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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供应链创新在改善供应链运作流程、提高供应链效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ꎬ厘清与供应链创新有关文献的发展脉络ꎬ
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分析该研究领域ꎮ 基于此ꎬ以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和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中以“供应链”和“创新”为标题的论文为样本ꎬ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软件ꎬ梳理了国内外供应链创新的现状、研究热

点和前沿趋势ꎮ 分析发现:国内外期刊文献发文量呈上升趋势ꎬ虽然国内对于供应链创新的关注度大于国外ꎬ但是存在作者

合作频率低ꎬ研究机构较为分散的情况ꎻ国内外供应链创新在研究热点、研究趋势和应用场景上存在显著差异ꎮ 总结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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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全球化进程ꎬ全社会都

开始探索供应链在企业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中的

重要作用ꎮ 供应链不再仅仅局限于单个的价值链ꎬ

而是由各个价值链组成的复杂的网络系统ꎮ 突破

传统的供应链理念ꎬ整合有关资源不断进行供应链

网络创新刻不容缓ꎮ 供应链创新是供应链管理和

创新管理 ２ 个领域的知识融合ꎮ 近年来ꎬ我国相继

发布相关文件、开展有关活动ꎬ深入推动供应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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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创新、模式创新、方法创新和应用ꎮ 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在“２０１７ 中欧全球供应链高
峰论坛”的发言中提到以下几点:首先ꎬ中国传统的
发展方式是一种粗制、封闭的模式ꎬ生产组织方式
在品种、批量和可见性等方面都要较大的成本投
入ꎻ其次ꎬ中国供应链的创新与发展应当与时俱进ꎻ
最后ꎬ现代供应链的目标应该在传统供应链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创造新价值、新财富和新动
能ꎮ 可见ꎬ有关供应链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正受
到广泛的关注ꎮ

肖美丹等[１]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国内有关“供应链
创新”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回顾ꎬ但尚未有文献针
对国内外供应链创新进行对比研究和分析ꎮ 因此ꎬ
我们利用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７.Ｒ２ 进行文献计量分析ꎬ
拟通过其了解国内外当前“供应链创新”的研究现
状以及对国内外研究趋势进行比较分析ꎬ以此对供
应链创新布局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ꎮ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均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以及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收集ꎮ 搜索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搜索时间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ꎬ
所有文献均以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 格式导出到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７.Ｒ２
软件处理ꎮ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选择 ＷｏＳ 核心文
集ꎬ确定检索的方法为:限定篇名为“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
以及“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最终得到 ２１２ 篇文献ꎮ 其中发文
量前 ５ 的外文高水平期刊分别是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４
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１
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７
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７
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５ 篇)ꎮ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选择北大核心和 ＣＳＳＣＩ 核
心论文ꎬ得到 ４６６ 篇论文ꎬ对检索结果反复检查ꎬ删
除书评、会议通知、新闻以及与供应链创新无关的
文献ꎬ最终得到 ４４８ 篇文献ꎮ 其中发文量前 ６ 的中
文高水平期刊分别是«科研管理» (６ 篇)、«中国工
业经济»(２ 篇)、«科学研究» (２ 篇)、«南开管理评
论»(１ 篇)、«中国软科学» (１ 篇)、«管理世界» (１
篇)ꎮ 通过国内外核心论文数量和高水平期刊的发
文量对比可以看出ꎬ虽然国内有关供应链创新的核
心论文数量高于国外ꎬ但是在高水平期刊上的发文
量远低于国外ꎬ说明国内对于“供应链创新”的研究
深度还有待提高ꎮ
１.２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法的应用之一体现在文献信息的搜

索环节上ꎬ此外ꎬ也可以用于研究某一学科的发展

现状和特点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ꎬ以此

提出新的研究方向[２]ꎮ 目前最常用的文献计量软

件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教授陈超美开发的可视

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ꎮ 但是ꎬ由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无法直

接识别从 ＣＮＫＩ 数据库导出的数据ꎬ因此需要对其数
据专门进行格式化转换ꎮ 通过绘制关键词共现图、机
构合作图、作者合作图等来显示研究领域的时区布局

和热点趋势ꎬ以及节点大小和网络连接等其他元素ꎮ
由于其操作简单、可视化清晰ꎬ该分析工具已成为学

术界研究热点或趋势的有效工具之一[３]ꎮ

２ 研究现状分析

２.１ 发文趋势

从国内外供应链创新文献总量来看(数据选取
从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ꎬ如图 １ 所示ꎬ２０１０
年以来总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ꎬ处于蓬勃发展期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６ 年以后发文量明显增加ꎻ从国内外供应

链创新发展阶段来看ꎬ国内外供应链创新的研究经

历了缓慢增长和快速增长 ２ 个阶段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发文数量趋势较平稳ꎬ可能是因为关于供应链创

新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ꎬ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是

国内外供应链创新研究的第 ２ 阶段ꎬ国内外期刊对
供应链创新的关注度呈高速增长趋势ꎬ上升幅度较

大ꎬ且在 ２０２０ 年发文数量达到最大化ꎮ 国内外

２０２１ 年前 ４ 个月的发文数量分别是 １９ 篇和 １５ 篇ꎬ
可以预测有关供应链创新的研究会持续热化ꎮ

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 ＷｏＳꎬＣＮＫＩ 论文发表数量及趋势　
２.２ 发文机构分析

