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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纺织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国内外有关纺织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与选择的研究成果,通过问卷调查、实地

调研或个人访谈,构建了7个一级指标和27个二级指标的纺织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1-9标度的

AHP法,设计调查问卷,确定各级评价指标的权重,为纺织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与选择提供了技术路径,同时指出了研究

存在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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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纺织企业推进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供应商

评价和选择是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关键环节之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关于绿色供应商评价

和选择的研究,包括从指标体系的构建到具体评价方

法的采用,但具体到纺织企业关于绿色供应商评价指

标权重的研究并不充分。以纺织企业为研究对象,基
于国内外关于绿色供应商评价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

验,构建绿色供应链下纺织企业供应商评价模型,利用

AHP法计算纺织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指标权重,为纺

织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提供技术路径,利于提高我国

纺织企业的竞争力。

1 纺织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了构建一个比较全面和实际的纺织企业绿色供

应商评价指标体系,梳理分析了国内外有关纺织企业

绿色供应商评价与选择的文献[1-8],通过对12家纺织

企业和3位高校专家的问卷调查、实地调研或个人访

谈,应用spss20.0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构建了7个一

级指标和27个二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2 计算纺织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指标权重

基于构建的纺织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得到相对客观的权重,采取AHP法将定量分析和

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判断纺织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各

同类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得出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

为纺织企业选择绿色供应商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表1 纺织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采购质量B1 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成效C1

产品合格率C2

质量问题处理能力C3

采购成本B2 产品价格C4

运输费用C5

综合成本C6

价格稳定性C7

交付水平B3 订单完成率C8

交货及时性C9

订单变更响应速度C10

企业实力B4 公司规模C11

地理位置C12

企业信誉C13

财务状况C14

管理情况C15

企业发展能力B5 柔性化制造水平C16

智能化生产水平C17

采购合作协同性C18

企业创新能力B6 新产品研发能力C19

新产品开发率C20

新产品贡献率C21

企业环保能力B7 环保节能技术C22

废弃物的预防和处理C23

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成效C24

生态纺织品认证C25

环境违规记录C26

企业绿色形象C27

2.1 选取评价尺度

层次分析法的评级尺度采用1~9标度法,可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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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项:同等重要、稍重要、明显重要、极其重要、强烈

重要、两相邻尺度的中间值,并分别赋予1、3、5、7、9的

评价量值,用于形成判断矩阵模型,确定评价指标间的

相对关系,各个尺度所代表的含义见表2。
表2 层次分析法1~9级标度法尺度与含义

评价
量值

评价尺度 含义

1 同等重要 代表两个元素相比,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3 稍重要 代表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5 明显重要 代表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7 极其重要 代表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其重要

9 强烈重要 代表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2、4、6、8 两相邻尺度的中间值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2.2 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依据AHP法比较矩阵的评分方式设计调查问卷,

选取7家纺织企业和高校,向企业采购人员和高校专

家发放调研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6份。运用

RStudio软件,对有效问卷中的评分进行处理,得到一

级评价指标的判断矩阵,见表3,最后得到一级评价指

标权重。
表3 一级指标判断矩阵

B1 B2 B3 B4 B5 B6 B7

B1 1 1 1 2 2 3 2
B2 1 1 1 1 2 3 2
B3 1 1 1 1 2 2 2
B4 1/2 1 1 1 1 1 1
B5 1/2 1/2 1/2 1 1 1 1/2
B6 1/3 1/3 1/2 1 1 1 1
B7 1/2 1/2 1/2 1 2 1 1

  计算权重应用方根法,判断矩阵B=(bij)nrn,先求

其几何平均值Mi:

Mi=[∏
n

j=1
bij]1/n,i=1,2,…,3 (1)

Wi 表示权重,则

Wi=Mi/∑
n

i=1
Mi,0≤Mi ≤1,∑

n

i=1
Wi=1 (2)

一致性指标CI=
λmax -n
n-1

(3)

