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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

馈流图生成方法及系统，所述方法包括，从企业

智能化系统的数据库获得增值数据源；对增值数

据源进行数据信息提取，并进行数据预处理；将

数据预处理后的数据信息进行定义，得到数据信

息的抽象描述；将抽象描述的数据信息配置在制

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与相应指标

相匹配，进行数据关联，并通过神经网络进行预

测；对增值数据源进行价值链映射生成制造型企

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并存储至数据库中。

本发明生成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

可以合理规划供应/生产时间和周期，提高供应

链水平效率，减少原材料冗余，实现库存优化，降

低生产成本，也为企业的业务流程环节优化提供

新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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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从企业智能化系统的数据库中对增值数据进行采集，形成增值数据源，并进行数据

存储；

S2：对增值数据源进行数据信息提取，并对提取的数据信息进行数据预处理；

S3：将数据预处理后的数据信息进行定义，得到数据信息的抽象描述；

S4：将抽象描述的数据信息配置在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与制造型企

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的相应指标相匹配，并进行数据关联，并通过神经网络进行预

测；

S5：对增值数据源进行价值链映射生成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并存储至

数据库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S1中，企业智能化系统包括：客户管理系统、营销服务管理系统、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仓储物流管理系统、企业财务管理系统、生产过程控制系统、生产过程执行管理系统、产品

回收管理系统、产品售后服务系统、产品检测管理系统；

所述步骤S1中，对增值数据进行采集包括：通过数据采集设备从增值数据的各个管理

系统中采集各种文本数据信息、客户行为信息、邮件信息、客户网页数据信息、通信数据信

息、生产过程参数信息和产品检测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数据预处理包括：对所述增值数据源中的数据进行数据类型划分，并将划分的各个类型

中的数据与增值数据源中的数据进行对比，找出缺失的数值，并删除异常的数值。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S3中，将数据预处理后的数据信息进行定义，得到数据信息的抽象描述，包括：

将数据预处理后的数据信息分别定义为：与供应相关的供应生产系统的基础数据，与

生产相关的来自生产系统的基础数据，与营销相关的来自营销服务系统的基础数据，与回

收服务相关的来自回收服务系统的基础数据；

建立数据信息在多个系统中统一的可识别的规范化模式，对供应指标、生产指标、营销

指标和回收服务指标以键值的形式进行保存，以“键”区分数据维度，“值”保存其取值，实现

数据信息的抽象描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S4中，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的相应指标，包括：与供应相关的供应指

标、与生产相关的生产指标、与营销相关的营销指标和与回收相关的回收服务指标；

所述步骤S4中，将抽象描述的数据信息配置在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

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的相应指标相匹配的方法包括：

在数据库中建立数据管理体系，通过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相应指标在

数据库中对抽象描述后的数据信息进行索引和存储，完成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数

据的获取；

所述步骤S4中，数据关联，包括：通过将客户基本操作行为与用户需求进行关联分析，

然后关联增值数据源中的客户行为信息，进行构建关联特征数据集；

所述步骤S4中，通过神经网络进行预测，包括：基于关联特征数据集，通过神经网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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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客户购买行为进行预测，在供应链阶段，基于零售商历史销售数据，制造商的发货历史

数据和制造商的订单需求历史数据及在供应链中影响销售、发货或者订单需求数据的因

素，综合考虑进行逆向预测订货生产和销售，同时结合供应链企业的库存调解率共同作为

选择平衡变量，确定供应环节中的预期供应订单量，生产环节的预期生产量、销售环节的预

期订货量。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通

过神经网络对潜在客户购买行为进行预测，包括以下步骤：

（1）客户操作数据预处理：通过对增值数据源进行数据域处理后，进而进行特征选择，

将客户行为信息中的客户基本操作流程和不同操作行为与客户行为信息中的客户需求进

行关联并分析，进而构建特征数据集，采用相关系数法选择出最优特征子集；

（2）定义适宜度：采用LSTM神经网络的预测值的均方差作为粒子的适应值fit，其中：

；

其中，y为真实值， 为期望输出值；

（3）以粒子的位置信息作为LSTM神经网络的参数，并构建LSTM神经网络；

（4）训练LSTM神经网络：根据每个粒子的适应值，更新粒子的个体极值和群体极值；

（5）根据粒子的个体极值和群体极值采用非线性惯性权值迭代更新粒子的速度和位置

信息；

（6）当粒子的速度和位置信息满足条件或达到最大迭代数后，进入下一步，得到优化后

的参数，否则返回步骤（3）；

（7）得到优化后的参数后，提高迭代次数，重新训练LSTM神经网络，得到训练好的LSTM

神经网络；

（8）基于最优特征子集，通过训练好的LSTM神经网络预测客户购买行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最优特征子集的选择方法为：

首先以皮尔逊系数作为特征子集的选择指标，选择参数a作为特征子集选择过程中的

阈值，基于增值数据找出相关性绝对值小于参数a的特征对，在选出的特征对基础上分别比

较这些特征对特征数据集的相关性，将相关性小的特征对剔除掉，获得新的特征子集；

采用评价函数对生成的特征子集进行评估，得到评估结果，通过特征子集评估的指标

与评估结果作比较，如果特征子集评估的指标大于评估结果，则更新评估结果和最优特征

子集，否则则停止算法，并输出当前的最优特征子集；

基于最优特征子集对LSTM神经网络模型参数进行优化；

基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的相应指标对客户在相同的时间间隔对不

同产品的需求进行预测。

8.一种如权利要求1‑7之任一项所述方法生成获得的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

图，其特征在于，所述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中包括：动态反馈流图可视化编辑

器和配置页面，动态反馈流图变量类型与连线模型，数据库系统与实时界面。

9.一种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的数据共享集成管理方式平台，其特征在

于，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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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服务平台、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平台服务器、制造企业A供应商

群、供应商企业内部服务器、制造企业群、制造企业内部服务器、制造企业B经销商群和回收

商群；

所述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服务平台与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平台服务器通信连接；

