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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企业看成是一组属性的组合，从虚拟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互补性、兼容性和协同性标准出发，将企业的属

性划分为互补、兼容和协同 3 类，再运用联合分析法对候选企业的互补属性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按照综合属性值进行

分类，然后在分类的基础上建立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离散选择模型，将企业的互补性、兼容性和协同属性结合起来

分析,从而得到盟主企业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候选企业的概率，在虚拟企业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选择虚拟合作的最佳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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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的虚拟企业伙伴选择

0 前言

虚拟企业（virtual enterprise）是 21 世纪

竞争、合作、动态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进行生

产经营和市场竞争最有效的运行模式。虚拟

企业的运作效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

虚拟企业合作伙伴的正确选择，因此能否准

确、迅速地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直接关系到

虚拟企业的合作绩效和虚拟企业整体目标

的实现。国内外大量文献对虚拟企业的伙伴

选择进行了研究，叶永玲 [1]（2005）根据以往

文献及国内外成功的虚拟合作经验归纳出

选择虚拟合作伙伴的 3 个重要标准：互补

性、兼容性和协同性。然而我们发现以往关

于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定性、定量研究

以及系统化的研究仅仅都是通过定性、定量

的方法，从判断比较候选企业的生产能力与

资源优势等方面来寻找合作伙伴，片面地追

求资源或竞争优势的互补。这仅仅体现了选

择合作伙伴的互补性标准，而忽略了对兼容

性的考虑，因此也不可能体现协同性标准，

因为不兼容的虚拟合作将导致负向协同效

应，从而导致虚拟企业目标的无法实现。因

此我们认为在针对虚拟企业选择合作伙伴

的研究中，必须同时考虑互补、兼容和协同 3

方面的标准，才能正确选择合适的合作伙

伴，实现虚拟企业的整体目标。

基于此，本文首先从虚拟企业选择合作

伙伴的互补性出发，运用联合分析法（Con-

joint Analysis，CA）[2- 4]对候选企业进行效用评

价，并相互比较候选企业的各自效用，从而

对合作市场上的候选企业进行分类；然后基

于合作伙伴兼容性、协同性的原则，建立虚

拟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离散选择模型（Dis-

crete Choice Model，DCM）[5- 8]，在联合分析和

对候选企业进行分类的基础上，确定候选企

业在互补性、兼容性和协同性 3 个标准下的

合作伙伴的选择概率。

1 企业的效用属性分类

盟主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无法对企

业虚拟化效果作出准确判断。根据 Lancaster

的分析框架，假设盟主企业所需要的并不是

候选企业本身，而是存在于候选企业中的核

心能力，把候选企业看成是效用空间上的投

影，并作为一组属性的组合加以分析。因此

虚拟合作对象的选择需要依赖候选企业所

表现出的属性信息。候选企业的属性成为企

业虚拟化效用函数的自变量。根据虚拟选择

合作伙伴的标准，将企业属性分为 3 种类

型：

（1）互补属性。互补性属性也就是一般

意义上企业应具有的属性，可以认为是候选

企业的内部属性，即企业本身的核心能力及

资源竞争优势的描述。根据文献[9]中所研究

的影响虚拟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关键决策

因素，可以归纳为：时间、质量、成本、服务、

机遇实现能力、先进性、创新、后勤、环境等

方面。

（2）兼容属性。在资源和能力满足互补

性标准的前提下，成员企业之间能否相互兼

容是虚拟合作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战

略、人员、文化，实力、财务、管理体制等方面

的匹配兼容，同时考虑企业利益分配要求、

沟通等方面的非功能性因素。虚拟合作的成

员企业之间，如果缺少兼容性，那么不管业

务关系在战略上有多重要，也不管彼此有多

强大的能力，都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因为

兼容性及分析解决矛盾的能力是保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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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良好关系的基石。