一致性比率CR=
CI
RI

(4)

其中,查阅资料得到santy随机一致性指标RI 的

值,见表4。

根据公式,计算得CI=0.028,CR=0.021<0.1,

表示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一级指标权重分别为

(0.213,0.193,0.182,0.122,0.091,0.089,0.111)。
表4

n 1 2 3 4 5 6 7 8 9

RI 0 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2.3 二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二级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与一级指标相同,根据

上述权重计算步骤,确定了二级指标的权重,并进行了

一致性检验,最终得到各层级指标权重。具体结果见

表5~表11。
表5 采购质量B1 下各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C1 C2 C3

C1 1 0.5 1
C2 2 1 3
C3 1 1/3 1

  根据公式,计算得CI=0.009,CR=0.016<0.1,

表示判 断 矩 阵 通 过 一 致 性 检 验 通 过,权 重 分 别 为

(0.24,0.55,0.21)。
表6 采购成本B2下各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C4 C5 C6 C7

C4 1 1 3 3
C5 1 1 2 3
C6 1/3 1/2 1 1
C7 1/3 1/3 1 1

  根据公式,计算得CI=0.007,CR=0.008<0.1,

表示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权重分别为(0.384,

0.347,0.142,0.128)。
表7 交付水平B3下各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C8 C9 C10

C8 1 1 2
C9 1 1 3
C10 1/2 1/3 1

  根据公式,计算得CI=0.009,CR=0.016<0.1,

一致性检验通过,权重分别为 (0.387,0.443,0.169)。
表8 企业实力B4下各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C11 C12 C13 C14 C15

C11 1 1 1/2 3 3
C12 1 1 1/3 3 2
C13 2 3 1 3 1
C14 1/3 1/3 1/3 1 1/2
C15 1/3 1/2 1 2 1

  一致性检验为:CI=0.095,CR=0.085,一致性

检验通过,权重分别为(0.244,0.208,0.322,0.081,

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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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企业发展能力B5下各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C16 C17 C18

C16 1 1/3 1
C17 3 1 4
C18 1 1/4 1

  一致性检验为:CI=0.005,CR=0.008,一致性

检验通过,权重分别为 (0.192,0.634,0.174)。
表10 企业创新能力B6下各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C19 C20 C21

C19 1 1/2 1
C20 2 1 4
C21 1 1/4 1

  一致性检验为:CI=0.027,CR=0.046,一致性

检验通过,权重分别为 (0.232,0.584,0.184)。
表11 企业环保能力B7下各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2 1 1/3 1/2 1/3 1 3
C23 3 1 1/2 1/4 1/2 2
C24 2 2 1 2 4 4
C25 3 4 1/2 1 4 4
C26 1 2 1/4 1/4 1 4
C27 1/3 1/2 1/4 1/4 1/4 1

  一致性检验为:CI=0.120,CR=0.097,一致性

检验通过,权重分别为 (0.102,0.117,0.310,0.296,

0.123,0.051)。

通过以上计算分析,最终得到纺织企业绿色供应

商评价指标体系的合成权重,见表12。

3 结语

在梳理纺织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与选择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或个人访谈,进行

数据分析,确定了7个一级指标和27个二级指标的纺

织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1-9标度

的AHP法,设计调查问卷,企业和高校采购领域组成

的专家小组,共同创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判断矩阵,

各级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基于1-9标度的AHP法赋

值计算,并进行了一致性检验,保证了专家评分的客观

性。但研究过程也存在不足,应用AHP法确定指标权

重取决于专家评价,导致AHP不能完全克服主观性成

分。因此需要聘请更多资历丰富的相关领域专家进行

评分,以此降低AHP的主观性成分。

表12 纺织企业绿色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确定

一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及权重 合成权重

采购质量B1(0.213) 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成效C1采(0.24) 0.051
产品合格率C2(0.55) 0.117