所述供应商企业内部服务器设于所述制造企业A供应商群内部；

所述制造企业内部服务器设于所述制造企业群内部；

所述制造企业A供应商群可以访问回收商群，所述制造企业群可以访问制造商企业B经

销商群和回收商群，所述回收商群和制造企业B经销商群只能从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服务

平台进行业务数据的访问，且所有访问的请求都具有特定的访问权限。

10.一种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的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方法基

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包括如下步骤：数据采集与分类，数据处理，数据查

询与存储，数据可视化与分析；

所述数据采集是指将从各个数据系统中获得直接的数据，统一接收并整合到增值数据

源，并将不同类型的数据信息分别输入到一个统一的数据存储空间中；

所述数据处理是指对采集过程中获得的数据进行定义描述；

所述数据查询和存储是指将数据处理后的数据存储在数据空间中并建立索引表结构；

所述数据可视化与分析是指将动态反馈结果传输后的数据图形化并且进行展示，形成

动态反馈价值链流图，之后将数据空间中的数据进行合理化的选择，形成供应链过程中的

历史数据仓库，并且根据各环节系统中获得的直接数据和数据存储的历史数据，通过过程

指标与数据对接与功能关联确定数据关联进行展示，之后用于历史数据的计算，用于分析

整个价值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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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生成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环节智能化管理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

神经网络预测和库存水平控制的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生成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智能装备的广泛应用，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标志

的新型供应链模式正在快速兴起，精益供应链是将供应链中的所有活动都视为制造企业生

产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规划统一信息和信息共享，在计划、运输、生产、存储、分销等

环节协调并整合过程中的所有活动；在网络化销售时代，客户需求作为起点，供应链网络作

为消费支撑，这样就使得网络模式下的供应链相比于传统的供应链更具有及时性与快速响

应性。

[0003] 相较于传统供应链结构，网络供应链结构在整体中就存在着很多网络成员，需要

对网络成员的服务意识进行改进，增进资源之间的协调关系；销售企业在供应链生产环境

中能够依靠大数据对客户的行为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结果分析客户需求并进行相应的生产

调配，供应商进行及时供货，在各价值链环节过程中，对供应、生产和销售能产生影响的因

素进行数据采集，可用于对需求订单的预测；在整个供应链过程中做到各环节信息互通有

无，可将个性化的服务贯穿于零部件生产、产品生产到销售的流通过程中，同时保证供应，

生产和销售活动全流程安全平稳的运行。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生成方法及系统，针

对企业供应、生产、营销、产品回收、服务环节等所产生的一系列活动通过神经网络预测和

库存水平调节来减弱因牛鞭效应对各环节企业库存水平波动的影响，不仅可以合理规划供

应、生产时间和周期，提高供应链水平效率，减少原材料的冗余，同时实现库存优化，降低生

产成本，也为企业的业务流程环节优化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生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从企业智能化系统的数据库中对增值数据进行采集，形成增值数据源，并进行

数据存储；

S2：对增值数据源进行数据信息提取，并对提取的数据信息进行数据预处理；

S3：将数据预处理后的数据信息进行定义，得到数据信息的抽象描述；

S4：将抽象描述的数据信息配置在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与制造

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的相应指标相匹配，并进行数据关联，进而通过神经网络

进行预测；

S5：对增值数据源进行价值链映射生成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并存

储至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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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优选的，所述企业智能化系统包括：客户管理系统、营销服务管理系统、企业资源

管理系统、仓储物流管理系统、企业财务管理系统、生产过程控制系统、生产过程执行管理

系统、产品回收管理系统、产品售后服务系统、产品检测管理系统。

[0007] 优选的，对所述增值数据进行采集包括：通过数据采集设备从增值数据的各个管

理系统中采集各种文本数据信息、客户行为信息、邮件信息、客户网页数据信息、通信数据

信息、生产过程参数信息和产品检测信息。

[0008] 优选的，所述数据预处理包括：对所述增值数据源中的数据进行数据类型划分，并

将划分的各个类型中的数据与增值数据源中的数据进行对比，找出缺失的数值，并删除异

常的数值。

[0009] 优选的，所述步骤S3中，将数据预处理后的数据信息进行定义，得到数据信息的抽

象描述，包括：

将数据预处理后的数据信息分别定义为：与供应相关的供应生产系统的基础数

据，与生产相关的来自生产系统的基础数据，与营销相关的来自营销服务系统的基础数据，

与回收服务相关的来自回收服务系统的基础数据；

建立数据信息在多个系统中统一的可识别的规范化模式，对供应指标、生产指标、

营销指标和回收服务指标以键值的形式进行保存，以“键”区分数据维度，“值”保存其取值，

实现数据信息的抽象描述。

[0010] 优选的，所述步骤S4中，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的相应指标，包括：

与供应相关的供应指标、与生产相关的生产指标、与营销相关的营销指标和与回收相关的

回收服务指标；

所述步骤S4中，将抽象描述的数据信息配置在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

中，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的相应指标相匹配的方法包括：

在数据库中建立数据管理体系，通过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相应指

标在数据库中对抽象描述后的数据信息进行索引和存储，完成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

馈数据的获取；

所述步骤S4中，数据关联，包括：通过将客户基本操作行为与用户需求进行关联分

析，然后关联增值数据源中的客户行为信息，进行构建关联特征数据集；

所述步骤S4中，通过神经网络进行预测，包括：基于关联特征数据集，通过神经网

络对潜在客户购买行为进行预测，在供应链阶段，基于零售商历史销售数据，制造商的发货

历史数据和制造商的订单需求历史数据及在供应链中影响销售、发货或者订单需求数据的

因素，综合考虑进行逆向预测订货生产和销售，同时结合供应链企业的库存调解率共同作

为选择平衡变量，确定供应环节中的预期供应订单量，生产环节的预期生产量、销售环节的

预期订货量。

[0011] 优选的，通过神经网络对潜在客户购买行为进行预测，包括以下步骤：

（1）客户操作数据预处理：通过对增值数据源进行数据域处理后，进而进行特征选

择，将客户行为信息中的客户基本操作流程和不同操作行为与客户行为信息中的客户需求

进行关联并分析，进而构建特征数据集，采用相关系数法选择出最优特征子集；

（2）定义适宜度：采用LSTM神经网络的预测值的均方差作为粒子的适应值fit，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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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y为真实值， 为期望输出值；

