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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价值流与精益思想

对增强供应链韧性的解析

□谢成章

明代邮驿法令主要汇集在《大明律》和《明会典》中，对邮驿通信人员的

职责、使用驿递的标准、应付凭证和违例处罚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大明律·
兵律·邮驿》前所未有地设有“邮驿”类别，内容更加详细，邮驿律文 18 条，后

附条例 10 条，涉及急递铺、驿站、递运所等，包括“递送公文”“驿使稽程”“文

书应给驿而不给”“公事应行稽程”等 16项内容。

急递铺方面的律文主要有：一是不得延误公文传递，“凡铺兵递送公文，

昼夜须行三百里”，耽误三刻，“笞二十，每三刻加一等，罪止笞五十”。公文

到铺后，无论多少件必须随到随送，不许等待后来文书，“违者，铺司笞二

十”。二是不得磨损、藏匿、拆动公文，否则杖打。如果拆动军情机密文书，

不论多少件，“即杖一百”。三是各县铺长和提调官吏要巡视检查，失责则追

责，轻者笞打，重者降职。四是官员不得中途截取公文，否则，轻者笞打，重

者杀头。此外，对急递铺铺舍损坏、铺兵缺员以及公差私役铺兵等情形也规

定了处罚措施。

驿站的律文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驿使违反时限：普通

文书耽误一天“笞二十，每三日加一等”。延误军情文书，罪加三等，贻误军

机的杀头。二是多乘驿马驿船、绕道：额外多乘一船或一马的，杖八十。每

多一船或一马，罪加一等。枉道驰驿及经驿不换船马：杖六十。三是应给驿

而不给驿、违例给驿：朝廷调遣军马及紧急军务至边将，或者边将及各衙门

飞报军情到朝廷的文书，不给驿的，杖一百；贻误军机的杀头。如果赈救饥

荒、申报灾害、申请军需之类的重要事情，不给驿的，杖八十。如果平常事

情，不应给驿而故给驿的，笞四十。

明朝对邮驿通信符牌如“符验”“勘合”“火牌”等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规

定。如果符验发生弃毁、遗失、延迟缴纳等事故，有关人员将会受到严厉的

处罚。《大明律》规定：“凡弃毁制书及起马御宝圣旨、起船符验，若各衙门印

信及夜巡铜牌者，斩。”“凡遗失制书、圣旨、符验、印信、巡牌者，杖九十，徒二

年半。”不按期交回符牌的也会受到处罚。律令将符验与圣旨之类相提并

论，可见明朝对符验的重视程度。

勘合是一种编有字号、钤盖（骑缝）官印，通过底簿与号纸两部分校勘比

对、以防欺诈的纸质文书。勘合可以说是明代公文的收发存根制度。明中

叶后，勘合取代符验，成为一切公差往来使用驿递的凭证，这是明代驿递通

信的一大变革。《明会典》记载，给驿勘合的字号分为“温、良、恭、俭、让”五

种，分别给予不同数量的驿夫、马匹、廪给。

火牌，又叫火票，

是专用于军事通信的

驰驿凭证，“专备飞报

声息，爪探贼情”。取

名“火牌”，有“火急”