（3）协同属性。虚拟企业的成功取决于

成员企业的组合是否具有整体优势，这要求

成员企业树立协同竞争的观念，实现企业之

间优势资源的共享和协同运作，共同营造具

有竞争优势的虚拟企业。因此，盟主企业除

了需要考察合作对象资源能力互补、企业匹

配兼容以外，还要考察合作对象的协同效

应。一般情况下协同效应用销售收入的增

加、运营成本的降低和投资需求的压缩 3 个

变量来描述。

2 联合分析

在针对虚拟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联合

分析中，合作市场上的候选企业都是由能描

述企业核心能力的属性以及不同水平属性

的组合构成。盟主企业对拥有组合属性效用

的企业进行评价，运用统计技术对评价结果

进行处理，估计各属性水平的“效用值”，在

确定企业属性及其水平效用的基础上，得到

企业不同属性的相对重要性。那样盟主企业

可以得到 TQCSE 等属性在虚拟企业合作伙

伴选择中的相对重要性，而且可以得到各影

响因素下不同水平的效用值，从而确定盟主

企业对企业 3 类属性的效用评价。

首先运用联合分析根据合作市场上获

得的相关企业的互补属性水平的效用值，计

算属性的相对重要性和企业效用，从而可以

将在各效用值的评价得分相近的企业归到

同一类别，形成若干不同的候选企业集合。

根据上述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联合分

析原理，现在给出互补类效用属性的联合分

析的一般步骤：

（1）确定研究对象。盟主企业根据机遇

类型和经营过程，分析企业所需要的外部核

心能力，确定合作伙伴选择的范围，并从潜

在的合作伙伴当中缩小范围，剔除不合格的

侯选伙伴，挑选出可供选择的伙伴群，减少

后面阶段联合分析和建立离散选择模型所

需要进行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工作。

（2）确定属性及水平层次。根据确定的

研究对象，确定能描述候选企业特征的重要

互补属性是联合分析最重要的一步。盟主企

业应根据市场机遇的不同，确定虚拟企业的

不同市场目标，从而根据虚拟企业的使命来

完成合作伙伴的选择。由于企业的互补属性

较多，因此需要选择出最重要的既有代表性

又在盟主企业评估能力范围内的属性。然后

根据企业的这些属性来确定各个属性水平，

这些决定性的属性以及不同水平效用会对

盟主企业的选择决策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

响。

一般，各属性所含的水平数目应尽可能

平衡。研究表明：一个属性的水平数目增加

时，即使起点保持不变，该属性的相对重要

性也会提高。在典型的联合分析中，合作市

场上候选企业的属性应有 6～7 个，每个属性

的水平数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等，一般是 3 个

左右。属性及其水平数目不宜过多，因为过

多的属性及其水平会加重盟主企业的负担，

使得盟主企业的选择过程复杂化，或者降低

模型预测的精确性；属性过少则会严重降低

模型的预测能力，因为模型中将丢失一些关

键的信息。

（3）属性水平效用模型。企业属性水平

的效用描述了虚拟企业在合作市场上赋予

候选企业每个属性的各个水平的重要性，由

联合分析的模型估计得到。一般根据盟主企

业对候选企业的偏好或评价，即估计模型的

因变量，分解成为候选企业所有属性水平的

效用，水平作为预测变量（即自变量），并采

用哑变量的 OLS 回归得到回归系数，该参数

即为企业属性的水平效用。我们运用传统的

联合分析模型：

Yi=!i+!"ij#ijk （1）

其中：Yi 为候选企业 i 的偏好得分；!i 为

相应的截距；"ij 为估计的企业 i 某个属性 j

的水平效用；#ijk 为指定的企业 i 不同属性水

