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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虑了由一个分销商和制造商构成的单一短生命周期产品的两级供应链系统 ,当市场需求和制造商的交

货期都是随机变化时 ,建立了分散决策和协调决策模式下交货期与批量的决策模型 ,解析分析了两种决策模式下

供应链的优化决策 ;解析分析和算例分析表明 ,双方合作不仅可以缩短产品交货期、增加供应链系统的整体收益 ,

而且还能增加产品的市场供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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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Stalk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提出 ,时间已经成

为形成竞争优势的一种新资源[1 ] 。同时随着市场环

境的变化 ,单个企业越来越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生存 ,

未来的竞争将成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2 ] 。

目前 ,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及需求不确定性增大 ,企业

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其对客户订单的响应能力。全

球化、技术发展、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以及新经济的

出现迫使各企业间必须更好地合作和信息共享以便

提高客户服务水平 ,从而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

如 Wal - Mart 公司与 P &G 公司通过零售信息沟

通项目将两公司的平均库存成本减少 70 % ,同时把

客户服务水平从 96 %提高至 99 %[ 3 ] ,这种竞争模式

直接影响了企业的运作管理 ,体现在运作层次就是

不断压缩产品的交货期。而且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

剧 ,交货期越来越成为有力的竞争工具 ,为了吸引客

户 ,供应商通常会对潜在客户公布一个承诺交货期 ,

当交付延迟时 ,将给予顾客相当的补偿。如果供应

商对顾客承诺的交货期过短 ,经常可能没法守约 ,不

得不支付相当大的补偿 ,还可能失去市场份额。如

果承诺交货期过长 ,顾客将会发现该交货期毫无吸

引力 ,可能会选择到别处购买[4 ] 。因此 ,将交货期作

为重要的决策变量 ,对供应链其他变量及供应链整

体收益可能有着重要影响。

目前 ,已有很多学者对交货期问题做出了研究 ,

如 Ben - daya 和 Hariga [5 ] 研究了如何缩短交货期

问题 ,为交货期管理和控制指出了一个实际方向 ;

