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4 06 02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课题资助项目(GL1006)
作者简介:黄桂红(1966—),女,教授,E-mail:hghzhy@163.com.

第34卷 增刊2
2014年10月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Transactionsof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
Vol.34 Suppl.2
Oct.2014

企业价值视角下基于网络分析法的
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

黄桂红, 张小玲
(赣南师范学院 商学院,江西,赣州 341000)

摘 要:从企业价值理论的新视角,将当前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将短期目标与长期发展相结合,从绿色供应链企业

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环保5个方面构建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的一级指标指标体

系,并包括22个二级指标.结合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为多目标、多准则决策问题的实际,应用网络分析法(ANP)

进行绩效评价,并通过SuperDecisions(SD)软件进行权重的辅助计算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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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EvaluationofGreenSupplyChainfromthe
PerspectiveofEnterpriseValueBasedon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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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anewperspectiveoftheenterprisevaluetheory,combiningthecurrentinterest
andthelong-termbenefitandintegratingtheshort-termgoalandthelong-termdevelopment,the
indexsystem wasbuilttoevaluatetheperformanceofenterprise’sgreensupplychain,which
includestheprimaryindicatorofenterprise’sprofitability,growthability,abilitytoresistrisk,

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 green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22secondaryindicators.
Consideringthegreensupplychainperformanceevaluationasthemulti-criteriadecisionproblem,

analyticnetworkprocess(ANP)wasusedtoevaluatetheperformance,andsuperdecisions(SD)

softwaretocalculateit’swe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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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

上转变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在供应链管

理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中,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使得低碳经济观念的不断渗透,绿色供应链管

理模式成为必然,并成为跨组织环境成本管理的有

效手段之一.绿色供应链的绩效评价是绿色供应链

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科学、准确地对绿色供

应链绩效评价,不仅可以分析出影响绿色供应链系

统运行效率的瓶颈,从而优化绿色供应链的整个流

程,还为绿色供应链的优化改进提出有益的意见,最
终改善整个绿色供应链的整体绩效.有效的绩效评

价是推动绿色供应链发展的关键.
本研究在研究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基础上,综合

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绿色供应链的评价指标体系

成果,遵循系统全面、简明科学、稳定可比、灵活可操

作等原则;根据企业价值理论从企业的盈利能力、成



长能力、抗风险能力、绿色环保方面和可持续发展

5个方面构建绿色供应链企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对绿色供应链企业进行绩效评价.

1 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

1.1 企业价值的构成与内涵

综合相关文献,企业价值的内涵可以体现在以下

5个方面: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的成长能力、企业的

抗风险能力、企业的环境保护方面和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企业的盈利能力决定企业在从事经营活动

中能否赚取利润并维持企业持续、稳定经营以及发展

的能力;企业的成长能力表现为企业适应环境,通过

学习,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与规模的能力;企业的抗风

险能力则是面临危机时的应付能力,可以衡量企业的

健康程度、资本状况以及财务状况;企业的环境保护

能力主要体现在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减少资源使用,
对废弃资源有效回收再利用的能力;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主要表现为通过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员工的培

养和发展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综上所述从企

业价值的视角去评判供应链的绩效能更加系统、全
面、客观,对企业具有确实的指导意义,对供应链的运

营具有更强的指导与管理作用[16].
1.2 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ANP理论,构造了基于企业价值的绿色

供应链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下.
① 盈利能力B1:总资产报酬率C1;净资产收益

率C2;销售净利率C3;销售毛利率C4.
② 成长能力B2:产品合格率C5;客户满意率

C6;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C7;固定资产增长率C8;
市场占有提高率C9.

③ 抗风险能力B3:资产负债率C10;流动比率

C11;产权比率C12;已获利息倍数C13;速动比率C14.
④ 环境保护能力B4:能源消耗比率C15;环境

违规比率C16;废弃物回收利用率C17;环保资金投

入率C18.
⑤ 可持续发展 B5:研究开发的投入回报率

C19;科研人员比重C20;新产品收益率C21;科研投资

率C22.

2 基于ANP的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2.1 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根据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作者对某实

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企业进行调查和分析.按照网

络分析法原理,借助 SuperDecisions软件,按表

1建立的ANP结构模型.

