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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中国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范围的市场竞

争越来越激烈，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品种数目越来越多，消

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期望，以及对交货期的要求越来越高，消费

者的多元化和时尚化，是当前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面对这些变

化，单凭企业自身的资源，依靠单个企业的力量来优化运作、技

术创新赢得竞争优势已越来越难，企业进入了供应链竞争时代。

然而供应链中的各成员分属于不同的企业，它们都是基于局

部目标进行决策，为了使成员的行为与供应链系统的最优策略相

一致，必须通过设计适当的激励机制对成员的决策行为进行协调

和约束。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将契约作为平衡供应链成员冲突、

激励协作，提高供应链整体绩效的一个有效的管理工具。如何从

现实供应链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出发，基于供应链系统协调的角度，

研究供应链节点企业的合作与博弈，谋求双赢，是供应链契约研

究的重要的热点课题。

本书以当前全球化、分布式供应链运作的协调管理为背景，

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契约理论、供应链管理理论、博弈论、数

学优化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以规范性定量分析的方法，

对基于契约的供应链协调与创新协作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本

书希望通过对下面供应链协调和协作问题的内涵和规律的研究分

析，找到供应链协作手段，达到激励供应链成员创新、分担风险

和共赢的目的，并为我国企业供应链协作提供理论依据和运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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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本书的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一、结合供应链管理与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对不对

称信息情况下销售商促销努力存在道德风险时的供应链契约进行

了研究，分析了在这种情况下减少信息租金、对供应链更有效率

的契约。对市场需求随机、供应商具有 “向下的风险规避约束”

（ｄｏｗｎｓｉｄｅ－ｒｉｓｋ－ａｖｅｒｓｅ）下供应商的生产能力预留决策进行了分

析，研究了风险规避成员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建立了在这种情

况下的供应链协调模型和协调策略。对价格与需求相关情形下基

于库存与定价的供应链协调契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根据现实中

不同产品的特点，建立确定型和随机型两种需求模型，对这两种

需求模型下协调供应链的契约进行了比较。

二、建立了供应商居于主导地位，经销商建立二级市场交易

余缺库存的定价和库存转运的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博弈模型，对此时的供

应链协调契约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了市场进行非价格竞争 （广

告）的条件下，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垂直合作广告的供应链协调

问题，建立了单制造商单零售商随机需求情形下的供应链协调模

型，研究了协调供应链的契约。另外，建立了多零售商竞争条件

下，单制造商多零售商的供应链协调模型并研究了供应链协调契

约，给出了模型的具体实证算例。

三、从提高供应链整体协调性和绩效水平出发，对供应链创

新协作问题进行了以下系统的研究。

首先，建立了市场需求对价格敏感，上游制造商创新投入的上

下游企业博弈模型。研究了单制造商单销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

研究发现上游企业创新投入与市场性质、上下游企业在供应链中的

地位、上游企业的保留利润都有关，比较了不同市场性质下供应链

整体利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分别作为领导者

基于契约的供应链协调与创新协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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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使上游企业的创新投入达到供应链最优的协调契约。

其次，研究了存在两个相异的竞争零售商的情形，基于Ｓｔａｃｋ－

ｅｌｂｅｒｇ主从博弈研究了零售商竞争对上游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

现上游制造商创新投入具有外部 （外溢）性，并且零售商的竞争

性越强，制造商的创新投入越大。证明了在分散决策情况下，制

造商的创新投入无法达到供应链最优，提出使供应链达到协调的

基于数量折扣的混合契约，并指出了该契约可以为各方接受的条

件。接着建立了存在价格竞争时，下游两个零售商创新投入降低

运作成本的供应链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分散决策情形下制造

商的利润随着零售商创新能力和竞争强度的提高而增大，其最优

批发价与零售商的创新能力无关，创新投入的外溢效应反映在增

加了制造商的需求；创新使零售商的利润提高，但由于竞争性，

当创新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创新反而使零售商的利润降低。提

出了使供应链协作的基于数量折扣的混合契约。

再次，从供应链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供应商出发，基于下游制

造商对上游创新的影响，在需求对价格敏感的情况下考虑了供应

商、制造商、第三方研发机构协作创新的博弈过程，对供应链创

新协作的三种模式进行了建模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创新能力相

当的情况下，无论从创新力度、各方期望利润，还是从满足需求

量等来看，供应商与供应链上关系紧密的下游协作创新的模式不

仅可以降低自己创新的投资和创新风险，而且提高了供应链协作

伙伴的创新水平，又可以在收益上达到双赢。

最后，从供应链协作创新的核心企业制造商出发，基于上游供

应商对下游创新的影响，在需求对价格敏感的情况下考虑了供应商、

制造商、第三方研发机构协作创新的博弈过程，对供应链创新协作

的三种模式进行了建模分析，并进一步提出了供应链协调策略。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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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绪论

