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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在零售商感知的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架构下, 结合我国文化背景和供应 ) 零售渠道特点设计了供应商

快速反应能力量表, 并以北京、上海、长沙、临沂、昆明 5个城市的电脑零售商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基于零售

商感知风险的快速反应能力的运用信息技术、实体配送和快速回应服务三个构面是合理的, 我国供应商可以用该量表来测度

零售商感知到的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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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是协助客户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取得商机与强化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生命周期短

且经营成本高的产品链中体现更为明显。因此,下游客户常

以其所感知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来选择其供应商的主要参

考指标之一。所以, 有必要对快速反应能力进行更深层次的

研究, 以便给各个供应商提供参考,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

及其改进方向。

国外对快速反应能力相关理论及应用研究较早,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就开始着手研究快速反应在纺织业的应用,

但是都没有形成完整衡量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的指标体系,

他们主要侧重研究快速反应能力的技术指标, 而信息分享、

顾客反应及售后服务等观念融入到快速反应的衡量的较少。

本文以基于零售商感知的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构面的划分

方法 [ 1]为基础, 结合我国文化背景和供应 ) 零售渠道特点,

将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划分为应用信息技术能力、实体配送

能力与快速响应服务能力三个构面,并以实际数据来检验这

种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构面的划分是否合理,为供应商经营

者如何提高其快速反应能力提供一些参考。

一  基于零售商感知的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构面划分

许多学者已经对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构面进行了分类

研究。然而,这些对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构面进行分类的方

法是根据研究者的关注领域、属性的种类以及对属性不一致

的个人判断。B lackburn ( 1988)以美国服装业为例, 认为快

速反应能力应包括实体物流配送和信息处理两个方面能力

的提高。 La rry C. G iun ipero& Susan S. F io rito认为供应商快

速反应系统应包含以下因素: ( 1)电子资料交换系统; ( 2)条

形码应用系统; ( 3)有效的信息交流系统 [ 2]。曹英姿利用多

极模糊评价法做了基于快速反应能力的组织结构评价实证

研究,他认为快速反应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如下: ( 1)快速

的产品和技术创新能力; ( 2)敏捷的产品制造能力; ( 3)高效

的销售配送能力。杨长辉认为供应商的快速反应能力是指

供应商按照制造企业给出的采购订单以合适的数量和价格

﹑在合适的时间及时﹑准确送达制造企业指定地点的反应

能力。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论述,建立了如下的供应商快速反

应能力指标评价体系: ( 1)历史绩效; ( 2)质量; ( 3)响应速

度; ( 4)生产能力; ( 5)技术能力; ( 6)财务状况; ( 7 )管理水

平 [ 3]。

陈世良提出了基于零售商感知的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

构面的划分方法,将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划分为运用信息技

术能力、实体配送能力与快速响应服务能力三个构面 [ 1]。并

对其他学者已经研究的快速反应能力指标 ( Enuju﹑ K in-

cade& Do ris, F ior ito﹑ Susan﹑ M ay& E leano r)在零售商感

知维度下再分类,这种分类是非常成功的, 只有小部分供应

商快速反应能力指标无法与这三个风险维度相联系。将技

术指标、配送指标和服务指标结合起来考虑, 充分体现了现

代供应 ) 零售渠道的特点与处于高度竞争中零售商的需求。

二  数据与方法

(一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择了北京、上海、长沙、临沂、昆明等五个城市的

20多家大型电脑城对电脑产品零售商进行问卷调查。这些

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涵盖了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

区,在地域范围上涵盖了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 具有较强



的代表性。我们对这些城市的电脑产品零售商进行研究, 可

以检验我们提出的概念模型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我们在

5个城市共发放问卷 270份, 问卷现场发放, 在电脑零售商

填完后当场收回, 收回有效问卷 228份, 有效率 84. 4% ; 同

时, 通过电子邮件调查了 50家大型电脑零售商, 收回有效问

卷 4份,有效率 8% ,共计问卷 232份。数据获取时间跨度为

2008年 2月 24日至 2008年 5月 10日, 共两个半月。

数据样本分布: 上海 20. 7% ,长沙 26. 7% , 北京 19. 0% ,

临沂 14. 7% , 昆明 17. 2% , 其他 (电子邮件 ) 1. 7% ;公司成立

2年以下 (含两年 )占 12. 1% , 3- 5年 37. 9% , 6- 10年 40.

5% , 11年以上 9. 5% ; 供应商数量 2家以下 (含 2家 ) 21.