表1 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权重

Tab.1 Indexsystemofgreensupplychainperformanceeval-
uation

系数 指标名称 局部权重 全局权重

WB

WB1

WB2

WB3

WB4

WB5

B1 0.46100
B2 0.25100
B3 0.14100
B4 0.08700
B5 0.06000
C1 0.28600 0.13184
C2 0.40300 0.18578
C3 0.22100 0.10188
C4 0.09000 0.04149
C5 0.05000 0.01255
C6 0.09400 0.02359
C7 0.38500 0.09663
C8 0.15500 0.03890
C9 0.31600 0.07931
C10 0.46753 0.06592
C11 0.22078 0.03113
C12 0.16084 0.02267
C13 0.08791 0.01239
C14 0.06294 0.00887
C15 0.59000 0.05133
C16 0.22600
C17 0.09200 0.00800
C18 0.09200 0.00800
C19 0.45000 0.02700
C20 0.09100 0.00546
C21 0.32700 0.01962
C22 0.13200 0.00792

再分别以控制层的5个准则V={v1,v2,v3,

v4,v5}为判断标准,将元素集的指标两两比较.根

据专家意见建立判断矩阵,以一致性检验结果判断

矩阵能否接受,最终由加权超矩阵和极限矩阵确定

各二级和三级指标的权重.
经一致性检验,结果为0.0020<0.1000,这是

该二级指标两两关系判别矩阵的一致性检验结果,
表明该判别矩阵是可以接受的.

将每个二级评价指标和三级评价指标所对应关

系的判断矩阵分别输入SuperDecisions软件中,通
过一致性检验后,得到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的

权重大小,如表1所示.表中可见,权重最大的是盈

利能力和成长能力,其权重分别为0.461和0.251;
其次是抗风险能力,权重为0.141;最后为环境保护

方面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方 面,权 重 分 别 为0.087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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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这充分反应了我国企业管理的现状,十分重

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这些相关财务指标,
而相对于环境保护方面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指标的

重视,都亟待加强.
2.2 对评价指标的模糊综合评价

基于问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以及有关专家的建

议,对该企业绿色供应链绩效指标中的各项三级指

标进行评判打分.确定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第一层

因素级的评价集为

V=(v1,v2,v3,v4,v5)={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一般重要,不重要,完全不重要},

测量标度向量为H=[5 4 3 2 1].通过问卷

调查,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得到各子因素集的

评价结果.
2.2.1 确定单个指标的隶属度

根据结果,确定各指标的隶属度,例如C1 总资

产报酬率的隶属度的确定:20份有效调查问卷对该

指标评价情况是:10人评价非常重要,6人评价比较

重要,3人评价一般重要,1人评价不重要,0人评价

完全 不 重 要.则 各 评 语 的 模 糊 隶 属 度 分 别 为

10/20=0.5,6/20=0.3,3/20=0.15,1/20=0.05,

0/20=0.按照此方法得到指标的隶属度,如表2.

表2 各个指标及隶属度的各指标值

Tab.2 Theweightofevaluationindexandthemembership
degreeofeachindex

指标
名称

权重

B1 0.4610

B2 0.2510

B3 0.1410

B4 0.0870

B5 0.0600

局部
指标

权重
结果

v1 v2 v3 v4 v5
C1 0.28600 0.50 0.30 0.15 0.05 0
C2 0.40300 0.55 0.35 0.10 0 0
C3 0.22100 0.80 0.15 0.05 0 0
C4 0.09000 0.75 0.15 0.05 0.05 0
C5 0.05000 0.60 0.30 0.10 0 0
C6 0.09400 0.65 0.25 0.05 0.05 0
C7 0.38500 0.50 0.25 0.20 0.05 0
C8 0.15500 0.40 0.50 0.05 0.05 0
C9 0.31600 0.40 0.45 0.15 0 0
C10 0.46753 0.60 0.25 0.1 0.05 0
C11 0.22078 0.30 0.30 0.25 0.15 0
C12 0.16084 0.25 0.30 0.4 0.05 0
C13 0.08791 0.30 0.30 0.30 0.10 0
C14 0.06294 0.20 0.25 0.50 0.05 0
C15 0.59000 0.15 0.20 0.50 0.15 0
C16 0.22600 0.10 0.25 0.65 0 0
C17 0.09200 0.25 0.25 0.40 0.1 0
C18 0.09200 0.10 0.20 0.50 0.20 0
C19 0.45000 0.15 0.20 0.65 0 0
C20 0.09100 0.20 0.15 0.50 0.15 0
C21 0.32700 0.30 0.20 0.40 0.10 0
C22 0.13200 0.25 0.25 0.35 0.15 0

2.2.2 各级指标的权重系数

由表2可知,该企业2级指标权重系数如

WB=
[0.4610 0.2510 0.1410 0.0870 0.600];