（3）以粒子的位置信息作为LSTM神经网络的参数，并构建LSTM神经网络；

（4）训练LSTM神经网络：根据每个粒子的适应值，更新粒子的个体极值和群体极

值；

（5）根据粒子的个体极值和群体极值采用非线性惯性权值迭代更新粒子的速度和

位置信息；

（6）当粒子的速度和位置信息满足条件或达到最大迭代数后，进入下一步，得到优

化后的参数，否则返回步骤（3）；

（7）得到优化后的参数后，提高迭代次数，重新训练LSTM神经网络，得到训练好的

LSTM神经网络；

（8）基于最优特征子集，通过训练好的LSTM神经网络预测客户购买行为。

[0012] 优选的，所述最优特征子集的选择方法为：

首先以皮尔逊系数作为特征子集的选择指标，选择参数a作为特征子集选择过程

中的阈值，基于增值数据找出相关性绝对值小于参数a的特征对，在选出的特征对基础上分

别比较这些特征对特征数据集的相关性，将相关性小的特征对剔除掉，获得新的特征子集；

采用评价函数对生成的特征子集进行评估，得到评估结果，通过特征子集评估的

指标与评估结果作比较，如果特征子集评估的指标大于评估结果，则更新评估结果和最优

特征子集，否则则停止算法，并输出当前的最优特征子集；

基于最优特征子集对LSTM神经网络模型参数进行优化；

基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的相应指标对客户在相同的时间间隔

对不同产品的需求进行预测。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上述方法生成获得的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所述

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中包括：动态反馈流图可视化编辑器和配置页面，动态

反馈流图变量类型与连线模型，数据库系统与实时界面。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的数据共享集成管理方式

平台，包括：

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服务平台、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平台服务器、制造企业A供应

商群、供应商企业内部服务器、制造企业群、制造企业内部服务器、制造企业B经销商群和回

收商群；

所述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服务平台与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平台服务器通信连接；

所述供应商企业内部服务器设于所述制造企业A供应商群内部；

所述制造企业内部服务器设于所述制造企业群内部；

所述制造企业A供应商群可以访问回收商群，所述制造企业群可以访问制造商企

业B经销商群和回收商群，所述回收商群和制造企业B经销商群只能从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

服务平台进行业务数据的访问，且所有访问的请求都具有特定的访问权限。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的分析方法，所述分析方法

基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包括如下步骤：数据采集与分类，数据处理，数据

说　明　书 3/14 页

7

CN 116976948 A

7



查询与存储，数据可视化与分析；

所述数据采集是指将从各个数据系统中获得直接的数据，统一接收并整合到增值

数据源，并将不同类型的数据信息分别输入到一个统一的数据存储空间中；

所述数据处理是指对采集过程中获得的数据进行定义描述；

所述数据查询和存储是指将数据处理后的数据存储在数据空间中并建立索引表

结构；

所述数据可视化与分析是指将动态反馈结果传输后的数据图形化并且进行展示，

形成动态反馈价值链流图，之后将数据空间中的数据进行合理化的选择，形成供应链过程

中的历史数据仓库，并且根据各环节系统中获得的直接数据和数据存储的历史数据，通过

过程指标与数据对接与功能关联确定数据关联进行展示，之后用于历史数据的计算，用于

分析整个价值链过程。

[0016] 经由上述的技术方案可知，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效果为：

本发明基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通过将客户的操作行为和客户的

需求建立数据关联，并通过训练LSTM神经网络，对潜在客户的购买意愿进行预测，根据预测

结果作为制造商在下一周期的产货量和供应商在下一周期的订货量，对全价值链业务链业

务环节中的动态数据变化的可视化，将供应商、制造商、经销商和回收商的库存水平、市场

需求量等关键性的指标进行展示出来，实时的了解各个经营活动的运行情况，保持了供应

链库存水平的管理；本发明的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通过选择重要的指标能够

灵活的反映出供应、生产、营销服务、回收服务各环节的资源流动和价值方向，并对各业务

环节的业务数据进行监控，通过终端将全价值链的动态反馈流图进行可视化展示。此时在

任何时间都可利用动态反馈流图对价值链环节进行分析，定向的寻找问题所在，便于管理

人员调整供应、生产、营销服务的策略。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生成方法作进一步说

明；

图1是本发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数据共享集成管理平台的结构示

意图；

图2为本发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数据供应链分析方法流程图；

图3为本发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生成方法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基于训练好的LSTM神经网络预测流程

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的因果关系图例；

图6为本发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的共享集成管理平台使用界面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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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制造型企业动态反馈价值链数据共享集成管理方式，针对制造企

业集群化联盟形式，企业可通过自身的内部数据库，经过数据交换程序与平台的数据库进

行交互，进而与企业间业务协同服务平台进行数据的联通。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数据供应链分析方法流程图，包括

数据采集，数据查询与存储，数据可视化与分析。

[0022] 如图3所示，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生成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S1：从企业智能化系统的数据库中对增值数据进行采集，形成增值数据源，并进行

数据存储；

S2：对增值数据源进行数据信息提取，并对提取的数据信息进行数据预处理；

S3：将数据预处理后的数据信息进行定义，得到数据信息的抽象描述；

S4：将抽象描述的数据信息配置在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与制造

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的相应指标相匹配，并进行数据关联，进而通过神经网络

进行预测；

S5：对增值数据源进行价值链映射生成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并存

储至数据库中。

[0023] 其中，步骤S1中，所述企业智能化系统包括：客户管理系统、营销服务管理系统、企

业资源管理系统、仓储物流管理系统、企业财务管理系统、生产过程控制系统、生产过程执

行管理系统、产品回收管理系统、产品售后服务系统、产品检测管理系统。

[0024] 对所述增值数据进行采集包括：通过数据采集设备从增值数据的各个管理系统中

采集各种文本数据信息、客户行为信息、邮件信息、客户网页数据信息、通信数据信息、生产

过程参数信息和产品检测信息。

[0025] 数据预处理包括：对增值数据源中的数据进行数据类型划分，并将划分的各个类

型中的数据与增值数据源中的数据进行对比，找出缺失的数值，并删除异常的数值。

[0026] 所述步骤S3中，将数据预处理后的数据信息进行定义，得到数据信息的抽象描述，

包括：

将数据预处理后的数据信息分别定义为：与供应相关的供应生产系统的基础数

据，与生产相关的来自生产系统的基础数据，与营销相关的来自营销服务系统的基础数据，

与回收服务相关的来自回收服务系统的基础数据；

建立数据信息在多个系统中统一的可识别的规范化模式，对供应指标、生产指标、

营销指标和回收服务指标以键值的形式进行保存，以“键”区分数据维度，“值”保存其取值，

实现数据信息的抽象描述。

[0027] 为了达到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中所述的数据采集是从系统外部采集数据并输入