首先ꎬ就国内机构而言ꎬ从一级机构来看ꎬ发文
数量较多的主要有天津大学(１１ 篇)、山东大学(１０
篇)、重庆大学(９ 篇)、中国人民大学(８ 篇)、复旦大

学(７ 篇)、东北大学(６ 篇)和哈尔滨工程大学(６
篇)ꎬ它们形成了国内供应链创新的主要机构ꎮ 在

所有的发文机构中ꎬ以天津大学为首ꎬ联合天津工

业大学等形成国内供应链创新最大的研究团体ꎬ其
次是山东大学与山东师范大学等形成的研究团体ꎮ
从二级机构来看ꎬ供应链创新究主要集中于理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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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综合性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院ꎬ倾向于实证和

理论研究ꎬ只有少数机构专门从事优化模型的建

立ꎬ如山东大学数学学院ꎮ 其次ꎬ发文量最多的国

外机构分别是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５ 篇)ꎬ同时ꎬ诸
多国内机构也在国外期刊发表了关于供应链创新

的文章ꎬ 例如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 ( ４ 篇)、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Ｕｎｉｖ(４ 篇)、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Ｄｉａｎｚｉ Ｕｎｉｖ(３ 篇)、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３ 篇)ꎮ 其中ꎬ中心

性排名最高的集群是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ꎬ中心

性为 ７ꎻ第 ２ 个集群是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 为中心形

成的研究团体ꎬ中心性是 ５ꎮ
２.３ 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国内发文量最多的是山东大学孟庆春教授(６
篇)和中国人民大学宋华教授(６ 篇)ꎬ其次是张慧

颖(５ 篇)、徐可(４ 篇)、吴光东(４ 篇)、吉敏(４ 篇)ꎮ
ＣＮＫＩ 中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呈现出“小集中、大分

散”的特征ꎬ国内供应链创新研究已初步形成了 ３
个相对较大的核心研究团队:最大的团体是以张慧

颖、徐可、吴红翠等形成的合作机构ꎬ其研究的主要

方向是技术创新管理、区域创新和知识管理[４－５]ꎬ其
次是孟庆春、张正和万骁乐形成的研究团队ꎬ主要

研究方向是物流与供应链管理[６]、开放式创新[７]ꎬ
以及刘春玲、黎继子和郭君形成的研究团体ꎬ其主

要的研究方向是技术创新与优化[８－９]ꎮ 国外发文量

前 ５ 的作者分别是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ＢｌｏｍｅꎬＭａｒｅｅ Ｓｔｏｒｅｒꎬ
Ｐａｕｌ ＨｙｌａｎｄꎬＪｏｓｅｐｈ ＳａｒｋｉｓꎬＤｏｎｈｅｅ Ｌｅｅꎬ发文量均为

６ 篇ꎮ 从 ＷｏＳ 中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可以看出ꎬ
按中心度排名最高的集群是由 ＲａｅｂｉｌｄꎬＭｏｅｓｔｒｕｐꎬ
Ｍｕｒｉｕｋｉ 等形成的研究团体ꎬ第 ２ 个集群是由 Ｐａｕｌ
ＨｙｌａｎｄꎬＭａｒｅｅ Ｓｔｏｒｅｒ 等形成的研究团体ꎮ

３ 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３.１ 国内研究热点分析

如图 ２ 所示ꎬ在 ＣＮＫＩ 关键词共现网络中ꎬ供应

链创新热点主要围绕“供应链” “供应链金融” “创
新”等展开ꎬ其中心度分别为 ０.６ꎬ０.３６ꎬ０.１８ꎬ中心度

越大ꎬ说明在共现网络中的影响力更大ꎬ是不同研

究领域的重要连接枢纽ꎮ 中心度大于 ０.５ 的节点共

有 １２ 个ꎬ其中“供应链管理”“技术创新”“供应链整

合”“产品创新”等关键词中心度较高ꎬ在整个研究

领域当中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ꎮ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将意思相近或一致的关键词进

行组合ꎬ可以得到关键词聚类图ꎮ 从图 ２ 可知ꎬ聚类

视图可以分为 １２ 个类别ꎬ代表了国内供应链创新的

１２ 个主要研究方向:＃０ “供应链”、＃１ “供应链金

融”、＃２“微分博弈”、＃３“供应链整合”、＃４“供应链
创新”、＃５“供应链集中度”、＃６“闭环供应链”、＃７
“供应链管理”、＃８ “战略性新兴产业”、＃９ “云计
算”、＃１０“顾客价值创新”、＃１１“区块链”ꎮ

图 ２　 ＣＮＫＩ 关键词聚类　
３.２ 国外研究热点分析

在 ＷｏＳ 关键词共现网络中ꎬ在最大的关键词节
点是“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ꎮ 该领域重要的关键词还包括:
Ｉｍｐａｃｔ(影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表现)、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创
新)、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一体化)、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竞
争优势)、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可持续性)、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合
作)、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吸 收 能 力 ) 等ꎬ 其 中
“Ｉｍｐａｃｔ”和“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的频次较高ꎬ具有
明显的桥梁作用ꎮ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生成关键词聚类视图ꎬ一共生成
了 １０ 个集群ꎬ分别是:＃０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ｉ￣
ａｎｃｅ”ꎬ＃１“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ꎬ＃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ꎬ＃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ꎬ＃４“ｃｈａｉ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５ “ ｃｏｓ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６ “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 ７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 ８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ꎬ＃９“ｌｏｗ ｉｎｐｕｔ”(图 ３)ꎮ