Ryu 和 Lee[6 ]建立了一个随机交货期和稳定需求的

二重模型 ,将缩短交货期产生的费用看作是企业投

资。然而 ,关于交货期压缩的研究文献多数集中在

交货期压缩对库存的影响 ,如文献[ 7 - 8 ] ,是单一节

点的优化 ,没有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研究缩短交货期。

Iyer 和 Bergen[8 ]在研究 Q R (Quick Response ,快速

反应)时分析了交货期的缩短对供应链成员 (供应商

- 零售商) 的影响 ,提出了实现双方收益 Pareto 改

进的一些对策 ,但是 Iyer 和 Bergen 在文献 [ 8 ]中没

有涉及到交货期压缩对整个供应链的影响。同时 ,

在供应链中各企业之间进行信息共享价值已经有不

少的研究 ,文献[ 9 ,10 ]研究表明信息共享可以帮助

他们减少信息的失真 ,减轻牛鞭效应所带来的负面

影响。Raghynat han[ 11 ]研究了在制造商和分销商之

间共享实时需求或库存信息时 ,制造商都能有效地

降低库存成本。黄宝凤等[12 ] 建立了制造商与销售

商合作和共享信息的一般模型 , 解析分析了信息共

享的价。Power [ 13 ]也认为供应链整合的关键在于通

过增强协调沟通、伙伴关系、联盟合作等手段实现跨

组织的核心业务过程整合 ,整合范围和内容主要涉



及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的物流整合、信息流整合和

资金流整合三个方面。

然而 ,所有上述这些研究讨论的都是具有较长

生命周期的产品供应链 ,分销商可以多次向制造商

订购产品。但是在当今的市场上 ,也有许多产品只

有一个相对较短的固定的最佳销售时间窗[14 ] ,如半

导体行业的制造商所开发的产品不得不面对一个越

来越短的最佳销售时间窗 ,因为当竞争对手在开发

出更新的产品之后 ,自己过去的产品的边际利润就

会迅速减少。除了半导体行业 ,也有许多其它产品

也有类似的情形 ,如时装、带有季节性的服装、节日

装饰品等。对这类生命周期较短的产品 ,其订货一

般只有一次。因此 ,研究在不确定交货期条件下短

生命周期产品的供应链订单决策问题具有重要意

义[15 ] 。由此 ,本文主要研究当制造商的交货期随机

条件下 ,制造商和分销商在分散决策和协调决策模

式下的供应链系统的订购批量与交货期的协调决策

模型。

2 　问题描述及符号说明

211 　问题描述

考虑一个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分销商组成的两

阶供应链系统 (如图 1 所示) ,其生产和销售一种有

相对固定销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产品 ,即所谓

的短生命周期产品 ,两企业按照 M TO 模式运作 ,而

且市场的随机需求只发生在分销商处 ,分销商和制

造商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图 1 　供应链模型结构

对于该供应链 ,如果制造商提前完成订单 ,则制

造商独自承担提前期内产品的库存费用 ;如果制造

商的延迟完成订单 ,制造商要向分销商赔偿由此造

成的所有损失 ,假设赔偿方式是制造商向分销商支

付单位产品单位时间的延迟惩罚费用。制造商虽期

望准时完成订单 ,但由于生产系统和物流系统中存

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因而制造商的实际交货期是一

个随机变量 ,即产品最终到达分销商处的时间是一

个随机变数。由此制造商面临两种可能的费用 :提

前完成订单时的库存费用和延迟交货额外赔偿费

用 ,而且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分销商也会对订购

批量做出合适的决策。因此 ,这类供应链的决策问

题是确定一个合适的承诺交货期和订购批量 ,对于

这类订单决策问题存在两种决策模式 ,一种是制造

商和分销商各自独立进行的分散决策 (非协调决策

模式) ,另一种是制造商和分销商合作条件下的供应

链协调决策 (即集中决策) ,也就是双方通过合作、进

行信息共享 ,实现交货期与订购批量的协调决策。

在分散决策模式中 ,作为独立的决策者 ,制造商

和分销商分别会根据自己的成本结构和订单完成能

力进行决策以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首先 ,分销商

根据产品的市场价格和制造商的产品报价 ,以自身

的期望收益最大化确定该种产品的订购批量 ,随之

制造商根据其订购批量确定该产品的承诺交货期 ,

由此可以得出分散决策条件下供应链的订单决策。

而在供应链协调决策模式中 ,分销商和制造商不再

以自身的期望收益最大化为目标 ,而是从供应链整

体利益出发 ,决策出供应链产品的订购批量以及产

品的承诺交货期 ,以确保整体收益最大化。

212 　基本假设和符号含义

本文所建立的供应链决策模型基于如下假设 :

1) 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分销商组成的供应链 ,

在单一周期内生产和销售单一的时令性产品 ,而且

分销商在一个卖季只有一次订货机会且面对的是随

机需求 ;

2) 如果制造商提前完成订时 ,不允许提前交

货 ,同时由制造商独自承担交付前产品的库存费用 ;

3) 如果制造商推迟完成订单 ,假设分销商处的

市场需求不会受到影响 ;

4) 当制造商推迟完成订单 ,制造商要向分销商

支付一定的交货延迟费用 ;

5) 供应链中的成本 —时间结构均为线性关系 ,

包括制造商单位产品产成品库存成本、制造商单位

产品交付延迟惩罚成本。

模型中的各变量定义如下 :

TG - 制造商对分销商承诺的产品交货期 ;

t - 制造商实际交货期 ,其分布函数为 G( t) ,其

密度函数为 g ( t) ;

P - M TO 供应链产品价格 ,即产品的市场价

格 ;

a - 制造商单位产品价格 (销售给分销商的产

品价格) ;

m - 制造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

b - 当销售周期结束后 ,分销商对剩余产品的单

位产品的处理价格 ( p > a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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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分销商的单位产品缺货成本 ;

x - 产品的市场需求 , 其概率密度和分布函数

分别为 : f ( x) 、F( x) ;

h - 制造商单位产品单位时间的产成品库存成

本 ;

k - 制造商延迟交货时 , 单位产品单位时间的

交付延迟成本 ;

Q 3
D 、Q 3

C - 分散决策和协调决策模式下分销商

的最优订购批量 ;

TD
G 、TC

G - 分散决策和协调决策模式下制造商的

最优承诺交货期

Em 、Ed - 分散决策时制造商、分销商的期望收

益 ;

E1
m - 当制造商准时交货时 ( t ≤ TG) ,制造商的

期望收益 ;