  3级指标权重系数,如WB1
为

WB1=[0.2860 0.4030 0.2210 0.0900 0],

  WB2
,WB3

,WB4
,WB5

可查表2得.
2.2.3 确定评语集矩阵

S=[100 80 60 40 0].
2.2.4 求出评判矩阵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计算,根据已知的盈

利能力权重WB1,用加权平均型的 M(·,+)算子对

B1 盈利能力各指标隶属度R1 进行模糊运算,得到

R1 的综合评价向量B1 为

B1=WB1R1=
[0.2860 0.4030 0.2210 0.090 0]×

0.50 0.30 0.15 0.05 0
0.55 0.35 0.10 0 0
0.80 0.15 0.05 0 0
0.75 0.15 0.05 0.

æ

è

ç
ç
ç
çç

ö

ø

÷
÷
÷
÷÷

05 0

=

[0.6089 0.2735 0.0987 0.0188 0].
  同理求出综合评价向量B1~B5,分别为:

B2=WB2R2=
[0.4720 0.3544 0.1418 0.0317 0],

B3=WB3R3=
[0.4259 0.2734 0.2241 0.0764 0],

B4=WB4R4=
[0.1433 0.2159 0.5247 0.1161 0],

B5=WB5R5=
[0.2168 0.2020 0.5150 0.0661 0].

  得出总隶属度为R,如表3所示.

表3 总隶属度的值(R)

Tab.3 Thevalueoftotalmembership(R)

评价指标 v1 v2 v3 v4 v5
B1 盈利能力 0.6089 0.2735 0.0987 0.0188 0
B2 成长能力 0.4720 0.3544 0.1418 0.0317 0

B3 抗风险能力 0.4259 0.2734 0.2241 0.0764 0
B4 环境保护 0.1433 0.2159 0.5247 0.1161 0

B5 可持续发展 0.2168 0.2020 0.5150 0.0661 0

总评价矩阵

A=WBR=
[0.46100.25100.14100.0870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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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89 0.2735 0.0987 0.0188 0
0.4720 0.3544 0.1418 0.0317 0
0.4259 0.2734 0.2241 0.0764 0
0.1433 0.2159 0.5247 0.1161 0
0.2168 0.2020 0.5150 0.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0661 0

=

[0.4847 0.2845 0.1892 0.0414 0].
2.2.5 评价结果

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的综合得分为

M=SA=84.2499.
  二级指标的综合绩效评分为:

B1 盈利能力:M1=SB1=89.452;
B2 成长能力:M2=SB2=85.335;
B3 抗风险能力:M3=SB3=80.9769;
B4 环境保护:M4=SB4=67.728;
B5 可持续发展:M5=SB5=71.39.
计算结果参照《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规则》,实

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后企业的整体绩效改善情况

认为:如果M>70,说明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能够

提高企业的绩效;如果 M≤70,说明实施绿色供应

链管理没有提高企业绩效,应当对评价结果进行具

体分析,查找得分低的因素并且探讨改进方案.
2.3 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的计算,绿色供应链的整体评价分数

值为:84.2499,根据以上的评价标准可知,该企业

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后的企业绩效评价为良好,该
结果显示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能够改善企业的

总体绩效.也可以从各个评价角度分析.盈利能力

的分数为:89.452;成长能力的分数为:85.335;抗风

险能力的分数为:80.9769;环境保护方面的分数

为:67.728;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分数为:71.39.
分析上述指标的得分,可以看出:企业绿色供应

链的整体绩效还可以进一步得到改善,通过改进绿

色环保方面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绩效可以提高绿色

供应链的整体绩效.例如:如果要改进环境保护方

面的绩效,先分析计算环境保护方面的各指标得分

情况,并按一定顺序进行排序.通过计算可知绿色

供应链的环境保护方面中的环保资金投入率评价值

较低,因此该供应链应采取相关有用措施来改进其

环保资金投入率,这样在很程度上可以提高绿色供

应链环境保护的绩效.其他指标层方面的分析方法

同上.

3 结 论

随着政府和企业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加强,对

绿色供应链企业绩效评价已成为必然趋势.实施绿

色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

率、减少资源消耗、降低制造成本,因此,绿色供应链

的管理绩效评价是一种战略经营决策,使企业无论

从经济社会方面,还是从环境方面都受益很大.本

文基于企业价值理论即从企业的盈利能力、成长能

力、抗风险能力、绿色环保方面和可持续发展5个方

面构建绿色供应链企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

于ANP进行绩效评价的实证分析.对企业的绿色

供应链的管理绩效评价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模型与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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