图 ３　 ＷｏＳ 中关键词聚类　
３.３ 国内外研究前沿分析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生成关键词时区图和突现词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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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反映研究的变化态势和热点方向ꎮ 根据

ＣＮＫＩ 关键词时区图可知ꎬ随着时间的变化ꎬ国内供
应链创新研究主题在不断变化ꎮ 根据文献关键词

突现图中 １７ 个突现词ꎬ可以发现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ꎬ
供应链创新的研究在不同时间段关注的热点有所

不同(图 ４)ꎮ

图 ４　 ＣＮＫＩ 关键词突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ꎬ主要关注合作创新、供应链协
调、供应链管理、博弈模型以及创新绩效等问题ꎬ突
现强度最大的是合作创新(突现强度值为２.７７)ꎮ 在
供应链管理模式下ꎬ企业间的商业合作可以说是供

应链企业间的合作ꎬ即信息安全知识、资源、原材料
等之间的合作ꎬ实现社会资源间的联系和协同ꎬ使
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绩效达到最优化[１０]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ꎬ重点关注创新绩效、知识共享、
结构方程模型、创新路径、协同创新、“互联网＋”模
式创新、供应链价值、农产品供应链ꎮ 突现强度最

大的是供应链价值(突现强度值为２.６４)ꎮ 单个供应
链企业要想提供优质的顾客价值体验就需要通过

与供应链企业之间进行互动来进行资源交换ꎬ随着
互动以及交换资源的次数增多ꎬ增进了彼此之间价
值观念的了解ꎬ并通过不断调整自身的价值观念来

获得对方的认同ꎮ 这种企业之间的互动会增进双
方共同创造价值的愿意ꎬ使供应链企业之间通过合

作实现价值ꎮ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ꎬ重点关注创新投入、区块链、大

数据和金融科技ꎮ 在这个阶段ꎬ区块链成为供应链
研究的热点(突现强度值为２.９７)ꎬ大数据突现强度

值为 ２.９ꎮ 同时ꎬ创新投入和金融科技的突现强度值
分别为 １.７７ 和 １.６９ꎮ 近年来ꎬ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

展ꎬ对企业的经营模式和业务流程都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ꎮ 其中ꎬ“区块链＋供应链” 不仅可以优化企业
的应收账款融资模式[１１]ꎬ还可以建立共识网络ꎬ使
得产品的信息可追溯[１２]ꎮ

图 ５ 反映了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国外供应链创新领

域研究热点的演进趋势ꎬ根据文献关键词突现图中

１９ 个突现词ꎬ可以发现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ꎬ供应链创

新的研究在国外不同时间段里关注的热点有所

不同ꎮ

图 ５　 国外供应链创新研究热点词突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 国 外 主 要 关 注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ｍａｒｋｅ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等ꎬ强调供

应链知识创新在企业中的应用ꎬ在注重知识基础的

前提下拓展知识的应用领域ꎬ利用知识可以在供应

链中创造卓越的绩效ꎬ但前提是对各种知识要素的

相对重视必须与战略相匹配ꎮ 将外部知识获取与

供应链和产品创新灵活性联系起来ꎬ说明灵活的供
应链网络和信息分配结构在促进外部知识转化为

创新方面的重要性[１３]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ꎬ国外关注重点主要在 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ｃｏｎｔｒａｃｔꎬ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等ꎬ强调技术

开发导向的创新活动涉及新技术技能的创造ꎬ该时
期国外研究更加侧重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ꎬ寻求

企业间的合作伙伴以进行合作创新ꎬ帮助企业建立

竞争优势ꎮ 尤其是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ꎬ企业盈利

能力越来越依赖于其在供应链中的整体竞争力ꎬ而
不是单个企业ꎮ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ꎬ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ｄｒｉｖｅｒꎬ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等成为国外关注的焦点ꎮ 企业
通过适当地匹配可追溯性和供应链协调来实现运

营创新ꎬ从而实现卓越的运营绩效和客户满意

度[１４]ꎮ 研究表明ꎬ组织－组织协同创新、组织－政府

协同创新、组织－机构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有正向

影响[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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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供应链创新的整合研究框架

为了更好地展示供应链创新的研究现状ꎬ通过

对文献的梳理ꎬ构建了如图 ６ 所示的研究框架ꎬ分别

从供应链的风险、理论基础、创新视角和研究前沿

进行阐述ꎮ

图 ６　 供应链创新整合研究框架

４.１ 供应链风险

４.１.１ 财务风险

对供应链金融平台而言ꎬ一方面ꎬ其主要功能

之一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ꎬ但是由于信息不

对称ꎬ无法对融资企业的借款信息和偿债能力有全

面的掌握ꎮ 一旦中小企业无法偿付债务ꎬ供应链金

融平台将会面临违约风险[１６]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平台

自身的规模小、评估体制不完善ꎬ对资金调度不合

理ꎬ将企业资金投入高经营风险和高财务风险的项

目ꎬ也会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ꎮ 就供应链而言ꎬ首
先ꎬ供应链各环节衔接不够有效ꎬ会使得运营成本

提高ꎬ可能会引发资金不足ꎻ其次ꎬ账目处理不规范

也可能会造成财务管理漏洞ꎬ导致资金被挪用[１７]ꎮ
总之ꎬ资金管控是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活动ꎮ
４.１.２ 运营风险