“火速”之意。火牌由

兵部发给各省总督、

巡 抚 及 各 边 镇 守 总

兵。用火牌传递的军

情比用勘合的更为急

要，经过的驿站必须

优先保障，不能滞留。

□安筱鹏

数字化给供应链带来的重大变

革是，传统线性供应链体系正在不断

被解构和重组，形成以客户和消费者

为核心的供应网络。这一转变背后

的核心驱动力在于，数字技术不仅赋

能供给侧，而且把客户和消费者武装

起来，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实时化、场

景化、内容化、互动化，客户和消费者

拥有了更多的参与权、表达权、分享

权。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客户和消费

者地位崛起的时代。

在以客户、消费者为核心的新生

产体系形成过程中，数字技术融入到

企业研发、生产、供应链各个环节，推

动产业链解构与重组，传统链式产业

体系正在演变成网络化产业体系。

这将带来三个核心转变。

一是传统链式供应体系正在演

变为网络化供应链体系。企业传统

的营销、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到一

级分销商、二级分销商之间信息流和

物流，是基于生产端发起的线性流动

而形成的协作机制，最终客户无法参

与到生产协作网络体系。今天，在端

到端的供应体系中，客户可以深度参

与到每一个节点，形成一个以客户为

中心的供应网络。

二是传统僵化的控制型供应链结

构正在转向柔性化的协作型供应链结

构。传统供应链的底层逻辑是以确定

性应对不确定性、以不变应万变，当客

户和消费者参与端到端的供应体系

后，固定僵化的供应链结构无法适应

快速变化的需求，需要在供应链的每

一个节点上形成实时精准响应的多元

主体，每一个供应主体单元基于能力

API接口实现“即插即用”。构建数字

化主导的实时响应供应网络，是整个

供给体系变革的方向。

三是以生产为导向正在转变成

以需求为导向。在今天供大于需的

大背景下，竞争的焦点正在转向，供

应 链 信 息 流 的 起 点 是 客 户 和 消 费

者，关键是一个企业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对客户需求实时响应。今天，

企业竞争进入到高频竞争时代，实

时洞察客户需求，实时满足客户需

求。这是全球供应链体系变革的底

层动力。

那么，供应链韧性的核心就是如

何化解供应体系的不确定性。

在当前复杂市场竞争、技术变革

与国际政治动荡的环境下，如何确保

供应链的韧性、安全性变得日益重

要，这也成为当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什么是供应链韧性？供应

链韧性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受到外部

强烈冲击时，快速恢复并有效响应外

部需求变化的能力，核心是如何化解

供应链体系的不确定性，就是供应链

各个单元主体能够在确定的时间、确

定的地点，按照确定的服务水平，将

确定的货物交付到客户的手中。在

需求巨变的时代，面向不确定性的环

境，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供应商、设

计商、制造商、渠道商、品牌商都围绕

着客户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网络，

在这个生态网络中，成千上万的单元

主体，如何高效协同是考验供应链韧

性的关键。

我们换个角度来理解供应链韧

性 。 美 国 国 家 标 准 与 技 术 研 究 院

（NIST）对 智 能 制 造 的 定 义 与 众 不

同。很多机构把智能制造定义为人

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工业软件、

机器人等各种新技术不断嵌入到企

业的研发、设计、生产、供应链的每一

个环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而 NIST 认为，智能

制造要满足三个条件：差异性更大的

定制化服务、更小的生产批量、不可

预知的供应链变更和中断，即企业对

需求变化作出响应的能力是智能制

造的关键。

今天，供应链面对的挑战来自于

三个方面：

一是需求快速变化。需求巨变

是数字化转型的逻辑起点，无论是德

国人讲的“工业 4.0”、美国人讲的“工

业互联网”，还是中国讲的“两化深度

融合”，其着力点是应对需求个性化、

多品种服务化的趋势。

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于

企业家而言，疫情所面对的问题与数

字化要解决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问

题，就是如何面对不确定性，在失序

中快速找到有序的解决方案。

三是国际形势变化。无论怎么

变，最大挑战就是变得越来越具有不

确定性，而数字化是解决供应链不确

定性的重要手段。（未完待续）

（作者为阿里研究院副院长）

□龙靖

《精益思想》一书将精益思想概

括为 5个原则：根据客户需求，精确地

定义特定产品的价值；识别每种产品

的价值流，重新制定企业活动；使价

值不间断地流动起来；依靠客户需求

从生产者方面拉动价值流；不断改

善，追求价值流尽善尽美。我们需要

清楚地了解这些原则，然后加以应用

实践，以一整套新的思想来思考企业

的价值、战略规划和策略安排，重新

定义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使从概念设

想到投产、从订货到送货、从原材料

到最终产品的价值流得以通畅运行，

引导产品的全部价值流不断趋于完

美的方向。

精益思想的出发点即价值，精确

地定义价值是精益思想关键性的第

一步。

那么，该如何定义价值？价值只

能由最终客户来确定，只有由具有特

定价格、能在特定时间内满足客户需

求的特定产品（商品或服务）来呈现

表达其价值之大小。在这里，作者提

到了“满足客户需求”。这使我想起

了陈志武先生的《金融的逻辑》一书

对价值的理解，也说到价值是产品所

具有的能满足人们财富效应、消费效

应和带给人们的满足感、幸福感等需

求的功能来确定的。换言之，一件产

品是否有价值或价值高低，是由其具

有的上述功能决定的。否则，哪怕生

产成本再高，产品也不一定有价值。

事实上，人们常常觉得价值是由

生产者创造的，习惯性地由生产者来

定义产品的价值，造成对价值的曲

解。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我们知道如

何利用已经买到的材料和设备来生产

这种产品，如果客户不接受，我们可以

调整价格，或者增加一些装饰品”。根

