示。

表 8 满足生产要求的供应商

S031 S040 S055 S078 S108

S131 S139 S140 S143 S154

S201 S208 S229 S273 S275

S282 S292 S307 S308 S329

S330 S338 S340 S346 S348

S352 S364 S367 S395 S402

为了寻找损耗最少的转运方案，根据附件二所提供的 8

家转运商近 5 年 420 周的损耗率可知，这 8 家转运商的平均

损耗率为 1.38%，并通过求出这 8 家的平均周损耗率得出选

择这 8 家的优先级：T3 ＞ T6 ＞ T2 ＞ T8 ＞ T4 ＞ T1，由

文中可知每立方米产品消耗 A 类原材料 0.6m3 或 B 类原材

料 0.66m3 或 C 类原材料 0.72m3，根据原材料消耗可知 A 类

每立方 米生产出的产品量要大于 B 类和 C 类，而 B 类每立

方米生产出的产品量大于 C类，故为达到损耗最小的目的，

应计划用平均损耗量最小的转运商优先保证 A 类原材料的

运输，在进行 B 类和 C 类原材料的运输，因原计划每周进

货量占供应商平均供货量 34500m3 的 92%，且每家转运商

最大运输量为 6000m3，故至少计划 3 家转运商进行运输才

能保证运输的正常运行。

4.3 问题三分析与求解

4.3.1	问题分析
为了制定出最经济的企业订购方案与转运方案，需要尽

量多地采购 A 类和尽量少地采购 C 类材料。考虑到转运及

仓储成本、损耗率，最终依据数据分析规划 30 家供应商与

T3、T6、T2 转运商的订购与转运方案 [3]。

4.3.2	问题求解
根据题目要求，考虑到尽量多地采购 A 类和尽量少地



31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采购 C 类材料以及转运及仓储成本、损耗率，根据数据处

理与分析归纳出各转运商的平均损耗率，如图 2 所示。

图 2 转运商平均损耗率

考虑到转运及仓储成本、损耗率，最终依据数据分析规

划出 30 家供应商与 T3、T6、T2 转运商的订购与转运方案。

其中得到的 30 家满足生产要求的供应商，如表 9 所示。

表 9 满足生产要求的供应商

满足生产要求的供应商

S031 S040 S055 S078 S108

S131 S139 S140 S143 S154

S201 S208 S229 S273 S275

S282 S292 S307 S308 S329

S330 S338 S340 S346 S348

S352 S364 S367 S395 S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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