日益复杂的供应链和更高的质量、安全等问

题ꎬ正在将运营风险管理带到研究工作的前沿ꎮ 传

统的供应链只包括了从上游到下游的产品输送ꎬ忽
视了最终产品的利用ꎬ最后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和

环境的破坏ꎬ使企业承担巨大的赔偿额ꎮ 尽管如

此ꎬ为了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ꎬ企业仍会被迫扩大

产品供应并提供高度定制化ꎬ从而给供应链带来高

度不确定性ꎮ 面临高度环境不确定性的公司在供

应中断、生产和交付延迟方面面临越来越高的风

险ꎬ最终导致运营绩效不佳[１８]ꎮ 供应链运营风险增

加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对不确定的地区差异和变

化的了解不足ꎬ最终也会导致供应链中断[１９]ꎮ

４.１.３ 市场风险

当新产品投入市场时ꎬ面对着需求和成本的不

确定性[２０]ꎬ决策者有必要思考采取何种定价策略才

能使收益最大化ꎮ 在采购渠道方面ꎬ若选择单一采

购渠道ꎬ虽然有利于建立规模经济优势ꎬ但是会增

加对供应商的依赖ꎬ一旦供应商不能按时供货或受

到其他因素的影响ꎬ企业将会面临供货危机ꎻ若选

择多采购渠道ꎬ便可以增加对供应商讨价还价的能

力ꎬ但是会降低承诺效用ꎮ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ꎬ
潜在进入者、现存的竞争者和替代品都提高了供应

链的市场风险ꎮ
４.２ 供应链创新内涵及理论视角

４.２.１ 供应链创新内涵

通过对文献梳理和对供应链创新内涵进行溯

源发现ꎬ目前学者们提出的供应链创新都可以追溯

到熊彼特和德鲁克提出的“创新”理论ꎮ 从供应链

视角出发ꎬＢｅｌｌｏ 等[２１]认为ꎬ供应链创新是将信息技

术的发展、新的物流和营销程序结合起来ꎬ以此来

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效率ꎬ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增加收入使利润最大化ꎻＡｒｌｂｊｏｒｎ 等[２２] 认为供应

链创新是引入新产品或新技术使供应链技术、供应

链流程组合发生渐进式或激进式的创新变化ꎬ以促

使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创造ꎮ 显然ꎬ与 Ｂｅｌｌｏ 提出的概

念相比ꎬＡｒｌｂｊｏｒｎ 等更强调供应链创新过程的动态

性ꎬ但都与熊彼特的“创新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的
论点是一致的ꎮ
４.２.２ 供应链创新理论视角

１)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ꎮ 经济学中信息不对

称理论为供应链创新的研究进展提供了理论基础ꎮ
早在经济学理论中ꎬ假设市场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

即市场是出清的ꎬ但赫伯特西宁和肯尼思阿罗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对完全出清的市场提出了质

疑ꎬ认为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ꎬ市场经济存在问题

的原因之一是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２３]ꎮ 在当前全

球经济中ꎬ由于参与者众多ꎬ环节复杂ꎬ信息流动日

益迅速ꎬ使得信息不对称贯穿于整个供应链中ꎬ是
供应链创新的关键问题ꎮ

２)交易成本理论视角ꎮ 交易成本的概念起初

是由科斯提出ꎬ后来又有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４]、张五常[２５]

等学者进一步研究ꎮ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产生交易

成本的原因之一是人的有限理性ꎬ即意味着人的行

为是有限理性的ꎮ 企业决策者由于个人认知知识

水平有限ꎬ缺乏有对有关信息的完备了解ꎬ导致企

业决策失败的风险增加ꎬ进而影响供应链创新ꎮ 交

易成本是指发生在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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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成本ꎬ主要包括事前、事中和
事后产生的成本ꎮ 交易成本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
取决于创新ꎬ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供应链创新
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２６]ꎮ
４.３ 创新视角

运用价值链分析ꎬ本文将企业活动划分为基础
活动和辅助活动ꎬ分别从两个角度探讨供应链创新
内容ꎮ 企业的基础活动包括了生产运营、外部后
勤、市场营销和服务活动ꎬ辅助活动包括了采购活
动、技术开发、人力资源开发和企业基础设施建
设[２７]ꎮ 明确有利于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关键性活
动ꎬ优化价值链系统内各活动之间的联系方式ꎬ可
以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ꎮ
４.３.１ 基础活动创新

在新零售时代ꎬ客户价值不仅受产品价格的影
响ꎬ而且还与创新紧密相关ꎬ例如增值服务和独特
的商业模式[２８]ꎮ 商业模式创新是与价值创造联系
在一起的交易结构ꎬ旨在为顾客等利益相关者创造
价值[２９]ꎬ而大数据环境下的服务创新应是以顾客需
求为中心、以信息技术为桥梁、以挖掘知识服务价
值为目的、以超网络为宏观视角的新服务模式[３０]ꎮ
利用互联网技术ꎬ越来越多的零售商现在转向全渠
道销售ꎬ并采用新技术将商店和网络整合起来ꎬ为
客户提供无缝的购物体验ꎮ 并且设立供应链中心
和物流仓储中心ꎬ保证客户的退换货服务[３１]ꎮ 当零
售商面对需求和供应商服务水平的不确定性时ꎬ可
以通过供应商重复履行订单的能力和在服务中断
后履行订单的能力来确定订单数量ꎬ从而提高盈利
能力[３２]ꎮ
４.３.２ 辅助活动创新