到系统内部的一个接口，数据采集系统整合了信号、传感器、激励器、数据采集设备和应用

软件；在网络协同制造平台将数据从各个数据系统中获得直接的数据，同一整合到用用众

多信息的增值数据源存储介质中；数据源最初从网络运营前端页面，生产工厂，财务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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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回收中的各种系统和模块中获得：

从这些系统中获得的数据统一接收并整合到本发明系统的数据源当中，数据源用

于驱动信息数据的可视化显示；对于标准化系统都会提供内建的增值数据源和事件目标

源，可以直接适配从中获取设定时间段内的数据。对于非标准化的系统，则需要依照规范的

形式进行支持扩充。

[0028] 数据源的存储需要有明确的标识设置；标识包括供货能力、销售属性、物料生产周

期、设备利用率、标准生产节拍、设备换型时间、人员、轮班工作时间、设备名称和编号、客户

基本信息、配送状况、产品市场销售数量、市场销售波动、客户购买力、产品打折敏感度、配

送时长忍耐度；供货能力代表供应商企业原材料生产加工的产出效率；销售属性是指商品

供消费者选择的选项和维度，比如产品的颜色，套餐和尺寸等设置；

物料生产周期是指生产每种物料所消耗的时间；设备利用率是指设备的使用时间

与理论生产时间的比值；标准生产节拍是指理论上的产品加工生产的速率；设备换型时间

是指设备从生产一种零部件切换到生产其他零部件时设备本身所需要消耗的时间；

人员是指在一个周期值班中实际可参与工作的人员数量；轮班工作时间是指企业

规定的一个工厂周期的生产时间，即相邻两次换班的间隔，按生产线普遍的做法一般为8小

时至12小时之间，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安排；

设备名称和编号是指设备的标示性信息；客户基本信息包括客户的住址，姓名、年

龄或者性别等基本信息的记录；配送状况是指产品的时间地点等配送信息；

产品市场销售数量是指产品网络营销和线下营销的总数量；市场销售波动是指一

段时期内受到自然因素或者其他客观因素等对产品销售产生的影响；顾客购买力是指顾客

能接受的购买价格；

产品打折敏感度是指企业商品打折力度对顾客吸引力的大小；配送时长忍耐度是

指商品送达顾客手中时效的接受程度；

所述的数据处理，将采集到的数据从数据源中获取之后对其进行定义，将数据进

行清洗等操作，保持数据的标准化格式；

最后进行数据源的抽象，起初指定与供应相关的供应生产系统的基础数据，与生

产相关的来自生产系统的基础数据，与营销服务相关的来自营销服务系统的基础数据，与

回收服务相关的来自回收服务系统的基础数据。

[0029] 通过建立数据规范和标准，对供应指标，生产指标，营销服务指标，回收服务指标

等进行描述，将数据源配置在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中；利用这些数据源实现

数据驱动的实时动态反馈流图分析方案。所述数据查询和存储是指将数据存储在数据存储

介质中作为历史数据用于时间尺度上的动态反馈过程的留存；

所述数据查询是指建立索引表，将处理后的数据存储在数据介质中。所述数据可

视化和分析是指将初始数据进行图表等形式的可视化，然后将动态反馈结果传输后的数据

图形化进行同窗口比较可视化展示，实时的动态分析各环节指标参数的变化，形成全价值

链环节的动态反馈流图。

[0030] 如图5和如图6所示，为了优化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中与供应相关的供应生产系

统所述的基础数据包括：采购（询价，合同，下单，招投标）、供应商经营范围、原材料基础信

息、存货类型、供货能力、销售属性、直接运输成本、间接运输成本、质量数据文件、服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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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生产相关的来自生产系统所述的基础数据包括：设备的选型、开始、运行、停机时间以