质量问题处理能力C3(0.21) 0.045
采购成本B2(0.193) 产品价格C3(0.384) 0.074

运输费用C5(0.347) 0.067
综合成本C5(0.142) 0.027

价格稳定性C7(0.128) 0.025
交付水平B3(0.182) 订单完成率C8(0.387) 0.07

交货及时性C9(0.433) 0.081
订单变更响应速度C10(0.169) 0.031

企业实力B4(0.122) 公司规模C11(0.244) 0.030
地理位置C12(0.208) 0.025
企业信誉C13(0.322) 0.039
财务状况C14(0.081) 0.010
管理情况C15(0.145) 0.018

企业发展能力B5(0.091) 柔性化制造水平C16(0.192) 0.017
智能化生产水平C17(0.634) 0.058
采购合作协同性C18(0.174) 0.016

企业创新能力B6(0.089) 新产品研发能力C19(0.232) 0.021
新产品开发率C20(0.584) 0.052
新产品贡献率C21(0.184) 0.016

企业环保能力B7(0.111) 环保节能技术C22(0.102) 0.011
废弃物的预防和处理C23(0.117) 0.013

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成效C24(0.310) 0.034
生态纺织品认证C25(0.296) 0.033
环境违规记录C26(0.123) 0.014
企业绿色形象C27(0.051)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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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更新人才培养计划,为纺织行业输出更多符合企业

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3 结语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要不断进行教学

改革。《纺织品进出口贸易实务》这门课程对纺织相关

专业的学生而言,有利于帮助学生拓展专业领域外的

知识,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授课教师有

必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改革教学模式。基于应用

型人才培养目标,学院应该加强与行业专家和外贸企

业的交流与合作,真正培养学生的实际业务操作能力,
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输送更多的高水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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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theNewModeofTeachingReformofTextileImport
andExportTradePracticeundertheBackgroundofNewEngineering

YUYi,HEBin*,FENGHao
(Hu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Xiangtan411104,China)

  Abstract:Withtheincreasinglyfierceinternationalcompetitionandtheemergingofindustrialchange,"newengineeringconstruc-

tion"hadreceivedsignificantatten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terdisciplinary,practiceorientedandinnovativeeducationhad

beenrunthroughtheprocessoftalenttraining.Chinawasabigexporteroftextiles.Undertheinfluenceofthecurrenteconomicsitua-

tion,learningimportandexporttraderelatedtheorieswillhelptoenhancestudents'abilitytoengageintextiletradeinthefuture.On

thebasisofthenewengineeringcurriculumconstruction,thecurrentteachingsituationoftextileimportandexporttradepracticefor

thestudentsmajoringintextileengineeringwascombed.Theproblemsexistingintheteachingwereanalyzed.Thenew modeof

teachingreformwasstudiedcombinedwiththetrainingobjectivesoftextileengineeringspecialty,andsomesuggestionsforcultiva-

tingcompoundtalentstoadapttothesocialdevelopmentwereputforward.

Keywords:newengineering;importandexporttrade;teachingreform;tex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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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WeightsofGreenSupplierEvaluation
IndexofTextileEnterprisesBasedonAHPMethod

ZHAOShuang-jun,XUMing-liang
(ShannxiPolytechnicInstitute,Xianyang712000,China)

  Abstract:Takingtextileenterprisesastheresearchobject,basedontheresearchresultsoftheevaluationandselectionofgreen

suppliersoftextileenterprisesathomeandabroad,throughquestionnairesurveys,fieldinvestigationsorpersonalinterviews,textile

enterprisegreensupplierevaluationindexsystem with7first-levelindicatorsand27second-levelindicatorshadbeenconstructed.

BasedontheAHPmethodwithascaleof1-9,aquestionnairewasdesignedtodeterminetheweightsofevaluationindicatorsatall

levels,soastoprovideatechnicalpathfortheevaluationandselectionofgreensuppliersoftextileenterprises.Atthesametime,the

limitationsoftheresearchwerepointedout.

Keywords:textileenterprise;greensupplier;evaluationindex;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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