企业在极端中断之后会更多地将数字技术视
为创新的源泉ꎬ对数字化和自动化的兴趣增加ꎮ 国
内外许多企业(如 Ｅｂａｙ、淘宝、中国移动等)相继推
出大数据产品和平台ꎬ通过分析结构化和非结构化
数据ꎬ促进其业务创新和利润增长[３３]ꎮ 印度制造企
业试图将可持续性纳入其供应链创新中ꎬ为管理方
法和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３４]ꎮ 可持续的绿色技术
创新在供应链发展的所有阶段都至关重要ꎮ 每个
阶段的供应链成员都需要投资于可持续的绿色技
术创新研发[３５]ꎮ 同时ꎬ企业通过自主研发供应链管
理系统ꎬ推进管理信息系统建设ꎬ实现企业与供应、
物流等环节的高效沟通ꎬ保证供应链的效率和产品
质量[３６]ꎮ
４.４ 供应链创新研究前沿
４.４.１ 技术创新

全球化、电子贸易、先进技术和新兴生产技术

提高了供应链的效率和附加值ꎮ 其中ꎬ区块链服务

平台的应用ꎬ解决了中小微企业在跨境业务中信息

可信度、虚假融资和重复融资的难题[３７]ꎬ在供应链

金融当中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ꎮ 同时ꎬ利用区块链

可以提升药品、食品等关键产品在供应链中的可追

溯性ꎬ使得真实的信息流动从制造商通过零售商 /
供应商传递给最终用户ꎬ从而获取消费者的信

任[３８]ꎮ 最后ꎬ区块链技术推动票据无纸化ꎬ保证了

链上数据的不可篡改性ꎬ降低了财务风险ꎬ同时也

减少了交易费用ꎮ 可见ꎬ区块链主要是从信息共

享、信息追溯和信任建立 ３ 个方面为供应链创新提

供了思路ꎮ 包括 ５Ｇ、云数据、ＳＡＡＳ 平台等ꎬ都对供

应链的运营起到了技术支持的作用ꎬ提高了供应链

管理决策水平ꎮ
４.４.２ 模式创新

数字化供应链是运用数字化构建供应链体系

架构ꎬ对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首

先ꎬ要树立供应链企业的合作理念ꎮ 供应链企业之

间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ꎬ可以增强市

场力量ꎬ实现资源互补ꎬ分担风险[３９]ꎮ 近年来供应

链金融的创新为改善融资难的困境提供了新的解

决方案ꎮ 供应链金融成为缓解融资约束的关键力

量ꎬ它通过在银行与中小企业成员之间架起沟通和

信任的桥梁ꎬ从而为资金紧张的供应链创造价值ꎮ
其次ꎬ要打造数字化时代的供应链体系ꎬ在传统

ＥＲＰ 的基础上向整个企业的两端延伸ꎬ将核心企业

和节点企业拉通ꎬ运用数字平台ꎬ获得大量数据ꎬ从
而提高产业供应链的信任、效率和效能[４０]ꎮ
４.４.３ 管理创新

管理创新包括业务流程、人力资源和组织结构

的创新ꎬ以及商业环境的支持性变化ꎮ 对于零售企

业ꎬ通过调整管理模式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新的

机遇ꎬ企业要打破固有模式的束缚ꎬ不局限于单个

供应链的协调ꎬ而需要联合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进行

协同创新ꎮ 协同创新和管理创新会互相促进ꎬ从而

推动企业发展[４１]ꎮ 对于跨境电商企业ꎬ由于特殊的

物流体系ꎬ不仅需要考虑生产的批量和需求变动ꎬ
还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国际物流体系ꎮ 企业可以依

托互联网技术ꎬ构建信息共享机制ꎬ保证物流运输

的安全性ꎮ 还应该加强与当地政府的合作ꎬ利用政

府的支持更好地提高物流供应链的稳定性和信

任感[４２]ꎮ
４.４.４ 理念创新

传统的供应链有 ３ 大目标:一是降低成本ꎬ在保

证产品服务和质量的基础上使成本最低ꎻ二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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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给客户的质量ꎬ质量的好坏是衡量供应链本身

的价值ꎻ三是追求均衡生产ꎬ希望每天的产量都能

够平稳、均衡ꎮ 但是在 ２１ 世纪数字时代的今天ꎬ企
业不仅要关注传统的降低成本和保证质量这两大

目标ꎬ还要重视供应链的连续性和弹性ꎬ这对成本

也有重大影响ꎮ 并且考虑到客户的需求变化和客

户的体验ꎬ根据客户的需求和体验来制定满足客户

的产品ꎮ 同时ꎬ让消费者参与到创新过程当中ꎬ以
便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ꎮ 另外ꎬ企业不