及人员人数、效率、设施、设备、工具、物料、易耗品、直接运营成本，间接运营成本、生产设备

的产出、工艺条件和质量检测数据文件。

[0031] 与营销服务相关的来自营销服务系统所述的基础数据包括市场销售折扣、库存、

销量、市场波动、产品价格预测、配送、产品性能、客户基本信息、购物行为、网页产品浏览、

商品评价敏感度、客户购买力、产品促销敏感度、送货效率接收度。

[0032] 与回收服务相关的来自回收服务系统所述的基础数据包括：市场回收水平、产品

使用耐久度、产品可再制造技术水平、回收产品所需金属含量比、库存、产品检测维修、拆

解、产品回收种类、数量、回收成本、运营成本、企业营业资质。

[0033] 所述抽象是指建立数据在多个系统中统一的可识别的规范化模式，对供应指标，

生产指标，营销服务和回收指标以键值的形式进行保存，以“键”区分数据维度，“值”保存其

取值。

[0034] 供应指标包括库存水平、预期生产数量、产品生产订单、零部件生产率、供货能力。

[0035] 生产指标包括生产数量、库存数量、延期交付、产品销售率预测、产品发货率、预期

生产率、实际生产能力、产品合格率。营销服务指标包括品牌推广、合作兼容程度、资产与负

债情况、营销能力、产品服务、客户服务、信誉与荣誉、社会责任感。

[0036] 客户对产品的操作流程包括：浏览产品、收藏产品、产品加入购物车、提交订单、支

付订单。通过将客户基本操作行为与客户需求进行关联分析，然后关联增值数据源中的客

户行为的数据，进行构建关联特征数据集；

最后通过LSTM神经网络对潜在客户购买行为进行预测；在供应链阶段，基于零售

商历史销售数据，制造商的发货历史数据和制造商的订单需求历史数据及在供应链中影响

销售，发货或者订单需求数据的其他因素，综合考虑进行逆向预测订货生产和销售，同时结

合供应链企业的库存调解率共同作为选择平衡变量，确定供应环节中的预期供应订单量，

生产环节的预期生产量，销售环节的预期订货量；

当需要分析生产过程中市场客户的需求变化在时间因素上的影响时，从数据仓库

中调用客户关联特征数据集；提炼与供应，生产，销售，产品回收等指标最相关数据的数学

模型用于对价值链中各环节的库存水平进行分析和预测，从而指导供应链环节的平稳运

行。

[0037] 所述步骤S4中，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的相应指标，包括：与供应相

关的供应指标、与生产相关的生产指标、与营销相关的营销指标和与回收相关的回收服务

指标；

所述步骤S4中，将抽象描述的数据信息配置在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

中，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的相应指标相匹配的方法包括：

在数据库中建立数据管理体系，通过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相应指

标在数据库中对抽象描述后的数据信息进行索引和存储，完成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

馈数据的获取；

所述步骤S4中，数据关联，包括：通过将客户基本操作行为与用户需求进行关联分

析，然后关联增值数据源中的客户行为信息，进行构建关联特征数据集；

所述步骤S4中，通过神经网络进行预测，包括：基于关联特征数据集，通过神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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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对潜在客户购买行为进行预测，在供应链阶段，基于零售商历史销售数据，制造商的发货

历史数据和制造商的订单需求历史数据及在供应链中影响销售、发货或者订单需求数据的

因素，综合考虑进行逆向预测订货生产和销售，同时结合供应链企业的库存调解率共同作

为选择平衡变量，确定供应环节中的预期供应订单量，生产环节的预期生产量、销售环节的

预期订货量。

[0038] 步骤4中，匹配方法是指建立数据管理体系，根据数据库，利用数据库建立数据存

储和索引，完成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数据的获取。在营销服务终端客户对产品的

操作流程包括：浏览产品、收藏产品、产品加入购物车、提交订单、支付订单。通过将客户基

本操作行为与用户需求进行关联分析，然后关联增值数据源中的客户行为的数据，进行构

建关联特征数据集。最后通过神经网络对潜在客户购买行为进行预测。

[0039] 如图2所示，进一步优化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基于训练好的LSTM神经网络对客户操

作行为和经销商预期订货量，制造商预期生产率，供应商供应订单预测的分析流程步骤包

括：

步骤一：数据获取；与预测相关的主要是产品属性信息和一些客户行为数据；产品

属性信息包括：销售日期，产品品牌，销售季节，所属分类，价格，原价，产品拥有数量，销售

天数等；客户的操作行为主要分为五种：浏览产品，收藏产品，产品加入购物车，提交订单，

支付订单。其中收藏操作对需求预测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一般与最终产品的需求

量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些操作行为都会被记录在数字持久化设备中，形成完整的客户操作

行为数据集，可以用于对不同产品需求的预测；客户的操作数据可以记录对产品的点击和

浏览数目，收藏次数，加入购物车的次数，分享次数，产品销售量。

[0040] 步骤二：特征选择；对客户的基本操作流程和流程中不同操作行为与客户需求之

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即需求相关的主要特征是客户执行的操作，然后通过数据集对客户行

为数据分析，得到客户不同的操作行为与客户需求之间的转化关系；

例转化率为产品销售的数目/每种操作的执行次数，通过对转化率的分析可以得

出简单的需求与客户操作行为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且推断出这些客户操作行为是否是影响

需求的重要特征，即可完成这类基本的特征选择过程。

[0041] 步骤三：数据处理；原始数据中存在着很多缺失值和不合理的数据，因此需要对数

据集进行清洗，降噪等操作。对数据存在缺失值现象来说，可以采用补零或者取相邻时段均

值的方式来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同时避免大量数据样本出现不可使用的情况。对于不合理

的数据，比如恶意刷单导致销售量很高但是客户的点击量，加入购物车，收藏量很少；或者

是数据类型不匹配和数据值超出正常的预期范围。对这些现象采用数据剔除的方式。

[0042] 步骤四：构建关联特征；选择最优特征子集的目的是为了剔除掉与预测目标无关

的冗余特征，降低数据集的维度，提升模型训练效率的目的；在原始数据集的特征基础上采

用相关方法构造更多的关联特征。

[0043] 例如对原始数据集的原始特征进行组合或者采用统计方法，构建出有价值的新特

征：比如购买操作可以反映产品的销量，可以分别统计产品销量的最大值，最小值以及标准

差，可以客观的反映销售情况和离散程度；可以采用滑动窗口的方式，对每种产品可以计算

在其之前的1、3、5、7、14天的时间范围内的相关特征，通过改变窗口长度和滑动步长可以获

得不同时间范围内的新特征。之后选择最优特征子集，但在寻找最优子集前要对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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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一化。因为归一化可以解决不同特征之间的取值范围差异，使各个特征处于同一数量级，

适合进行综合对比评价；但是归一化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使得最优解寻优的过程明显变得

平缓，更容易收敛得到最优解；在进行归一化处理之后，可以计算不同特征之间以及不同特

征与目标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可以对不同特征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能够剔除

冗余特征。方法是可以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为后续的模型训练做准备。

[0044] 步骤五：选择基于LSTM的需求预测模型，并且采用改进的粒子群算法对网络的参

数进行优化。

[0045] 步骤六：模型预测。采用选择的评价指标对时间间隔相同的不同产品的需求进行

预测。

[0046] 在价值链过程预测环节中，零售端的销售量预测结合网络平台历史销售数据和关

注发展潜在客户的点击率，浏览率，成交率等数据进行预测，最终得到零售商的销售量预测

量；企业根据销售量的预测制定期望库存的上限，并且设定期限，期望库和实际库存之间差

额和预测数量进行比较补货，确定最大的数量为下一期的订货量，向供应链的上一级进行

预订货。

[0047] 制造商的销售量预测结合发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预测，通过预测出来的数据并设

