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现代科技研究 第 5 卷 第 4 期 2025 年 

 127

企业供应链中断危机的应对处理策略 
 

倪学洪 

湖州科峰磁业有限公司  浙江南浔  313000 

 

【摘  要】本文探讨了企业供应链中断危机的应对处理策略。首先，分析了企业供应链的基本构成及中断危机的影响因素。

接着，重点讨论了企业在应对中断危机时面临的难点，如危机识别与预警机制的局限性、应急响应与恢复措施

的挑战以及提升供应链韧性的难度。最后，提出了有效的应对处理策略，包括危机管理框架、供应商多元化与

合作、技术手段的应用、供应链信息透明化以及风险分担机制等，旨在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供应链中断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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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strategies for addressing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crises in enterprises.First，it analyzes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enterprise supply chain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disruption crises.Next，it focuses on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enterprises in responding to disruption crises，such as the limitations of crisis identification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s，the challenges of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covery measures，and the difficulties in enhancing supply 

chain resilience.Finally，effective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crisis management frameworks， supplier 

diversif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means，supply chain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and 

risk-sharing mechanisms，aiming to help enterprises better cope with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c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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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企业供应链面临越来越多的中

断危机。这些危机可能由自然灾害、经济波动、政治不稳定

等因素引发，对企业的运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研究企业

在供应链中断危机中的应对策略，提升供应链的韧性与恢复

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1.企业供应链中断的背景 

1.1 企业供应链的基本构成 

企业的供应链由从材料、零部件的采购，到生产、仓储、

物流及批发、销售环节，最终产品的交付给消费者完成产品

整个流通周期的活动所组成，主要包括供应商、生产商、仓

储、物流、批发商、零售商等多个环节。其中供应商负责采

购原材料或零部件，生产商进行生产和加工。物流环节对原

材料、成品或半成品进行流转运输，仓储实现物料科学地周

转与配置。批发商与零售业主对完成产品销售及产品的实际

交付于顾客。供应链作为一个完整的循环，各个环节均需要

在供应管理中做到紧密协调与沟通，使供应链的每个阶段的

产品流动效率高、成本低。 

1.2 中断危机的后果 

对于企业的危害显而易见。第一影响供应链中的生产，

由于原材料、供应品、零部件等的中断或延迟交付，造成企

业供应品短缺，无法按时交付产品，使客户的满意度低，甚

至产生违约金；第二库存控制混乱，公司面临供应品短缺，

需重新采购，增加公司运营成本；第三，为了应对这一供应

链风险，影响公司整体运营，还需公司分散资源寻找解决方

法，影响整体运行效率。其次使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下降、影

响公司的客户忠诚度和品牌形象，从而影响企业自身以后的

发展。 

2.企业应对中断危机的难点 

2.1 应急响应与恢复措施的挑战 

事后恢复保障是企业应对供应链中断危机的最后一步，

属于危机结束后，积极降低损失的措施，把供应链中断损失

降至最低。在企业应急恢复措施实践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首先是应急响应对供应链中断的复杂度应对比较困难。部分

企业应急措施开展不到位、欠缺，应急响应无章可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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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供应链发生中断后，企业只能凭临时方法开展应对，