平的哑变量；且 #ijk=｛0，1｝，1 表示某个属性

的水平出现，0 表示某个属性的水平未出现。

（4）属性相对重要性。根据联合分析法

的基本原理，企业属性相对重要性的计算基

于这样一个假定：对于候选企业水平效用估

计的差值越大表示该属性在整体企业效用

中的重要性越高，差值越小表示越不重要。

属性相对重要性的计算公式如下：

$ij=
max("ij)- min("ij)
J

j=1! [max("ij)- min("ij)]
×100% （2）

其中：$ij 为企业 i 的第 j 个属性的相对

重要性；max("ij)为企业 i 的第 j 个属性的最

大水平效用值；min("ij)为企业 i 的第 j 个属

性的最小水平效用值。

（5）选择确定效用函数的 CA 模型。计算

联合分析模型的整体企业效用，最常用的模

式是加法模式（additive model）。该模式认为

合作市场上的盟主企业只是把每个属性的

效用值加起来就得到某种属性组合，即企业

的整体效用。因此，我们结合上文计算出的

企业属性相对重要性，可以通过计算企业的

整体效用来比较盟主企业对不同候选企业

的偏好。企业整体效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ui=
J

j
!$ij·"ij （3）

其中：ui 为候选企业 i 的整体效用值；"ij

为候选企业 i 的第 j 个属性的水平效用；$ij

为企业 i 的第 j 个属性的相对重要性；J 为企

业属性个数。

（6）候选企业分类。根据上述联合模型

对候选企业效用值的计算，按照建立离散选

择模型分析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需要，

我们将 n 个候选企业的 ui（i∈n）值从小到大

排列，将 n 个候选企业划分成 G 组类别。

3 离散选择的嵌套 logit 模型

离散选择模型应用于虚拟企业的合作

伙伴选择是基于企业互补、兼容和协同属性

效用的综合评价，以形成虚拟企业的整体效

用函数作为约束条件，来判断盟主企业选择

合作企业的概率，从而进行选择合作伙伴的

行为。盟主企业对合作伙伴的选择是寻找组

建虚拟企业的最佳组合，即达到虚拟企业效

用的最大化。因此准确的伙伴选择分析应该

考虑互补性、兼容性和协同属性之间的交互

作用。由 McFadden 为代表建立和发展起来

的离散选择模型不仅仅是测量决策主体的

评价偏好，而且还在具体的选择对象集合中

进行选择。基于联合分析对合作市场上候选

企业的分类，应用离散选择模型可以在群体

层面上得到影响盟主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

企业属性水平的效用值，进而可以在模拟的

市场竞争环境下构造不同的候选企业选择

集，计算候选企业被选择频次比率和选择概

率，获得盟主企业在不同企业属性水平效用

下的选择行为。因此，离散选择模型在虚拟

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运用中也更符合实际。

根据离散选择模型的相关理论，规范的

离散选择模型一般形式为 P(x|z)，其中 x 为

有限选择集 C 中的一个备选元素，z 为刻画

选择集和决策者特征的实向量，P 给出了在

由 z 所描述的选择背景下，备选方案 i 被选

中的条件概率。通常假定具体的 P 与参数向

量 % 一一对应，所以离散选择模型一般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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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成 P(x|z,!)。假定在虚拟企业合作市场中，