定库存持续周期得到期望库存的数值，期望库存和实际库存之间的差额和预期库存之间作

比较，取最大值作为预期生产的产品数量；

供应商的销售量预测结合制造商的历史生产订购数据进行预测，通过预测出来的

数据并设定库存持续周期得到期望库存的数值，期望库存和实际库存之间的差额和预期库

存之间作比较，取最大值作为供应商预期供应的零部件数量；

回收商的回收包括零部件回收和产品回收两部分；根据销售市场的销售率和回收

产品的行情变化，设定不同周期下的产品回收比例，将得到的回收产品补充到企业的库存

中，进行再生产利用；

营销服务部分从服务利润链转向服务价值链，它的主要功能是从员工满意度，企

业内部质量，顾客满意度的方面来促进对客户的服务，发展潜在客户，将潜在客户转化为正

式购买产品的顾客，从而带动零售商的产品销售，企业的产品生产，供应商的零部件的供

应。

[0048] 如图4所示，通过神经网络对潜在客户购买行为进行预测，包括以下步骤：

（1）客户操作数据预处理：通过对增值数据源进行数据域处理后，进而进行特征选

择，将客户行为信息中的客户基本操作流程和不同操作行为与客户行为信息中的客户需求

进行关联并分析，进而构建特征数据集，采用相关系数法选择出最优特征子集；

（2）定义适宜度：采用LSTM神经网络的预测值的均方差作为粒子的适应值fit，其

中：

；

其中，y为真实值， 为期望输出值；

（3）以粒子的位置信息作为LSTM神经网络的参数，并构建LSTM神经网络；

（4）训练LSTM神经网络：根据每个粒子的适应值，更新粒子的个体极值和群体极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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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粒子的个体极值和群体极值采用非线性惯性权值迭代更新粒子的速度和

位置信息；

（6）当粒子的速度和位置信息满足条件或达到最大迭代数后，进入下一步，得到优

化后的参数，否则返回步骤（3）；

（7）得到优化后的参数后，提高迭代次数，重新训练LSTM神经网络，得到训练好的

LSTM神经网络；

（8）基于最优特征子集，通过训练好的LSTM神经网络预测客户购买行为。

[0049] 具体的，所述最优特征子集的选择方法为：

首先以皮尔逊系数作为特征子集的选择指标，选择参数a作为特征子集选择过程

中的阈值，基于增值数据找出相关性绝对值小于参数a的特征对，在选出的特征对基础上分

别比较这些特征对特征数据集的相关性，将相关性小的特征对剔除掉，获得新的特征子集；

采用评价函数对生成的特征子集进行评估，得到评估结果，通过特征子集评估的

指标与评估结果作比较，如果特征子集评估的指标大于评估结果，则更新评估结果和最优

特征子集，否则则停止算法，并输出当前的最优特征子集；

基于最优特征子集对LSTM神经网络模型参数进行优化；

基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环节中的相应指标对客户在相同的时间间隔

对不同产品的需求进行预测。

[0050] 所述LSTM神经网络预测环节中还包括：制造商、供应商；

通过训练好的LSTM神经网络预测制造商的预期生产的产品数量：通过制造商的销

售量，结合制造商的发货量的历史数据通过LSTM神经网络预测，通过预测出来的数据并设

定库存持续周期，得到期望库存的数量，对期望库存的数量和实际库存的数量之间的差额，

与预期库存的数量之间作比较，取最大值作为制造商的预期生产的产品数量；

通过训练好的LSTM神经网络预测供应商预期供应的数量：所述供应商的销售链结

合制造商的历史生产订购数据通过LSTM神经网络预测，通过预测出来的数据并设定库存持

续周期得到期望库存数量，对期望库存的数量和实际库存的数量之间的差额，与预期库存

的数量之间作比较，取最大值作为供应商预期供应的数量。

[0051] 本发明还提供的了一种通过上述方法生成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所

述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中包括：动态反馈流图可视化编辑器和配置页面，动

态反馈流图变量类型与连线模型，数据库系统与实时界面。

[0052] 所述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可视化编辑器和配置页面用于专业分析

人员对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的元素指标，页面布局，连线模式，图标样式，可视化参数显示进

行自定义。所述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数据结合实际供应、生产、营销服务，回收服务环节

的动态反馈输出的数据，将实际环节中的数据与事件指标进行关联，将相应过程与全价值

链动态反馈流图的功能进行绑定。所述全价值链动态反馈实时界面用于在实时界面上显示

指标的动态变化情况，支持对数据进行操作和关联性分析。

[0053]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通过上述方法生成获得的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

图分析方法，所述方法基于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包括如下步骤：数据采集与

分类，数据处理，数据查询与存储，数据可视化与分析。

[0054] 所述数据采集是指将从各个数据系统中获得直接的数据，统一接收并整合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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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并将不同类型的数据信息分别输入到一个统一的数据存储空间中；

