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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auto parts, and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inventory control. Moreover,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parts inventory control is still not mature, which leads to the low efficiency of 
the whole supply chain. There are a lot of inventory control model proposed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such as vendor managed inventory (VMI), jointly managed inventory (JMI), manufacturing resource planning 
(MRPII) and collaborative planning, forecasting and replenishment (CPFR). The effect of these methods on 
inventory control and 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such as too much empha-
sis 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ocusing on manufacturing business interests, while ignoring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supply chain, resulting in uneven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this is the long existing problem of 
supply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inventory control of 
auto parts, and hopes to bring a breakthrough in inventor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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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汽车零部件种类众多，在库存控制方面存在很多困难，况且国内零部件库存控制方面发展尚
不成熟，致使汽车零部件整个供应链效益低下。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库存控制管理模型有很多，如供应
商管理库存（VMI）、联合管理库存（JMI）、制造资源计划（MRPII）和合作计划、预测与补给
（CPFR）。这些方法在库存控制与管理上取得效果的同时，也存在很多不足，如过分强调制造企
业，注重制造企业利益，而忽略了供应链上其他成员，导致利益分配不均衡，这也是长期以来供应链
上所存在的问题。本综述以供应链为视角，对汽车零部件库存控研究进行梳理，希望能够给库存控制
研究带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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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汽车零部件具有种类多（达 20000 多种）[1]
，需

求量大的特点，如果汽车零部件库存不能进行很好的

控制，汽车零部件物流成本将会占据汽车行业的大部

分成本，这势必不利于汽车行业的发展。目前对汽车

零部件库存控制的研究，相对于汽车行业的发展比较

滞后，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在库存控制方面存在很多

问题。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库存控制方面的研究比较早，

如 1915年哈里斯就研究如何从经济角度确定最佳库存
数量，并提出“经济批量”模型（Economic Order 
Quantity,EOQ）。1934 年 R.H.Wilson提出了新的经济
批量公式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库存问题的传统认识，

是对库存管理的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结

合企业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需

求预测，库存分类控制，供应链角度库存控制等方面

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1需求预测方面 

周传世和刘永清
[1]
提出的变权重组合预测技术及

周宏和廖雪珍
[2]
提出的 Logit 组合预测技术，通过调

整组合权重提高了预测精度。曾勇等
[3]
研究的多步贝

叶斯信息更新情况下针对不同偏性特征的无偏组合预

测模型，扩展了贝叶斯组合预测模型的已有成果。邹

昊飞等
[4]
建立的基于 GMDH和遗传算法的两阶段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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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组合预测模型，提高了神经网络的全局收敛能

力、速度和预测精度。倪冬梅，赵秋红，李海滨
[5]

等，通过建立基于时间序列分析和多元回归的综合预

测模型，得出在库存决策中，评价预测模型优劣的指

标不应只是预测精度，还应包括基于此预测模型所做

的库存决策的优劣——即库存成本的大小的结论。但

斌，周茂森，张旭梅
[6]
等，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下的

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竞争强度、信息精度和市场波动

对于信息共享价值的影响，得出信息共享能够协调制

造商间的竞争，当竞争强度超过某阈值时，信息共享

产生价值，此时，用两部制补偿协议可激励制造商完

全共享信息；当竞争强度和市场波动均较大时，通过

信息共享激励，分散式决策能够实现比集中式决策更

大的系统预期利润。陈杰等
[7]
，利用高阶多元马氏理

论提出了多产品的预测模型,模型的结论表明，最优
（Q,R,SS）策略受期望需求 E(DK)的取值影响，而产
品需求间关系权数的大小对Ｅ(DK)的取值起着干涉作
用。决策者可以通过需求间的关系权数，深入了解所

销售产品的需求发生转移的情况，并根据最优(Q,R,SS)
策略获取有关的库存信息以制定优化管理的决策。最

后，通过算例分析了该理论的应用并论证了本文提出

的新库存控制策略的有效性。 
Gardner[8]阐述了指数平滑预测方法的研究现状，

强调该方法的经济预测特点以及鲁棒（Robust）特
征，同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与局限性，包括未考虑变