能仅限于追求均衡生产ꎬ而是敏捷生产ꎬ敏捷的生

产和计划能力能够应对企业的快速变化和缓解风

险ꎬ以此来反应快速的市场需求ꎮ

５ 结论与展望

５.１ 结论

本文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ꎬ对从 ＷｏＳ 中收集的

２１２ 篇文献和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的 ４４８ 篇文献分别进

行了作者、机构、研究热点和趋势的分析ꎬ并对研究

热点和趋势进行了对比ꎮ 主要结论为:(１)从文献

年代看ꎬ国内供应链创新文献数量在 ２０１６ 年之前远

远多于国外ꎬ２０１６ 年之后ꎬ国外供应链创新文献数

量呈激增趋势ꎬ并在 ２０１９ 年超过国内成为研究热

门ꎮ (２)从作者合作图谱可见ꎬ国外供应链创新作

者之间的合作比国内频繁ꎬ国内作者间的合作研究

较少且没有较大的研究群体ꎬ长期来看不利于供应

链创新的研究ꎮ (３)从研究机构分布看ꎬ国内对供

应链创新的研究形成的团队比国外丰富ꎬ机构之间

的联系更加密切ꎮ 国外的研究群体主要特点是大

分散、小集中ꎮ (４)从研究热点来看ꎬ国内外早期的

研究皆重视知识创新、合作创新ꎮ 强调以市场为导

向ꎬ进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ꎮ “知识创新” “供应链

协调”等都属于相似的关键词ꎮ 但是随着研究的发

展ꎬ国内供应链创新以技术创新为主ꎬ引入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ꎬ考虑大数据分析将怎样

影响供应链创新ꎻ国外以环境导向和过程创新为

主ꎬ强调可持续供应链创新ꎬ即同时追求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目标ꎮ (５)就研究方法而言ꎬ国内外

对此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博弈模型而进行的ꎬ通过

各种模型的构造寻找创新的源泉ꎮ (６)在测量方法

上ꎬ国内主要是通过计算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的专

利数来衡量供应链创新程度ꎬ国外侧重于从技术创

新、流程创新、方法创新等方面衡量供应链创新ꎮ
５.２ 展望

目前学术界对供应链创新已经取得了较多的

成果ꎬ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ꎬ在今后的供应链

创新研究里ꎬ学者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ꎮ
５.２.１ 供应链弹性创新

在这个竞争时代中存在不可预见的变化和高

度的环境不确定性ꎬ为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ꎬ供应

链应该专注于实施动态策略ꎬ以最小的成本获得快

速响应ꎮ 可以通过研究精益和敏捷战略ꎬ提高供应

链的稳健性和弹性ꎮ 同时加强市场导向对敏捷战

略的推动作用ꎬ而质量管理体系作为一种内力ꎬ与
制定精益供应链战略高度相关ꎮ
５.２.２ 供应链可持续性创新

现如今工业活动已对全球环境和人类的生命

健康造成了负面的影响ꎬ正是这种全球负面环境问

题的不断上升ꎬ迫使包括相关的政策专家和环保活

动人士等利益相关者团体呼吁制定越来越严格的

政府法规ꎮ 为了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ꎬ有必要将

可持续性纳入到其运营和供应链中ꎬ对他们的流程、
技术、产品以及商业模式进行优化升级和创新改造ꎮ
５.２.３ 打造数字化的供应链创新系统

２１ 世纪是供应链数字化变革的时代ꎬ若供应链

系统还是基于传统的 ＥＲＰ 系统(企业资源计划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已不再能适应时代发展

的需要了ꎮ 所以要在 ＥＲＰ 的基础上将数字化的供

应链上下游整合起来ꎬ使供应链上下游能够相互贯

通ꎬ实现信息流与业务流程的集成和共享ꎬ最终达

到供应链协同ꎮ

参考文献:
[１] 　 肖美丹ꎬ杨君君ꎬ沙德春.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供应链创新研究进展评述[ Ｊ]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７ꎬ３５(１):

１０２－１１２.
[２] 　 朱亮ꎬ孟宪学.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比较研究[Ｊ]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ꎬ２０１３(６):６４－６６.
[３] 　 肖黎明ꎬ肖沁霖.国内外绿色创新研究进展与热点———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可视化分析[ Ｊ] .资源开发与市场ꎬ２０１８ꎬ３４(９):

１２１２－１２２０.
[４] 　 张慧颖ꎬ徐可ꎬ于淏川.社会资本和供应链整合对产品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实证调查的中介效应模型[Ｊ] .华东

经济管理ꎬ２０１３ꎬ２７(７):１６４－１７０.
[５] 　 张正ꎬ孟庆春ꎬ张文姬.技术创新情形下考虑政府补贴的供应链价值创造研究[Ｊ] .软科学ꎬ２０１９ꎬ３３(１):３９－４４.
[６] 　 万骁乐ꎬ孟庆春.开放式创新驱动的供应链期权价值共创及分配机制[Ｊ] .学习与实践ꎬ２０１７(５):１７－２６.

６１



第 ４ 期 热比亚吐尔逊ꎬ罗俊梅ꎬ赵亚娟ꎬ等:国内外供应链创新研究进展与趋势———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对比分析

[７] 　 刘春玲ꎬ郭君ꎬ黎继子ꎬ等.横向合作下集群式供应链技术创新模式及演变传导路径研究———以浙江宁波海天和海太为

例[Ｊ] .研究与发展管理ꎬ２０１１ꎬ２３(５):５６－６３.
[８] 　 黎继子ꎬ周兴建ꎬ刘春玲ꎬ等.众包供应链创新发展路径分析[Ｊ] .科技进步与对策ꎬ２０１６ꎬ３３(６):１４－１９.
[９] 　 张生玲ꎬ王瑶.国内外绿色金融研究进展与趋势———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可视化对比分析[ Ｊ] .学习与探索ꎬ２０２１(２):

１１０－１１８.
[１０] 　 田红云ꎬ余毅ꎬ王炜杰.柔性价值网情景下供应链企业浅层互动对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Ｊ] .物流科技ꎬ２０２１ꎬ４４