所述数据处理是指对采集过程中获得的数据进行定义描述和标准化；

所述数据查询和存储是指将数据处理后的数据存储在数据空间中并建立索引表

结构；

所述数据可视化和分析是指将动态反馈结果传输后的数据图形化并且进行展示，

形成动态反馈价值链流图。之后将数据空间中的数据进行合理化的选择，形成供应链过程

中的历史数据仓库，并且根据各环节系统中获得的直接数据和数据存储的历史数据，可以

通过过程指标与数据对接与功能关联确定数据关联进行展示，之后用于历史数据的计算，

用于分析整个价值链过程。

[0055] 具体的，所述的数据采集是从系统外部采集数据并输入到系统内部的一个接口，

数据采集系统整合了信号、传感器、激励器、数据采集设备和应用软件。在网络协同制造平

台将数据从各个数据系统中获得直接的数据，同一整合到用用众多信息的增值数据源存储

介质中。数据源最初从网络运营前端页面，生产工厂，财务报账，供应回收中的各种系统和

模块中获得。例如：客户管理系统、营销服务管理系统、企业资源管理系统、仓储物流管理系

统、企业财务管理系统、生产过程控制系统、产品回收管理系统、产品售后服务系统、产品检

测管理系统。从这些系统中获得的数据统一接收并整合到本发明系统的数据源当中，数据

源用于驱动信息数据的可视化显示。对于标准化系统都会提供内建的增值数据源和事件目

标源，可以直接适配从中获取设定时间段内的数据。对于非标准化的系统，则需要依照规范

的形式进行支持扩充。数据源的存储需要有明确的标识设置。标识包括供货能力、销售属

性、物料生产周期、设备利用率、标准生产节拍、设备换型时间、人员、轮班工作时间、设备名

称和编号、客户基本信息、配送状况、产品市场销售数量、市场销售波动、客户购买力、产品

打折敏感度、配送时长忍耐度；供货能力代表供应商企业原材料生产加工的产出效率；销售

属性是指商品供消费者选择的选项和维度，比如产品的颜色，套餐和尺寸等设置；物料生产

周期是指生产每种物料所消耗的时间；设备利用率是指设备的使用时间与理论生产时间的

比值；标准生产节拍是指理论上的产品加工生产的速率；设备换型时间是指设备从生产一

种零部件切换到生产其他零部件时设备本身所需要消耗的时间；人员是指在一个周期值班

中实际可参与工作的人员数量；轮班工作时间是指企业规定的一个工厂周期的生产时间，

即相邻两次换班的间隔，按生产线普遍的做法一般为8小时至12小时之间，均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安排。设备名称和编号是指设备的标示性信息；客户基本信息包括客户的住址，姓

名、年龄或者性别等基本信息的记录；配送状况是指产品的时间地点等配送信息；产品市场

销售数量是指产品网络营销和线下营销的总数量；市场销售波动是指一段时期内受到自然

因素或者其他客观因素等对产品销售产生的影响；顾客购买力是指顾客能接受的购买价

格；产品打折敏感度是指企业商品打折力度对顾客吸引力的大小；配送时长忍耐度是指商

品送达顾客手中时效的接受程度；

所述的数据处理，将采集到的数据从数据源中获取之后对其进行定义，将数据进

行清洗等操作，保持数据的标准化格式。最后进行数据源的抽象，起初指定与供应相关的供

应生产系统的基础数据，与生产相关的来自生产系统的基础数据，与营销服务相关的来自

营销服务系统的基础数据，与回收服务相关的来自回收服务系统的基础数据。通过建立数

据规范和标准，对供应指标，生产指标，营销服务指标，回收服务指标等进行描述，将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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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在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中。利用这些数据源实现数据驱动的实时动态反

馈流图分析方案。所述数据查询和存储是指将数据存储在数据存储介质中作为历史数据用

于时间尺度上的动态反馈过程的留存；所述数据查询是指建立索引表，将处理后的数据存

储在数据介质中。所述数据可视化和分析是指将初始数据进行图表等形式的可视化，然后

将动态反馈结果传输后的数据图形化进行同窗口比较可视化展示，实时的动态分析各环节

指标参数的变化，形成全价值链环节的动态反馈流图。数据存储介质中的数据需要进行合

理化的选择，形成全价值链过程中的历史数据仓库，并且根据各环节系统中获得的直接数

据和数据存储的历史数据，可以通过过程指标与数据对接与功能关联确定数据关联进行展

示，之后可用于历史数据的计算，用于分析整个价值链过程。

[0056] 本发明还提供了实现上述分析方法的系统，所述系统包括数据采集模块、数据处

理模块、数据查询和存储模块、数据可视化与分析模块；所述数据采集模块用于从各个系统

中采集数据并整合到数据采集系统中，用于从各个采集系统中数据整合并上传；所述数据

处理模块用于对采集获得的数据进行清洗，标准化处理；所述数据查询和存储模块用于将

处理后的数据储存在数据库中并建立索引表；所述数据可视化与分析模块用于将各环节数

据可视化，以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的形式进行可视化，并能够将数据用于对整个价值链

的过程计算分析。

[0057]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中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服务平台包括三个部分，采用数据共享

集成管理方式，分别是供应协同平台子系统，生产协同平台子系统，营销服务协同平台子系

统。其中制造/供应企业回收群可以访问供应协同平台子系统个和生产协同平台子系统中

的库存管理，零件管理，配送管理，配合制造/供应企业的再制造产品/零部件的补充；将上

述分析方法的系统个模块嵌入至其中，可以在平台上更加方便的调用数据。

[005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数据共享集成管理方式平

台，包括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服务平台、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平台服务器、制造企业A供应

商群、供应商企业内部服务器、制造企业群、制造企业内部服务器、制造企业B经销商群和回

收商群；

所述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服务平台与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平台服务器通信连接；

所述供应商企业内部服务器设于所述制造企业A供应商群内部；

所述制造企业内部服务器设于所述制造企业群内部；

所述制造企业A供应商群可以访问回收商群，制造企业群可以访问制造商企业B经

销商群和回收商群，回收商群和制造企业B经销商群只能从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服务平台

进行业务数据的访问，且他们都只能具备特定的访问权限。供应链企业业务协同服务平台

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供应协同平台子系统，生产协同平台子系统，营销服务协同平台子系

统。其中制造/供应企业回收群可以访问供应协同平台子系统个和生产协同平台子系统中

的库存管理，零件管理，配送管理，配合制造/供应企业的再制造产品/零部件的补充。将上

述分析方法的系统个模块嵌入至其中，可以在平台上更加方便的调用数据。

[0059] 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分析方法中的数据分析包括分析和学习数据

提取信息中的关联，利用数据挖掘算法确定频繁项集，同时将历史数据进行合理化选择和

删除，形成能体现供应链状态历史的数据仓库，进行数据建模。当需要分析生产过程中市场

客户的需求变化在时间因素上的影响时，从数据仓库中调用客户关联特征数据集。提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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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生产，销售，产品回收等指标最相关数据的数学模型用于对价值链中各环节的库存水

