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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企业逆向物流能力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孟丽君   张宝友   黄祖庆 

(中国计量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以浙江省企业为例,运用相关分析的方法,寻求资源投人与企业逆向物流能力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

明,企业提升逆向物流能力的不同维度,所投人的资源侧重点不同,且资源的来源不局限于企业自身,也可以从外部

合作伙伴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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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正日益显现。而逆向物流通过资源的再利用,在降低企业成本、提

高企业长期盈利水平和竞争力等方面的优越性越发突显。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意识到逆向物流的重要性,

并积极行动起来。企业逆向物流能力的高低正日益影响着企业的生存。正如美国物流管理协会的资深专家、南

佛罗里达大学 James、教授所说:“公司对退货如何处置,已经成为一项标新立异的竞争战略,并正成为提高效率

的全新领域。”而逆向物流在退回时间、地点、数量、质量等方面所表现出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逆向物流的运

作难度要远远高于传统正向物流。传统物流理论却无法帮助企业有效解决其在逆向物流运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为此,迫切需要相应理论来指导企业提升逆向物流能力。 

2 研究模型的提出 

物流能力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就物流能力的构成要素,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而逆向物流能

力作为一类特殊的物流能力,已经开始受到诸多学者的重视。但现有研究就逆向物流能力的构成维度和要素并

未达成共识(见表 1),成为了进一步理解逆向物流能力如何影响逆向物流绩效的瓶颈,阻碍了实证研究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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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逆向物流能力更应当是一种动态的运作能力,具体表现为:逆向物流能力

是企业利用自身的技能和知识、资产与其他企业合作,对产品退货的整个过程进行有效管理、或有效承担其中

部分任务的能力。由于不同企业在整个逆向物流运作过程所承担角色的不同,其具体逆向物流能力构成要素也

应当有所不同。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本研究依据逆向物流运作所经过的各个环节,将逆向物流能力的构成要素

划分为:客户退货流程的正式化、有效回收产品的能力、相应款项支付能力、技术能力、整个流程的弹性能力、

IT 信息管理能力。其中客户退货流程的正式化意味着企业能准确说明其标准的逆向物流运作程序。例如,向客

户提供指南,明确告诉客户退货产品是如何运输的、由谁支付运输成本以及将产品退到何处;有效回收产品的能

力反映的是企业接受客户退货的工作效率,如时间、费用等;相应款项支付能力反映的是退货协议达成的容易程

度、相应款项处理时间及支付时间的长短;技术能力反映了企业技术人员能力、再处理技术成熟度、执行逆向

物流活动能力等,更强调对退回产品的再处理能力(可分别从质量和时间两维度来衡量),可进一步细分为拆卸能

力、重新包装或重新贴标签的能力、再制造能力、重新装配能力;整个流程的弹性能力反映的是企业在应对逆

向物流的高度不确定性上具有较高的可变性,如获得退货许可的难易程度、调整退回商品的回收计划、重新对

再制造计划进行调整、允许客户退回超出其预期的产品数量等;逆向物流 IT 管理能力使得与客户的交易更加透

明和顺畅,能有效收集客户信息和追踪退货产品的状态,反映的是企业用于逆向物流流程管理的相关信息技术的

有效性。 

就逆向物流活动的开展而言,企业实施逆向物流所需投入的资源可分为经济资源、技术资源和管理资源,且

不同资源的投入对逆向物流能力的影响程度均有所不同;而资源投入作为形成逆向物流能力的基础,并不会直

接对逆向物流绩效产生影响阴。由此可见,逆向物流背景下仍存在“资源—能力—绩效”这一关系。而不同物

流能力构成要素对企业的重要性程度有所不同〔别,这意味着资源投入要有侧重点,明确用于提高某个或某些逆

向物流能力构成要素,因此需要明确不同资源投入与逆向物流能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因此,基于学者就资源与传统物流能力间关系的研究结果,本研究构建“资源—企业逆向物流能力”的概念

模型,如图 1 所示。本文在文献
①

(该研究将资源分为:经济资源、管理资源和技术资源)基础上,依据资源所处位置

的不同,将资源划分为组织内资源与组织间资源两维度,以进一步探讨处于逆向供应链网络中的企业是否可以利

用于企业合作关系之上的“组织间资源”来有效提升企业自身的逆向物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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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量表设计与样本构成 