量间的因果关系等。Bates 和 Granger[9]在 20 世纪 60
年代证明，两种无偏的单项预测组合优于每个单项预

测，自此，国内外有关组合预测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

进展。Jeong[10]
等考虑供应链管理对预测的要求，构建

了基于 canonical 遗传算法（CGA）和 guided 遗传算
法（GGA）来确定参数值的线性回归模型。Chandra
和 Grabis[11]将自回归模型应用于供应链多阶段的需求
预测，提出了基于库存管理的物料需求计划预测方

法，以减小订货量的方差，即减轻牛鞭效应。Liang
和 Huang[12]

建立了基于多级代理商的需求预测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有效降低总成本，并缓解

订货量的波动程度。T0．Ng 等[13]
将回归分析与时间

序列组合起来，预测投标价格指数，结果表明，组合

预测的预测效果优于两个模型单独预测的效果。

Cardenas-Barron 等[14]
则基于非线性整数规划理论方法

研究了多产品 EOQ 模型的最优化解，综合考虑生
产、运输、分销等因素。Haksever 和 Moussourakis[15]

提出了混合整数规划的多产品库存优化模型，并利用

分段线性近似法对需求函数进行逼近，从而得出模型

的优解。 

2.2库存分类控制方面 

董鹏，薛建普等
[16]
通过对不同模式库存控制管理

比较分析认为真正影响企业库存的诸多因素之间的关

系不是绝对孤立的，而是“需求—供应”对立的矛盾

统一体，所以对供应、生产、物流方面的平衡管理和

掌控，就变得非常关键。任永泰等
[17]
细分汽车售后配

件的不同价格区间、不同出库频次和所处的不同生命

周期阶段，并分析了相应的库存策略，突破了简单的

ABC 单层体系，更细化、更适于汽车配件的特殊
性，也更易于考核。刘思峰，方志耕等

[18]
，通过针对

牛鞭效应及其时滞成因，基于供应链网络库存的内部

系统动力学机制，构建了含时滞的供应链库存系统状

态转移模型。提出新的基于库存波动状态的动态库存

控制策略，设计出了可以有效抑制牛鞭效应的库存控

制策略。黄旭东，苗瑞
[19]
通过给出订货点、安全库存

和订货量的模型，提出结合客户服务水平的库存

ABC 分类方法。该方法对库存分类的动态维护及库
存控制的实时调整达到了降低库存成本和提高客户服

务水平的目的。 
An Molenaers和 Herman Beats等[20]

提出了基于重

点库存管理的备件分类方法，从多准则分析出发，建

立一个解决多准则决策问题的分类库存管理模型，并

通过案例验证了模型的适用性。Geary S,Disney S 
M,Towill  DR[21-23]

从其社会、经济成因来看，主要有市

场需求变动、信息共享限制、批量采购策略、价格波

动等；从其量化角度来看，主要有牛鞭效应表现的定

性化描述和基于需求信息偏差的定量化描述
[24-25]
。

Pishvaee[26]
等针对牛鞭效应的需求波动成因，提出了

一种鲁棒优化对策。更多的研究则是从供应链中信息

共享价值的角度展开，如 Kelepouris[27]等证实了信息
共享可以降低两阶段供应链系统中的订单波动和上游

企业的库存量。Ouyang[28]
指出，静态库存管理策略作

用下的多阶段供应链系统也可通过信息共享（订单信

息和库存信息）来降低牛鞭效应。此外，优化控制模

型、基于代理商的仿真模型、预测方法等也被用于牛

鞭效应控制策略的设计
[29-31]
。 

2.3 供应链角度库存控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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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华、徐贤浩
[32]
构建了一个网状的供应链模

型，在这个模型中研宄了实现供应链库存成本最小、

最佳订货批量和订货周期的目标。汪云峰、马士华
[33]