(４):１－６.
[１１] 　 王晓燕ꎬ师亚楠ꎬ史秀敏.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应收账款融资模式探析[Ｊ] .财会通讯ꎬ２０２１(１４):１４１－１４４.
[１２] 　 刘钢.基于区块链构建的供应链溯源探究[Ｊ] .计算机产品与流通ꎬ２０１９(６):９７.
[１３] 　 ＬＩＡＯ ＹꎬＥＲＩＫＡ Ｍ.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ｒ￣

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２０１５ꎬ５３(１８):５４３７－５４５５.
[１４] 　 ＳＨＯＵ Ｙ ＹꎬＺＨＡＯ Ｘ ＹꎬＤＡＩ Ｊꎬｅｔ ａ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ꎬ２０２１ꎬ１４５:１０２１８１.
[１５] 　 ＨＯＮＧ Ｊ ＴꎬＺＨＥＮＧ Ｒ ＹꎬＤＥＮＧ Ｈ Ｐꎬｅｔ ａｌ.Ｇｒ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９ꎬ２４１:１１８３７７.１－１１８３７７.１３.
[１６] 　 郑明轩ꎬ窦亚芹.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的财务风险及其防范研究[Ｊ] .绿色财会ꎬ２０１９(８):１２－１４.
[１７] 　 张海风ꎬ郭玮.供应链制定环节财务风险管理与优化[Ｊ] .财会通讯ꎬ２０１５ꎬ３５:１０５－１０７.
[１８] 　 ＳＲＥＥＤＥＶＩ ＲꎬＨＡＲＩＴＨＡ 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ｒｉｓｋ: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ｉｓｋ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２０１７(１９３):３３２－３４２.
[１９] 　 ＣＨＵ Ｃ ＹꎬＰＡＲＫ Ｋꎬ ＫＲＥＭＥＲ Ｇ 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ｘｔ－ｍ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

ｆｙ ｒｅｇ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ｒｉｓｋｓ[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ꎬ２０２０ꎬ４５:１０１０５３.
[２０] 　 胡新平ꎬ邓腾腾.潜在市场需求不确定下的风险厌恶供应链决策[Ｊ] .工业工程ꎬ２０１４ꎬ１７(３):３３－３９.
[２１] 　 ＢＥＬＬＯ Ｄ ＣꎬＬＯＨＴＩＡ ＲꎬＳＡＮＧＴＡＮＩ Ｖ.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２００４ꎬ３３(１):５７－６４.
[２２] 　 ＡＲＬＢＪＲＮ Ｊ ＳꎬＨＡＡＳ Ｈ ＤꎬＭＵＮＫＳＧＡＡＲＤ Ｋ Ｂ.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２０１１ꎬ３(１):３－１８.
[２３] 　 张莹.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文献综述[Ｊ] .中国管理信息化ꎬ２０１６ꎬ１９(１６):１３５－１３６.
[２４]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Ｏ Ｅ.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ꎬ１９８０ꎬ１(１):５－３８.
[２５] 　 张五常.交务费用的范式[Ｊ] .社会科学战线ꎬ１９９９(１):３－５.
[２６] 　 张晓芹.供应链创新研究述评与展望:内涵、测量与影响机制[Ｊ]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２１ꎬ３８(５):９－２１.
[２７] 　 ＰＯＲＴＥＲ Ｍ 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５.
[２８] 　 ＱＵ Ｊ ＬꎬＨＵ Ｂ ＹꎬＭＥＮＧ Ｃ.Ｊｏｉ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ｔａｉ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Ｊ]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２０２１ꎬ１３(３):１３０９.
[２９] 　 魏炜ꎬ朱武祥ꎬ林桂平.基于利益相关者交易结构的商业模式理论[Ｊ] .管理世界ꎬ２０１２(１２):１２５－１３１.
[３０] 　 张斌ꎬ马费成.大数据环境下数字信息资源服务创新[Ｊ] .情报理论与实践ꎬ２０１４ꎬ３７(６):２８－３３.
[３１] 　 张正荣ꎬ杨金东.跨境电子商务背景下服装外贸企业的价值链重构路径———基于耦合视角的案例研究[Ｊ] .管理案例研

究与评论ꎬ２０１９ꎬ１２(６):５９５－６０８.
[３２] 　 ＢＥＮＤＯＬＹ ＥꎬＮＡＴＨＡＮ ＣꎬＮｉｃｏｌｅ Ｄ.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ｒｅｔａｉ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８ꎬ

３９(１):２６－３７.
[３３] 　 冯芷艳ꎬ郭迅华ꎬ曾大军ꎬ等.大数据背景下商务管理研究若干前沿课题[Ｊ] .管理科学学报ꎬ２０１３ꎬ１６(１):１－９.
[３４] 　 ＧＵＰＴＡ ＨꎬＫＵＳＩ－ＳＡＲＰＯＮＧ ＳꎬＲＥＺＡＥＩ Ｊ.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ꎬ２０２０ꎬ１６１:１０４８１９.
[３５] 　 ＤＵ Ｂ ＳꎬＬＩＵ ＱꎬＬＩ Ｇ Ｐ.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ｆｏｌｌ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Ｊ]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２０１７ꎬ１４(１１):１３５７.
[３６] 　 刘春玲ꎬ袁琳ꎬ郭君ꎬ等.集群式供应链技术创新模式研究———以宁波海天集团为例[Ｊ] .科技进步与对策ꎬ２０１１ꎬ２８(１６):

