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联盟收益分配的博弈分析 

文/柳春锋 

   一、引言 
   当今世界，国际旅游联盟已蔚然成势。圣达特饭店集团、精品国际集团都采取特许经营联号
组建联盟，美国的里奇菲尔得饭店管理公司采取管理合同管理着希尔顿、喜来登等大量饭店。 
   受此影响，中国的许多旅游企业纷纷组成饭店联合体、旅行社联合体、委托管理、旅游网站
联盟等联盟形式。如黑龙江省9个旅游城市的9家知名饭店成立了“黑龙江旅游饭店联合体”，以加
强彼此的合作，并开展联合促销活动；杭州22家旅行社于今年组成了浙江诚信旅游联合体，推出统
一产品。 
   然而，旅游联盟的不稳定性已是有目共睹。联盟在预订、促销、产品开发，资源共享等方面
进行着合作，而在收益分配时主要表现为竞争。虽然联盟在运作以前就应对收益分配达成共同认可
的方案，但随着市场的开拓和形势的变化，额外的收益往往成为各成员争夺的焦点，这也是导致联
盟解体的重要原因。 
   二、影响收益分配的因素 
   旅游联盟内部在进行收益分配时应当遵循互惠互利、风险补偿、多劳多得、民主决策、科学
分配的原则。在收益分配过程中主要考虑如下因素： 
   (1)投入的硬资源。如设备设施、具有通用技能的员工、地理位置等，它们是较易估价的，或
者说，它们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评估标准和认可程度。例如，设备设施有市场价，具有通用技能的员
工有行业普遍认可的薪酬水平，旅游企业的地理位置、星级档次也有普遍认可的行业平均价格。所
以，这部分资产的价值评估就较为简单，可在协议中直接规定下来。 
   (2)投入的软资源。如品牌、商誉、具有特殊技能的员工、管理系统、企业文化等，它们难以
估价，没有明确的评估标准，而恰恰就是这些投入资源增强了旅游联盟的实力。所以，联盟旅游企
业应高度重视其价值评估，避免影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削弱联盟的竞争力。软资源的价值评估一
般都是在参考一些相似资源的市场价值后最终由联盟各方协商定价。 
   (3)承担的风险。风险与收益密不可分，风险越大，所获收益相应越多。 
   三、联盟收益分配的讨价还价模型分析 
   我们假设旅游联盟只有两个成员企业1和企业2，它们不断地“出价—还价”，直到一方的出
价被另一方接受为止。设为贴现因子（可以理解为讨价还价的一种成本），总收益为1。我们用和
分别表示企业1出价时企业1和企业2的份额，和分别表示企业2出价时企业1和企业2的份额。假定企
业1和企业2的贴现因子分别为和。这样，如果博弈在时期结束，是企业的出价阶段，企业1的支付
的贴现值是，企业2的支付的贴现值是。 
   假设此博弈过程无限期（），根据萨克德（Shaked）和沙腾(Sutton)的结论，从企业1出价的
任何一个阶段开始的子博弈等价于从开始的整个博弈，我们可以应用有限阶段逆向归纳法的逻辑寻
找子博弈精练均衡。假定在时期企业1出价，企业1能得到的最大份额时。因为对企业1而言，期的
等价于的，企业2知道在期的任何的出价将被企业1接受，因此企业2出价，自得；因为对企业2而
言，期的等价于期的，企业1知道期的任何出价将被企业2接受，因此企业1出价，留给企业2 。因
为从开始的博弈与从开始的博弈完全相同，企业1在能得到的最大份额一定与其在期得到的最大份
额相同，因此我们有：，即。 
   现在假定企业1在期能得到的最小份额为。因为期的等价于的，企业2在期最多得到。因为期
的等价于期的，企业1在期至少得到。因此我们有，即。 
   因此企业1能得到的最大份额与最小份额相同，均衡结果是唯一的： 
，特别地，给定，当时，，即企业1得到所有收益；给定，当时，，即企业2得到所有收益。这可以
说是“耐心优势”，有绝对耐心的企业总可以通过拖延时间使自己独吞所有收益。这个“耐心优
势”一般情况下也是成立的：给定其它情况（如出价次序），越有耐心的人得到的份额越大。 
   这个博弈还有个“先动优势”：当时，，即企业1的份额总是多于企业2的份额。如果每一阶
段的长度任意小，这个先动优势将消失。 
   四、结论 
   旅游联盟的收益分配应在考虑投入资源与承担风险的基础上，设法削弱“耐心优势”和“先
动优势”。在“讨价还价”过程中，联盟可对成员企业的每一次拒绝征收一定的费用，以提高谈判
成本，削弱“耐心优势”，使谈判尽早结束。另外，联盟应尽量缩短每一轮谈判的间隔，这可削弱

 



“先动优势”，保证收益分配的公平性（作者单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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