有 n 个盟主企业欲组建虚拟企业，每个盟主

企业至少选择一个候选企业来组建虚拟企

业。对于合作市场上的候选企业 i，用向量

Ui=(U1，⋯，Un)表示候选企业 i 由联合分析确

定的企业综合属性效用值；用 Ji 表示候选企

业兼容属性指标的集合；用 Xi 表示候选企业

协同属性指标的集合；用 zI 表示盟主企业 I

自身的属性特征。盟主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明

确自己需要的资源能力、潜在的合作对象应

具备的资源能力之后，在确定候选企业兼容

性和协同属性的时候，根据组建虚拟企业的

需要来选择其中部分属性因素来设计兼容

和协同标准下的指标体系，从而来评价企业

的效用。盟主企业 I 在选择候选企业 i 组建

虚拟企业时，企业虚拟化效果 UVE 取决于企

业 i 的综合评价属性效用 Ui、兼容属性 Ji、协

同属性 Xi 和盟主企业 I 自身的属性特征 zI。

即：

UVE=F(Ui，Ji，Xi，zI，!)+"VE （4）

在离散选择模型中，嵌套 logit 模型从更

加符合盟主企业选择行为的角度描述盟主

企业对合作伙伴的选择。该模型将合作市场

上的候选企业按照一定的标准分为不同的

小组，同一小组中的随机扰动项，即候选企

业之间某些未观测到的企业属性效用被认

为是相互关联的，而不同组的随机扰动项则

是相互独立的。同时，只有选择同一组候选

企业的盟主企业边际效用系数是相同的。嵌

套 logit 模型允许属性效用相似的候选企业

之间的替代关系更加密切，从而得到更为合

理的替代模式。根据 McFadden（1978，1981）

在一个两层次的嵌套 logit 模型中，假定

F("1，⋯，"n)=exp -
i∈S" exp(- "i/## $)% &#

（5）

则有

Pr(y=i|Sg)=
exp(Ui/#)

k∈Sg
" exp(Uk/#)

（6）

其中，Sg 表示对全部候选企业分组后

（由上文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联合分析

可以得到候选企业的分组）企业 k 所在的

组。可以证明处于同一组中的选择项两两相

关系数为 1- #2，# 可以反映选择集 Sg 中的每

两个被选项的相似程度，其位于(0,1)区间上，

当 #=1 时，每个被选项之间没有相似之处，

随 机 扰 动 项 相 互 独 立 ， 并 服 从 相 同 的

Weibull 分布，这时我们看到嵌套 logit 模型

就成为一个多项式 logit 模型，即：

Pr(y=i|g)=
exp(Ui)

k∈S" exp(Uk)
（7）

这里，# 对于我们认识候选企业之间的

替代弹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候选企业越相

似，它们之间的替代弹性就越大。

从盟主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最终结果

来看，嵌套 logit 模型之所以可以很好地描述

盟主企业的选择行为，不仅因为它的数学形

式直接包含了随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而且

还包含了分析候选企业之间的相似关系。

在一个两层次的嵌套 logit 结构中，我们

根据上文合作伙伴的联合分析得到的各候选

企业的属性效用值，把全部的候选企业分为

G 组，记为 g=1，⋯，G，g 组的企业集合记为

Sg。假定盟主企业在作选择决策时，首先考虑

的是组，然后才是从每一组企业集合中选择

具体的候选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则得到如下

两层次的嵌套 logit 模型的选择概率结果：

Pr(y=i|g)=
exp(Ui/#)

k∈Sg
" exp(Uk/#)

（8）

该式给出了当盟主企业已经决定选择

哪个类别的企业集合时，最终选择某一品牌

具体企业的条件概率。然后盟主企业选择某

一类别企业的概率：

Pr(y=g)=
k∈Sg

"Pr(y=i|g)

=
[

i∈Sg
" exp(Ui/#)]#

g∈G" [
i∈Sg
" exp(Ui/#)]#

（9）

综合（8）和（9）式就可以得到：

Pr(y=i)=Pr(y=i|g)×Pr(y=g) （10）

即盟主企业选择某一具体企业的概率

等于其在每个选择阶段依次作出每种选择

的概率乘积。在嵌套 logit 模型中估计效用函

数的参数以及合作市场上的需求，是分阶段

估计的，估计的顺序是从最后一个选择阶段

开始。根据嵌套 logit 模型的离散选择，最终

得到盟主企业选择某具体企业作为合作伙

伴的概率，实现企业虚拟化效果的最大化。

4 结语

虚拟企业合作伙伴的离散选择将企业

属性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考虑候选

企业的属性效用与盟主企业的兼容性和协

同性相结合，使虚拟企业的伙伴选择过程更

为科学合理。本文基于市场行为研究中运用

广泛的离散选择模型，提出针对虚拟企业伙

伴选择的思路方法；不足之处是未涉及到相

关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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