９－１４.
[３７] 　 ＢＩＣＥＮ ＰꎬＨＵＮＴ Ｓ ＤꎬＭＡＰＨＡＶＡＲＡＭ Ｓ.Ｃｏｏ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ꎬ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２０２１ꎬ１２３:２３－３１.
[３８] 　 ＡＮＪＵＭ ＡꎬＭＡＮＵ ＳꎬＡＬＡＮ Ｓ.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Ｊ] .ＩＥＥＥ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ꎬ２０１７ꎬ４(４):８４－９０.
[３９] 　 ＨＡＤＩ Ｂ ＡꎬＳＩＭＯＮＯＶ Ｋ ＳꎬＪＡＦＡＲ 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Ｂｅｓｔ Ｗｏｒ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Ｊ] .Ｒｅ￣

７１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３５ 卷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ꎬ２０１７ꎬ１２６:９９－１０６.
[４０] 　 窦亚芹ꎬ高昕ꎬ郑明轩.数字供应链金融与科技型企业融资模式创新[Ｊ] .科技管理研究ꎬ２０２０ꎬ４０(８):１１２－１１９.
[４１] 　 吴雅骊ꎬ易婷婷.零售企业协同知识、技术、管理创新与可持续供应链绩效的互动关系研究[ Ｊ] .商业经济研究ꎬ２０２１ꎬ

(１６):１１７－１２０.
[４２] 　 袁斌.跨境电子商务视角下国际物流供应链管理模式构建[Ｊ] .商业经济研究ꎬ２０１６(１８):１０３－１０５.



(上接第 ５ 页)

[１０] 　 ＺＨＡＮＧ Ｂ.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ａ ｎｅｗ ｔａｒｇｅｔ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ｂｉｏ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ｏｔａｎｙꎬ２０１５ꎬ６６
(７):１７４９－１７６１.

[１１] 　 ＹＵ ＸꎬＷＡＮＧ ＨꎬＬＵ Ｙꎬ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ｔｏ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ｏｔａｎｙꎬ２０１２ꎬ６３(２):１０２５－１０３８.

[１２] 　 ＬＩＵ Ｈ ＨꎬＴＩＡＮ ＸꎬＬＩ Ｙ Ｊꎬｅｔ ａｌ.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ｂａｓ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ｔｈａｌｉａｎａ[ Ｊ] .ＲＮＡꎬ
２００８ꎬ１４(５):８３６－８４３.

[１３] 　 ＣＯＶＡＲＲＵＢＩＡＳ Ａ ＡꎬＲＥＹＥＳ Ｊ Ｌ.Ｐｏｓｔ－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ｂｙ ｐｌａｎｔ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Ｊ]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２０１０ꎬ３３(４):４８１－４８９.

[１４] 　 ＢＡＲＲＥＲＡ － ＦＩＧＵＥＲＯＡ Ｂ Ｅꎬ ＧＡＯ Ｌꎬ ＤＩＯＰ Ｎ Ｎꎬ 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ｉｎ ｔｗｏ ｃｏｗｐｅａ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Ｊ] .ＢＭＣ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１ꎬ１１:１２７.

[１５] 　 ＹＡＮＧ ＣꎬＬＩ ＤꎬＭＡＯ Ｄꎬｅｔ ａｌ.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３１９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ｌｅａｆ ｍｏｒｐ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ｃｏｌ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ｉｃｅ(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Ｊ] .Ｐｌａｎｔꎬｃｅｌｌ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２０１３ꎬ３６(１２):２２０７－２２１８.

[１６] 　 ＷＡＮＧ Ｓ ＴꎬＳＵＮ Ｘ ＬꎬＨＯＳＨＩＮＯ Ｙꎬｅｔ ａｌ.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３１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ｃｏｌ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ｓＰＣＦ６ ａｎｄ ＯｓＴＣＰ２１
ｉｎ ｒｉｃｅ(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７ꎬ９(３):ｅ９１３５７.

[１７] 　 ＳＵＮ ＭꎬＳＨＥＮ ＹꎬＹＡＮＧ Ｊꎬｅｔ ａｌ.ｍｉＲ５３５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ｃｏｌ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ｉｃｅ[Ｊ]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ꎬ２０２０ꎬ４０(１):１４
[１８] 　 ＺＨＯＵ ＭꎬＴＡＮＧ Ｗ.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５６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ｓ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ｌ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ｓ[ Ｊ]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ꎬ２０１９ꎬ２９４(２):３７９－３９３.
[１９] 　 ＳＵＮ ＭꎬＹＡＮＧ ＪꎬＣＡＩ Ｘ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ＯｓｍｉＲ４０８ ｉｎ ｃｏｌｄ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Ｊ] .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ꎬ２０１８ꎬ３８(１０):１２０.
[２０] 　 ＳＯＮＧ Ｊ ＢꎬＧＡＯ ＳꎬＷＡＮＧ Ｙꎬｅｔ ａｌ.ｍｉＲ３９４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ａｒｇｅｔ ｇｅｎｅ ＬＣＲ ａｒ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ｃｏｌ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Ｊ] .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ꎬ２０１６ꎬ５:５６－６４.
[２１] 　 ＤＯＮＧ Ｃ Ｈꎬ ＰＥＩ Ｈ Ｘ.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Ｒ３９７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ｐｌａｎ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ｌ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ｔｈａｌｉａ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４ꎬ５７(４):２０９－２１７.

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