(1)量表的制定。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均取自文献
①
、

⑥
、

⑦
等研究,对企业逆向物流能力的高低和投入资源的

测量均采取企业自我评估方式,并分别与 3 位专家学者以及 5 位企业从业相关人员进行了半结构性访谈。依据

访谈结果,对初期问卷进行了修正。基于前文的理论研究、企业人员访谈和学者访谈,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 

(2)数据收集与结构。本次调研时间在 2012 年 7 月至 8 月期间,项目组成员连同中国计量学院经管学院学生

对浙江省制造类企业进行随机调查,累积发放问卷 1 巧份,共回收 90 份,回收率为 78%,其中有效问卷为 86 份。

调查企业分布于手机制造行业、电表制造行业、纺织机械行业、汽车制造行业、轮胎行业、生物制药行业等多

个行业。样本特征统计量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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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分析与结论 

本文利用 SPSS12 刀软件,对所获得的调研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3。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 

(1)组织内管理资源、组织间管理资源的投入分别与客户退货流程的正式化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结

论意味着公司在规范客户退货流程的过程中,管理层需要更多的支持与投入以促使客户退货流程制度的顺利实

施。而对于那些需要由第三方负责进行客户产品回收的企业来说,其客户退货流程的正式化也需要第三方回收

企业更多的配合与投入。 

(2)组织内经济资源、管理资源的投入分别与企业有效回收产品的能力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管理资

源的投入意味着在构建回收渠道、回收政策时,企业管理层需经过充分的调研与深思熟虑,不能草率行事。而在

回收渠道的实际构建与运行过程中,组织内经济资源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 

(3)组织内经济资源、管理资源的投入分别与相应款项的支付能力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客户退回产品,必

然要求企业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或货款返还。因此,企业经济资源的更多投入意味着企业有较高的相应款项的

支付能力来应对客户要求经济补偿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客户退货效率提升,弥补客户的不满意。而企业管理层

的关注与投入也促使企业为客户退货工作预留较为充沛的经济资源。 

(4)组织内经济资源、技术资源与组织间经济资源、技术资源的投入分别与企业就退回产品进行再处理的

技术能力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客户退回产品的原因千差万别,其所退回产品的质量更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这意味着企业需对退回产品进行再处理以使其重新可再使用。企业自身需投入更多经济资源、技术资源外购用

于研发再处理技术、培训员工,以进入这一新的领域。而在客户退回产品的再处理这一全新领域,很多企业都缺

乏历史经验,也缺乏足够的自身资源支持。为此,企业可以从自身的供应链网络中寻求合作伙伴的经济资源和技

术资源支持。 

(5)组织内经济资源与管理资源的投入、组织间管理资源的投入分别与退货流程的弹性能力呈现显著正相

关关系。逆向物流与传统物流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其产品退回时间、数量、质量、地点的高度不确定性。企业

所制定的客户退货策略必须具有一定的弹性以适应逆向物流的高度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更多资源的投入。组织

内经济资源的更多投入,可使得企业的回收渠道覆盖范围更广、营业时间更长。而组织内管理资源的更多投入,

体现了逆向物流项目对企业盈利、市场竞争的显著影响,从而使得企业经营者对该项目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组织间管理资源的投入也使得企业与其产品回收渠道的各伙伴之间,在应对突发性的产品召回事件时,工作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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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流畅。 

(6)组织内经济资源的投入、管理资源的投入分别与 IT 管理能力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构建逆向物流运

作体系时,信息技术的采用有助于企业追踪产品的动向,记录产品的使用经历,从而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企业需

投入足够的经济资源和管理支持,用于新信息系统所需硬件装备和软件装备的采购或改造。本文以探讨资源与

企业逆向物流能力为研究动机,采用来自浙江省制造型企业的调研数据,分析并证实了资源与企业逆向物流能力

之间的关系,丰富了逆向物流领域的研究,同时,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为企业成功开展逆向物流项目提供了决策

依据和实践思路。由于逆向物流项目的复杂性,企业所承担的分工不同,因而不同企业所强调的逆向物流能力也

有所不同。本文作为探索性研究,仍存在不足。本文所收集到的样本数量有限,可能会限制结论的有效性。未来

有必要在本研究基础之上,结合行业特征,开展较大规模的样本调查。此外,本文的问卷设计中,相关变量的测量均

由被调查企业的相关人员给予自身评估,很难保证其客观性。今后的研究,将进一步考虑到行业差距,使得研究结

论更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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