提出了由于供应链中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供应链生产

系统中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库存，供应链的集成管理不

仅能够改变这一库存结构，而且可以改善生产管理和

库存之间的关系。谢琨
[34]
提出企业要降低成本，必须

要实行供应链库存管理，随后说明了领士学位论文供

应链库存管理应该实施、等模式，企业在这些模式下

能够达到降低物流成本的目的。刘永爱、李雄伟
[35]
总

结了不同供应链结构、库存体系和它们的使用范围在

近年来研究上的进展。乔佩利，胡宇博
[36]
通过免疫遗

传算法，把时间竞争引入供应链库存控制对供应链多

级库存模型进行改进，设计了基于时间成本的多级库

存控制模型，增加了时间成本并对其进行优化，通过

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型在考虑提前期和订货周期的前提

下可以降低库存总成本。杨怀珍、冯中伟、谢冬美
[37]

研究提出，TPL 参与 VMI，这种模式很好的平滑了牛
鞭效应，提高了供应链成员的收益。肖莉媛和池洁

[38]

指出 TPL 参与 VMI 有助于汽车零配件供应商管理库
存。刘丹等

[39]
研究了有单供应商、单 TPL和两制造商

组成的供应链，在随机需求而没有考虑提前期的情况

下，由供应商和 TPL共同管理库存的情况，采用共同
补货转运策略（Q，r，K）为地理位置相邻的两制造
商供应零部件。对滚动计划型，针对由多供应商、单

TPL 和单制造商组成的供应链，究竟是供应商拥有库
存决策权还是 TPL拥有库存决策权进行了研究。汤中
明

[40]
提出了 TPL拥有库存决策权，TPL通过共享制造

商滚动计划期内的需求量以及制造商线边仓库的库存

信息，综合考虑运输费用以及库存能力的限制进行补

货决策。 

Chitriki Thotappa 等[41]研究了库存最优控制在供
应链中应用的重要性，建模分析了成本的影响规律，

利用所提出的方法，使库存系统得到更加有效的控

制。Wenbo S U[42]采用敏捷供应链库存控制模式来解
决库存控制问题。An Molenaers和 Herman Beats等[43]
提出了基于重点库存管理的备件分类方法，从多准则

分析出发，建立一个解决多准则决策问题的分类库存

管理模型，并通过案例验证了模型的适用性。Bo Li
和 Rui Fang Zhang[44]基于灰色粗糙集理论的库存控制
研究，挖掘备件分类准则，以期达到对备件进行有效

管理的目的。Kelei Yang[45]通过对备件特点的比较，

对备件进行分类库存控制，并用该方法对某一车辆生

产厂的库存控制模型进行了优化。Ruud H.Teunter 等
[46]研究了在 ABC 分类控制下的服务水平和库存成本
优化问题。Wen Feng 和 Tian Zhijun[47]基于供应商管
理库存（VMI）的基本原则，将供应商管理库存
（VMI）应用于汽车零部件供应链中，建立由第三方
提供协助物流的供应商管理库存（VMI）运作模式。
Zimmer 和 Kirstin[48]研究了供应商和生产商之间具有
不确定 JIT 交货下的供应链协同问题，建立基于惩罚
和奖励两协同机制，实现了在协同企业之间供应链成

本的柔性分配。Dan Jin[49]建立了一个基于系统动力
学的钢铁企业共同管理库存（JMI）的动态模拟模
型，通过对 JMI 的优化作业和供应链的“牛鞭效应”
的定量分析，总结了在钢铁企业的供应链中 JMI 的可
行性和优越性。 

3 结论 

通过前文综述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外很多学者对

库存控制问题进行研究，但对汽车零部件库存控制问

题的研究内容还主要集中于备件库存，而以整个供应

链为视角的汽车零部件库存控制研究较少。并且在目

前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从制造企业的利益入手，导致

汽车零部件各环节存在严重摩擦。 
虽然 TPL&VMI模式能够提高汽车零部件物流的

整体效益，但是在供应链各环节的利益协调方面仍然

存在很大问题。国内外文献中对 TPL&VMI模式下供
应链各成员利益协调方面相关的研究还比较少，这是

一个有待突破的重大问题。 
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汽车零部件库存控制的

研究可以从三元视角出发，着眼于 TPL&VMI相结合
的研究，对供应链集成机理、绩效评价以及利益分配

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而使汽车零部件各环节存在

的摩擦得以平滑，提高供应链效益和各环节的协调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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