1% , 3- 5家 33. 6% , 6- 10家 38. 8% , 11家以上 6. 5% ; 年营

业额 200万以下 20. 3% , 201 - 500万 35. 8% , 501 - 1000万

34. 1% , 1001万以上 9. 8%。

(二 )问卷设计。问卷内容包括 13个标识变量, 4个背

景变量, 对应问题共计 17个。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涉及运

用信息技术、实体配送和快速回应服务三个构面, 但这三个

构面都是无法直接度量的潜变量,需用多个可观测指标间接

度量。关于测量指标有不少学者 (如 F iorito﹑ Susan﹑ M ay

& E leano r, Enu ju﹑ K incade& Do ris)作了研究,已比较成熟,

本研究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和供应 ) 零售渠道的

特点对变量的测量指标进行了重新设计。表 1仅为用于正

式研究数据分析的 13个测量指标。量表采用了 L ikert 5级

量度。

(三 )分析方法。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研究涉及的变量

具有主观性强、难以直接度量、度量误差大等特点, 在数据分

析时采用多元回归等传统方法效率低、效果不理想。结构方

程建模 ( SEM )是一种将多元回归和因子分析方法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以自动评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果关系的多元统

计分析技术。它与多元回归有相似的用途, 但功能更强大,

是复杂条件下数据分析的一个理想工具 [4]。因此,本研究选

择其作为样本数据的分析工具, 所用软件为 L isrea l8. 70完全

版。在对测量模型的拟合度进行评估时, 主要选取以下指

标:拟合优度的卡方检验 V 2、近似误差的均方根 RESEA、标

准化残差均方根 SRMR、规范拟合指数 NFI、不规范拟合指数

NNFI、比较拟合指数 CFI、增长拟合指数 IF I、拟合优度指数

GFI、简约规范拟合指数 PNFI、简约拟合优度指数 PGFI。

表 1 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量表的测量指标

  运用信息技术能力 实体配送能力 快速响应服务能力

  Q 1优惠的反馈系统 Q6 实施快速供货且效果好 Q10提供多样化供货选择

  Q 2良好的基本交易系统 Q7 完整的送货整合系统 Q11分享产品及技术信息

  Q 3物流配送电脑化 Q8 完善的补货系统 Q12快速订单处理能力

  Q 4共同发展客户服务计划 Q9 供货可靠、准确 Q13快速维修服务

  Q 5提供产品信息能力

三  数据分析

参照 Ande rson和 Gerbing提出的量表检验流程 [ 5] , 整理

回收问卷后, 先运用内部一致性 C ronbach. sA系数、单项对

总项 ( Item to Tota l)相关系数和组成信度 ( CR )等指标检验

测度工具的信度。接着运用 L ISREL8. 70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 CFA )技术分别检验量表的会聚效度与区分效度 ,以确定各

潜在变量测量指标的测度的正确性。

(一 )信度检验。信度检验最常用方法是估计量表的

Cronbach. sA系数, 本文采用 SPSS13. 0软件进行计算, 它的

可接受的水平为 0. 70。表 2显示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量表

整体的 Cronbach. sA系数为 0. 892,运用信息技术、实体配送

和快速回应服务三个构面的 Cronbach. sA系数分别为 0.

826、0. 838、0. 835, 都超过了 0. 7这一最低可接受水平, 且分

项对总项的相关系数最低为 0. 567, 远大于 0. 4可接受水平,

删除任何题项后的 Cronbach. sA系数也无显著提高。表 3

显示商店印象及其构面的组成信度都大于 0. 7这一最低接

受标准。综合上述指标来看, 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较高, 信度较好。

(二 )效度检验。汇聚效度可以从标识变量的因子载荷

系数的显著程度 ( T值 )和潜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 ( AVE )

判断 [ 6]。各题项的因子载荷最低为 0. 64, 都大于 0. 5这一

最低可接受标准, 且 T值在 8. 70到 10. 86之间, T值都达到

显著性水平。潜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表示某一个潜变量

对所属的标识变量所解释的变异百分比, 0. 50以上是理想

的标准 [ 6]。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的三个构面及总体的平均

变异抽取量在 0. 492到 0. 567之间,除运用信息技术能力构

面的平均变异抽取量稍低于 0. 5外,其余构面的平均变异抽

取量都在 0. 5的理想水平以上。这表示包含 3个构面的供

应商快速反应能力量表的会聚效度较高。供应商快速反应

能力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3。

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三个构面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4。

这四个构面的相关系数 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 ( 0. 58, 0.