据精益思想，管理者不应守着现有资

源去考虑可以制造出什么产品，而要

站在客户的立场上，重新思考客户的

需求和重新定义产品的价值。

特别是在当今经济环境下，精益

思想更是必须从一种自觉的尝试开

始，通过与客户的对话，为具有特定

功能以特定价格提供的产品精确定

义价值，而不是将现有的资产和技术

因素放在首位去确定价值。

说到底，管理者要从根本上转换

思想，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站在客户

的角度思考需要以什么价格提供具

备什么功能的产品才能满足客户的

需求。

精益思想的第二步，是确定产品

（或 产 品 系 列）或 服 务 的 全 部 价 值

流。在这个过程中，价值流的梳理通

常会暴露出大量的、错综复杂的浪

费。精益思想正是通过及时反馈，将

种种浪费转化为价值。消除浪费的

步骤是这一阶段的关键任务。

本书的导论里，作者指出精益思

想是和浪费针锋相对的。其中，有很

多浪费是我们平时意识不到的。作

者列举了 7 种浪费，专指消耗了资源

而不创造价值的一切人类活动，包

括：需要纠正的错误、生产了无需求

的产品及由此造成的库存和积压、不

必要的工序、员工的盲目走动、货物

的盲目搬运、上下工序衔接问题造成

的等待、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客户需

求等。

识别了每一种产品（服务）的价

值流后，就进入了精益思想的第三

步：使保留下来的、创造价值的各个

步骤流动起来。这首先需要更新管

理者的思想，重新定义企业、部门的

职能和作用，使它们能对价值创造作

出积极的贡献，并有效实施精益思想

的第四步——依靠客户需求拉动价

值流，并持续不断地改善，朝着尽善

尽美的方向前进。

用精益思想指导企业管理，是当

前寄递行业构建高标准市场化体系的

要求。特别是随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催生新业态、

新模式出现，人们消费方式发生重大

变化，催生了快递需求的高速增长，由

此带来邮件收寄、投递的模式发生重

大变化，传统的邮件收寄和投递模式

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必须站在客

户的角度，顺势而为，创新服务方式，

提升服务质量，重新确定其价值。

□陈云广

在辞旧迎新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 2023年新年

贺词，放眼“今天的中国”，展望“明天的中国”，寄语亿万

人民“我们要一往无前、顽强拼搏，让明天的中国更美

好”，并引用了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苏轼《思治论》中的

一句话——“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意为：向最难之处攻

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鼓励全国各族人民拿出愚公移

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

以至千里，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

苏轼举了一些历史中的典型例子，指出他们成事的原

因，都在于具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远见与勇气、决

心与气魄。细思之，“犯其至难”与“图其至远”可以说是辩

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一方面，敢于向最难处攻坚，持之以

恒打“硬仗”、啃“硬骨头”，就会实现远大目标；另一方面，

要实现远大目标，必须直面困难挑战，充满斗志向最难处

攻坚。

古语云：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唯有犯

其至难、敢涉深水，方可图其至远、擒得蛟龙。今人说：不

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古往今来，凡事业能成功，无不

与困难和险阻相伴。

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皆

是如此，只要敢于迎难而上，保持恒久定力，终会踏平坎

坷成大道，战胜苦难铸辉煌。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

做则必成。在奔赴梦想的道路上，我们每一步努力，每一

次探索，每一点坚持，都将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近。

今天的中国，已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上。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犯

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彰显的是大国大党的自信，表达的是从容镇静的定力，

传递的是埋头苦干攻坚克难的意志。“14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

蓝图已绘，号角激越。中国邮政已发布“建设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管理

高效、行业领先的企业集团”的“十四五”时期总体目标和到 2035年“基本建

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远景目标。未来，我们当拿出“不以

事艰而不为，不以任重而畏缩”的锐气勇气，激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的豪情壮志，敢于追梦逐梦，奋力筑梦圆梦。

犯
其
至
难
而
图
其
至
远

弘治十四年（1501年）驿传符验

供应链韧性的核心：如何化解供应体系的不确定性

供应链核心的目标：供应链单元在确定的时间、确定的地点，按照确

定的服务水平将确定的货物交付给确定的客户。

供应链面临挑战
美国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

智能制造解决三个基本问题：

□差异性更大的定制化服务

□更小的生产批量

□不可预知的供应链变更和中断

41%的公司CEO表示，“防止供应链风险”是投资企业社会责任（CSR）的一个

关键动机。

需求巨变

疫情冲击

国际环境

完备的明代邮驿律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