临时开展的应急响应缺乏系统的可操作性，在供应链中断初

期，很难重新恢复正常生产及供应链运行。其次是企业在应

急中常常会遇到决策混乱的问题。当供应链出现问题时，多

个职能部门联动应对和决策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企业

恢复正常运营后往往要承担起超过正常条件下额外的成本

和低生产率损失。面对发生供应链中断情况，企业常用高成

本的采购途径来获取替换品，而在供应链恢复的整个过程中

小产品生产计划不断调整会存在产能浪费现象与订单延期

交付现象。此外，还会对企业竞争造成较大影响。 

2.2 提升供应链韧性的难度 

提高供应链韧性应对供应链中断危机，对于保证企业在

突发事件中的快速恢复和降低的损失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供

应链韧性提升面临着企业组织挑战的困难。这是因为供应链

韧性提高往往需要企业进行组织上的巨大变革。一些企业往

往不具备这一能力。提升供应链韧性意味着在供应链上的每

个部分都需要做风险管理、流程的适应性管理、应急计划，

进行企业的战略流程调整。许多企业的供应链体系有强大的

惯性，对其流程变更和组织架构变革，必然面临着较大的内

部抵触和思想对立的难题，特别是许多传统的组织企业之间

存在着比较突出的文化矛盾和执行的难点。而技术的使用需

要企业和组织在技术上做出较大投资，在时间上需要较长的

投资，在此基础上，对许多中小型企业而言是沉重的负担[1]。 

3.企业供应链中断危机的应对处理策略 

3.1 危机管理框架 

企业针对供应链中断事件危机管理框架是协调、指导与

部署供应链中断应急响应的基本依据，而建立科学的危机管

理框架应具备可预见性、系统化和灵活性等特点，以便企业

能够在危机发生后能够及时作出有效的反应并降低损失，并

迅速恢复正常运作。企业打造一个高效的供应链中断危机管

理框架主要包含组织人员、程序建立、资源支持及科技支持。

首先，建立基于供应链视角的跨部门组成的危机管理团队。

团队成员分别来自供应链管理部、生产部、财务部、销售部、

法律部门、信息部等职能部门，由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担

任总指挥，确保危机管理决策的权威性与执行力。团队成员

要针对不同的危机种类进行角色分工，确保危机应对效率。

团队的主要目的在于危机识别、危机应急预案的制定、危机

中各部门的资源协调分配以及危机爆发后的决策支持与指

挥工作等。危机管理框架要制定完整的流程制度来保障危机

响应过程中的各个重要步骤的有序进行。危机响应流程包含

的步骤有危机识别与预警机制、应急预案、危机状态下的应

急响应、事后恢复计划等。危机的识别与预警机制需要借助

大数据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时对供应链物流

环节进行监控，把握供应商生产进度、运输情况、库存数量

等情况，做到危机能够早期监控与预警，并进行前期危机应

对措施的实施。企业的预警机制可以针对供应链的各个环节

设计不同风险程度的预警机制，当危机出现时预警机制可以

触发相应的应急措施，对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实施预案应对措

施。在危机的应急响应阶段，企业需要具备动态的应对突发

状况的能力。危机发生时供应链管理部门需要快速分析情

况，并依据具体情况选择最恰当的危机处理方式。比如，原

材料停止供应的状况下，企业可通过对生产过程进行优化、

寻找其他供应商进行补充和更改生产工艺流程等方式努力

恢复正常生产，也可思考如何有效利用和安排资源，不使某

个关键环节的物资短缺而引发影响了总体供应链的稳定状

态。恢复阶段是重新实现供应链正常运转和工作可以正常衔

接的时间阶段，包含恢复生产、物流、库存等的工作层面细

节，还需要如何恢复供应链中断后产生的对品牌形象、客户

信赖、市场份额等无形损失[2]。 

3.2 供应商多元化与合作 

受全球化经济的影响，供应商依赖度过高是一影响企业

供应链脆弱性的主要根源。供应商多样化是一种降低企业供

应链断裂风险的有效方式。通过选择多个供应商建立长期稳

定合作关系，并且确保一个供应商出现问题后，很快找到备

选供应商，能够持续生产不断供。但供应商多样化不是随便

增加供应商，而是选择供应商时要考虑可靠度、供应能力与

承担风险能力。企业要根据自身现有的供应商的稳定性、所

能够承担的风险能力进行衡量，尤其是突发事件的承担能

力，很多企业面临的问题是无法应对突发情况的供应商在企

业面临供应链中断时的应对措施以及突发情况出现时给自

身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企业难以承受的。所以在对供应商的选

择上，企业要不仅仅考虑成本因素、产品质量等其他传统因

素，更是要考量供应商的危机管理能力。企业要尽量避免单

一供应商供应链管理的依附行为，可以按照不同的供应链环

节选择不同的供应商，比如，在同一产品的生产环节中，选

择不同的地理位置、生产工艺、产能、供应稳定性好的供应

商，以此保证多样性和分散性。企业要强化与供应商的业务

关系，构建更为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通过长久的合作，企

业与供应商可以共同分享市场资讯、生产需求、技术方面的

问题。这可以提升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双方的应对能力。但更

为关键的是，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是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