78)、( 0. 46, 0. 70)和 ( 0. 52, 0. 72)都不包括 1, 说明这三个

构面是不同的概念, 这体现出运用信息技术、实体配送和快

速回应服务三个构面之间存在较高的区分效度。

二阶验证性 ( CFA )模型包括测量模型和二级潜在因子

模型。前者 13个测量指标代表 3个潜在因子, 每一测量指

标被假设只能负荷于其中的一个潜在因子上, 由此构成快

速反应能力结构;后者检验以上 3个潜在因子能否由单一的

二级潜在因子所解释, 即运用信息技术、实体配送和快速回

应服务三个构面是否是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的构成部分。

在模型的拟合度指标中, V 2 /d f= 76. 98 /62 = 1. 24, NF I= 0.

97、NNFI= 0. 99、CFI= 1. 00、IF I= 1. 00、GFI= 0. 95接近或超

过 0. 9的理想水平; PNF I= 0. 77> 0. 5、PGFI= 0. 65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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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R = 0. 039< 0. 08、RM SEA = 0. 032低于 0. 06的理想标

准。这充分显示出该二阶验证性因子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

度。上面的检验结果显示,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是运用信息

技术能力、实体配送能力和快速响应服务能力的高阶因子。

表 2 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量表的信度分析

指标 分项对总项的相关系数 删除该题项后的 A系数 C ronbach. s A

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 - - - - 0. 892

运用信息技术能力 - - - - 0. 826

Q1 0. 640 0. 786

Q2 0. 649 0. 783

Q3 0. 678 0. 775 - -

Q4 0. 574 0. 804

Q5 0. 567 0. 807

实体配送能力 - - - - 0. 838

Q6 0. 661 0. 799

Q7 0. 688 0. 788 - -

Q
8 0. 679 0. 791

Q9 0. 654 0. 802

快速响应服务能力 - - - - 0. 835

Q 10 0. 611 0. 815

Q 11 0. 712 0. 771 - -

Q 12 0. 673 0. 789

Q 13 0. 670 0. 791

表 3 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量表的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指标
因子载荷

(K或 C)
T值

衡量误差

( E或 N)

组成信度

( CR )

平均变异抽取量

(AVE )

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 - - - - - - 0. 770 0. 528

运用信息技术能力 0. 72* * 10. 68 0. 48 0. 828 0. 492

Q1 0. 71b - - 0. 50

Q2 0. 73* * 9. 86 0. 47

Q3 0. 77* * 10. 33 0. 40 - - - -

Q4 0. 65* * 8. 82 0. 58

Q5 0. 64* * 8. 70 0. 59

实体配送能力 0. 79* * 11. 59 0. 37 0. 840 0. 567

Q6 0. 75b - - 0. 44

Q7 0. 76* * 10. 86 0. 42 - - - -

Q
8 0. 75* * 10. 75 0. 43

Q9 0. 75* * 10. 66 0. 44

快速响应服务能力 0. 66* * 9. 79 0. 56 0. 836 0. 561

Q 10 0. 70b - - 0. 52

Q 11 0. 79* * 10. 37 0. 37 - - - -

Q 12 0. 75* * 9. 98 0. 43

Q 13 0. 65* * 9. 97 0. 43

  注: b设为固定值; * * 表示 P < 0. 05;因子载荷为标准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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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量表三个构面的相关系数

构面 运用信息技术能力 实体配送能力 快速响应服务能力

运用信息技术能力 1. 00* - - - -

0. 68*

实体配送能力 ( 0. 05 ) * * 1. 00 - -

13. 60* * *

0. 58 0. 62

快速响应服务能力 ( 0. 06) ( 0. 05 ) 1. 00

10. 18 11. 43

  注: * 为相关系数; * * 括号内为标准差; * * * 为 T值

四  结论及对企业的现实意义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基于零售商感知风险的快速反应能

力的运用信息技术、实体配送和快速回应服务三个构面是合

理的; 通过我国零售商的数据检验,供应商可以用该量表来

测度零售商感知到的供应商快速反应能力。

本研究所建立的分析模型是零售商感知的供应商评比

模型, 可以了解各个衡量项目对衡量快速反应能力的因素负

载。若将该因素负载视为衡量的权重,则依据各个项目的权

重, 可将快速反应能力作一个排名与评比 (在实际评量时,可

根据各题目所得之分数乘上该题目之权重, 即是因素负荷

量 )。如此可以了解各个供应商在快速反应能力三个构面的

分数高低和整体快速反应能力的高低,给落后的供应商提出

改进建议, 并借此来提升其快速反应能力。同时在实际评比

供应商时, 使落后的供应商有改进的方向,快速反应能力好

的供应商可以与客户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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