平进行分析和预测，从而指导供应链环节的平稳运行。

[0060] 本发明中还提供了一种展示信息编辑单元，用于对信息展示生成，通过其交互界

面对过程进行编辑，展示信息的发布将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展示出来。

[0061] 本发明的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将上游供应商，中游制造商，下游的

经销商以及回收服务商考虑在内，能够灵活得对全价值链下的各环节的业务数据进行监

控，并且通过可视化终端将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展示出来。可用于确定下一

周期经销商的订货率，生产商的预期生产率，供应商的订单预订率，减少企业间的计划不确

定性，通过调节零件生产率，零件发货率，产品生产率，产品发货率，产品销售率，库存调节

率等来稳定供应商，制造商，经销商的库存水平。通过提前对客户的操作行为进行分析，挖

掘市场中具有潜在消费力的客户群体，为企业间的计划不确定性提供决策保障。确定产品

营销过程中不产生增值的过程，为管理人员提供最大化的营销增值服务方式。

实施例

[0062] 要实现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分析，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收集有关供应、生产，营销服务，回收服务环节的信息，建立健全的数据源

存储。与供应环节相关的来自供应系统的数据包括原材料采购当期的库存量，主要加工设

备和标签以及数量，产品生产周期，日产能，主要供应产品的种类，企业交货的形式，购买折

扣力度，供应商运输时间和距离，重新采购的材料规格，常见规格的信息有重量，材质，大小

等，确定供应厂家的编号，采购单价等；与制造环节相关的来自生产系统的数据包括采集生

产设备的工作时间参数，生产的工艺条件和质量数据，直接运营成本和间接生产成本，采集

与时间参数紧密相关的生产数据，包括生产设备的前需和后续关系，有效工作的设备数量

和工作台的可靠性参数，生产产出量比例，合格品的比例等；与营销服务环节相关的来自营

销系统的数据与营销效果和所选择的营销方式的连接息息相关。包括产品价格预测，产品

性能推广，配送时效力，销量，竞争产品，客户的基本信息，客户关系网络，客户购买力，促销

敏感度，配送时长忍耐度；与回收环节相关的来自回收商系统的数据包括企业回收能力，回

收渠道，回收产品可再制造率，回收库存数量，制造商与供应商的回购价，市场可回收波动

量等；

步骤2、对所述数据收集传递，常见的包括硬件的收集输入，软件数据系统之间的

接口连通；

步骤3、结合客户管理系统，营销服务系统，企业资源管理系统，仓储物流管理系

统，企业财务管理系统，生产过程控制系统，生产过程执行管理系统，产品回收管理系统，产

品售后服务系统，产品检测管理系统中获取不同连续时段的动态数据，并于实际环节进行

相互匹配，作为数据源中的基础数据；

步骤4、从中选择客户的操作行为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清洗与标准化处理，关联特

征并通过相关系数法选择出最优特征子集，降低数据的复杂度，将其数据作为LSTM神经网

络的训练集和测试集。通过训练得到最优的参数进行客户购买行为预测。

[0063] 步骤5、依据所要关注的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的重点环节，建立起动态反

馈的因果关系图，并且依据映射关系建立起制造型企业全价值的动态反馈流图，将前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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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1到4中规整的数据加载到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的流图中，建立数据的管理体

系，随着业务环节的进行，由各个系统得到的数据并经过处理后选取重点指标连接后将会

以动态反馈流图的形式进行实时的显示。

[0064] 通过这种方法的设计是在数据收集之后的可展示方式，其内在的逻辑和实现方式

的背后利用的是先进的现代互联网技术的集成与互通，在具备很多基础数据的基础上，对

数据进行选择和筛选，标准化等处理，将相互有关联的指标选择出来进行建立相互间的关

联，形成一个整体闭环的动态反馈逻辑流图，并针对其中的价值环节进行可视化的分析。

[0065] 比如针对于客户行为操作的记录次数来说：客户行为操作次数受到产品的质量，

产品的外观，产品的功能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受到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企业的薪酬设定对

员工的激励，员工技能的熟练度，员工对产品质量的重视度等一系列的因素；这样就可以将

一系列的背后元素集中现在一个指标上去体现，深度挖掘当这个指标变化时对其他重要指

标的影响；同时建立因果关系图，理清各重要指标间的关系，形成动态反馈流图，实现对全

价值链环节的动态反馈的过程分析。

[0066] 综上，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制造型企业全价值链动态反馈流图分析的生成方法。包

括从企业智能化系统中进行增值数据的采集；将获取的增值数据源进行处理，将处理好的

增值数据源进行存储并与对应的业务环节进行关联表示；选择合适的指标对数据源进行数

学建模操作；对增值数据源进行过程映射生成动态反馈价值链流图；对生成的制造型企业

动态反馈价值链流图进行输出分析，并将结果存储至历史数据库中。本发明主要针对企业

供应/生产/营销/产品回收/服务环节等所产生的一系列活动通过神经网络预测和库存水

平调节来减弱因牛鞭效应对各环节企业库存水平波动的影响。不仅可以合理规划供应/生

产时间和周期，提高供应链水平效率，减少原材料的冗余，同时实现库存优化，降低生产成

本，也为企业的业务流程环节优化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0067] 本发明所述方法的设计是在数据收集之后的可展示方式，其内在的逻辑和实现方

式的背后利用的是先进的现代互联网技术的集成与互通，在具备很多基础数据的基础上，

对数据进行选择和筛选、标准化等处理，将相互有关联的指标选择出来进行建立相互间的

关联，形成一个整体闭环的动态反馈逻辑流图，并针对其中的价值环节进行可视化的分析。

[0068] 比如针对于客户行为操作的记录次数来说：客户行为操作次数受到产品的质量，

产品的外观，产品的功能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受到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企业的薪酬设定对

员工的激励，员工技能的熟练度，员工对产品质量的重视度等一系列的因素。这样就可以将

一系列的背后元素集中现在一个指标上去体现，深度挖掘当这个指标变化时对其他重要指

标的影响。同时建立因果关系图，理清各重要指标间的关系，形成动态反馈流图，实现对全

价值链环节的动态反馈的过程分析。

[0069]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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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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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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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22

CN 116976948 A

22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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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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