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尽快恢复原有合作、相互帮助。企业

在合作的过程中，要共同制订风险分摊责任，明确在自身供

应链中断时应当如何分担责任与承担的成本，这样才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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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面对危机时能够有一个较为一致、有效的处理方式。

同时，企业也可选择企业间跨行合作，寻找供应链中断时其

他行业区域的资源，可以多选择供应链管理的代选资源。这

种跨行业的合作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某一行业或地

区的供应链风险，增强供应链的整体韧性[3]。 

3.3 技术手段的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提升供应

链管理效率、降低供应链风险的重要手段。技术手段的应用

不仅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控性，还能在危机发生

时提供实时的数据支持，帮助企业做出快速决策。企业可以

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供应链的数字化管理，提升供应链各环节

的数据共享与协作。通过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企业能够实

时获取供应商、生产、仓储、运输等环节的动态数据，快速

发现潜在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例如，基于物联网技术，企

业可以实时监控运输车辆、库存商品和生产设备的状态，及

时识别物流瓶颈、生产滞后等问题。企业还可以借助大数据

分析技术，对历史数据进行深度挖掘，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

供应链风险，从而为应急响应提供数据支持。另一个值得关

注的技术手段是人工智能（AI）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AI 技术能够帮助企业自动化决策过程，通过智能算法分析

大量供应链数据，预测需求波动、生产瓶颈、运输延误等情

况，进而实现自动化的库存管理和生产调度。在危机发生时，

AI 系统能够实时识别异常情况并提供相应的应对方案，帮

助企业快速调整生产和供应计划，减少人工干预和决策延

误。此外，人工智能还能够通过自我学习优化供应链管理过

程，提升企业在长远供应链危机应对中的能力。区块链技术

在供应链中的应用也是近年来的一个重要趋势。区块链技术

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特点使其在供应链管理中具备独特

的优势。通过区块链，企业能够实现供应链的完全透明化，

确保所有环节的信息都是可靠和可追溯的。尤其在跨境供应

链中，区块链能够有效解决信息传递中的信任问题，确保各

方信息的实时更新和无缝衔接。在危机发生时，区块链能够

帮助企业追踪整个供应链的状态，快速定位问题环节并采取

应对措施，从而减少供应链中断带来的风险[4]。 

3.4 供应链信息透明化 

供应链的透明化是增强供应链韧性、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的关键之一。信息透明化不仅仅是指供应链中各环节信息的

共享，更重要的是实现信息的实时更新与精确传递。信息不

透明是供应链中断的一个主要原因，供应商、分销商及企业

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决策滞后、响应迟缓，

从而加剧供应链的脆弱性。为了实现供应链的透明化，企业

应建立一个全方位的信息共享平台。这一平台应具备实时更

新、跨部门协作和全链条数据共享的功能。在生产过程中，

企业应及时掌握原材料的采购、生产进度和库存情况；在物

流环节，企业应实时追踪货物的运输状况；在分销环节，企

业应了解市场需求和产品销售情况。这些数据的透明化能够

帮助企业在供应链出现问题时，快速发现瓶颈环节，并做出

及时调整。通过信息透明化，企业能够建立更加高效的供应

链协作机制，各方可以根据共享的信息制定更加精确的生产

和调度计划。此外，信息透明化还能够增强供应链合作伙伴

之间的信任。在传统供应链中，信息往往存在隐瞒和误传的

情况，导致合作关系的紧张。而通过信息透明化，企业能够

与供应商、分销商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在面对突发事

件时共同应对，从而减少危机的影响。例如，在供应链中断

时，供应商可以及时向企业提供准确的库存和生产信息，帮

助企业评估供应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分析企业应对供应链中断危机的难

点，提出了具体的应对处理策略。未来，企业应不断完善危

机管理框架，加强供应链的韧性建设，以确保在复杂环境中

能够持续稳定地运营。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信息透明化

与风险分担机制将成为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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