１．１　研究的背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特别

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全球范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品种

数目越来越多，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期望以及对交货期的要求

越来越高、消费者的多元化和时尚化，是当今企业面临的市场环

境。面对这些变化，单个企业的努力已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传统纵向一体化企业组织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

这主要表现在：①纵向一体化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纵向

一体化要求企业通过兼并、收购或内部发展的方式扩展其经营范

围，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且使企业难以应对不断变

化的市场需求，无法集中优势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②纵向一

体化过分强调竞争。采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不得不在产业链的各

个业务领域与众多对手进行竞争，这很可能使企业陷入以竞争对

手为导向的圈套而迷失战略方向，从而无法建立起自身独特的竞

争优势，同时也得不到企业合作可能带来的发展机遇。③纵向一

体化增大了企业对市场和行业的依赖性。当行业不景气时，采用

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不仅会在最终消费市场上受阻，而且还会使企

业存在很大的退出障碍，因而难以捕获新兴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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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企业组

织模式开始由纵向一体化向横向一体化转变。企业不仅要充分利

用系统内的每一点资源，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

ｔｅｎｃｉｅｓ），还必须重组企业内部以及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

上下游之间不再是简单的业务往来关系，而成为了相互依赖、利

益密切相关的战略共同体。市场竞争已由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

转变为由企业与其合作伙伴所组成的供应链与其他供应链的竞争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Ｋａｔｚ，１９９８）。

供应链是产品生产和流通中涉及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以

及最终消费者组成的供需网络，是由不同的利益主体构成的开放

性合作系统。供应链内各企业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目标，它们在

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时候，往往与供应链整体目标相冲突，各

成员企业的核心业务和能力、企业文化、运作模式等各异，各企

业间存在着最终体现为供需关系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多方

面的复杂关联，因此供应链是典型的、需要协调的系统 （Ｓｉｍａｔｕ－

ｐａｎｇ，Ｗｒｉｇｈｔ，Ｓｒｉｄｈａｒａｎ，２００２；Ｓｈｉｎ，Ｂｅｎｔｏｎ，２００７）。Ｆｕ－

ｇａｔｅ，Ｓａｈｉｎ和 Ｍｅｎｔｚｅｒ（２００６）认为供应链管理的本质就是协调

与集成。其整体绩效的发挥完全取决于这些异质元素之间的相互

协调，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是通过对供应链成员之间互相协调与合

作有效实现和满足客户需求，而协调的实质就是对供应链上各活

动过程及其能力根据供应链整体绩效的要求进行调整与优化，以

达到增强供应链作为整体的竞争优势，同时又不失供应链作为一

种中间治理结构的灵活性 （Ｌｉ，Ｗａｎｇ，２００７）。

因此，人们开始注意从协调所有成员的行动这样一个整体供

应链系统协调的角度来研究供应链管理问题。自Ｐａｓｔｅｒｎａｃｋ在

１９８５年最早提出供应链契约的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针对供应链

基于契约的供应链协调与创新协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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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Ｇｉａｎｎｏｃｃａｒｏ，Ｐｏｎｔｒａｎｄｏｌｆｏ，２００４；Ｗｕ，

２００５；Ｋｒｅｍ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作为协调供应链的重要手段，供应链契

约在协作库存控制、业务外包博弈、采购与物流管理、激励信息

共享、创新投入和促销努力、质量控制、延迟交货、前期研究等

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果，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大量运用 （Ｓｅｒｅ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Ｃｏｒｂｅｔｔ，Ｇｒｅｇｏｒｙ，Ｈａ，２００５；Ｊｉｎ，Ｗｕ，２００７）。通过

供应链契约来约束和协调供应链上的企业，提高供应链系统的绩

效已成为供应链管理的一个新的热点。

１．２　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目标与意义

１．２．１　研究问题的提出

企业的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广告促销策略、技术创新策略

等的实施和最终效果都将受到供应链渠道整体性能的影响，而每

一个成员企业的风险偏好和策略都会影响整个供应链渠道的性能，

渠道内部存在的竞争和冲突势必降低渠道的效率，而协调一致的

渠道策略可以提高渠道效率和顾客服务水平，并最终提升整个供

应链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供应链内部企业之间的协调关系是

事关供应链运作成败的关键因素。

然而供应链的不协调性广泛存在，首先在于供应链系统中存

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如客户需求难以预测，订单的中途改变或取

消，材料或零部件不能准时送达，生产设备突然发生故障等，使

得供应链系统具有很强的动态特性。

另外由于供应链由不同的利益实体组成，具有不同的优化目

标和私有信息，因此各成员间的决策行为博弈广泛地存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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