E2
m - 当制造商延迟交货时 ( t > TG) ,制造商的

期望收益 ;

ED
scm - 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整体收益 ;

EC
scm - 协调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整体收益 ;

[ T0 , T ] - 制造商生产产品的交货区间 , 其中

T0 为制造商的最短交货时间 (产品销售的开始时

间) , T 为制造商的最长交货时间 (产品销售的结束

时间) 。

由于制造商为完成分销商的订单需要进行订单

处理、原材料采购、加工制造、装配等活动 ,订单完成

环节涉及多个企业部门、包含多项活动的复杂系统 ,

存在多种不确定性 ,因此其完成分销商订单的实际

交货期 t 为随机变量。根据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

果显 示 , 实 际 交 货 期 t 服 从 渐 近 指 数 分 布

(Shanthikumar and Sumita ,1988[ 16 ] ; Karmarkar ,

1993[ 17 ] ) 。因此 ,笔者假设其服从参数为θ的指数分

布 ,则其密度函数为 :

g ( t) =
θe -θt , t > 0

0 , 　　ot her
　(θ> 0)

其相应的分布函数为 : G( t) = 1 - e-θt , (θ> 0) ,其中

1/θ为制造商实际完成订单的平均交货期。

3 　分散决策模式下分销商和制造商的决策

模型

　　对于短生命周期产品而言 ,在分散决策模式中 ,

作为独立的决策者 ,制造商和分销商分别会根据自

己的成本结构和订单完成能力进行决策以实现自身

收益最大化 ,但作为整个供应链中的两个节点成员 ,

这两个企业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在制造商和分销

商的决策过程中 ,分销商先根据自己的成本结构、市

场需求决策出订购批量 ,随之 ,制造商会根据分销商

的订购批量及自己的生产能力给出产品的承诺交货

期。

311 　分销商的订购批量决策

在分散决策情况下 ,由于没有信息共享 ,分销商

只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市场的需求进行定货决策。

这时分销商的期望利润可以表示为 :

Ed =∫
Q

0
[ ( p - a) x - ( a - b) ( Q - x) ] f ( x) dx +

∫
∞

Q
[ ( p - a) Q - c( x - Q) ] f ( x) dx (1)

其中第一项是当分销商订货 Q超过市场需求情

况下的期望收益 ,第二项是当分销商订货 Q 小于市

场需求情况下的期望收益。显然这是一个“报童问

题”(newsboy problem) ,由此当 Q 满足下式时分销

商的期望收益为最大值 :

F( Q 3
D ) =

p - a + c
p - b + c

(2)

因此 ,分销商的最大期望收益可以表示为 :

Emax
d = ( p - a) Q 3

D - c( E( x) - Q 3
D ) - ( p - b +

r)∫
Q 3

D

0
F( x) dx (3)

由此可知当制造商与分销商不合作时 ,分销商

的订货决策为 Q 3
D 。当分销商选择订购批量为 Q 3

D 之

后 ,制造商会根据此订购批量确定与之相对应的承

诺交货期 TG ,向分销商提供 Q 3
D 的产品 ,但由于制造

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从而导致

其交货的不确定 ,因而制造商可能提前或延迟完成

订单。根据前面的假设可知无论制造商提前还是延

迟完成订单 ,分销商处的市场需求不会受到影响 ,因

此分销商的利润总可以能达到其最大值 Emax
d 。

312 　制造商的承诺交货期决策

当信息不共享时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分销商的

订货量为 Q 3
D ,这时制造商面临一个承诺交货期的

决策问题 ,即如何选择合适的承诺交货期才能使其

自身的期望收益达到最大值。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从而导致其可能提前、准时或

延迟完成订单。

1) 当制造商的实际交货期小于或等于承诺交

货期 ( t ≤TG) 时 ,制造商提前或准时完成订单 ,则此

时制造商的期望收益可以表示为 :

E1
m =∫

TG

T0

[ ( a - m) Q 3
D - h( TG - t) Q 3

D ] g ( t) d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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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制造商的实际交货期大于承诺交货期 ( t

> TG) 时 ,制造商延迟完成订单 ,则此时制造商的期

望收益可以表示为 :

E2
m =∫

T

TG

[ ( a - m) Q 3
D - k ( t - TG) Q 3

D ] g ( t) dt

(5)

因此 ,此时制造商的期望收益为 :

Em = E1
m + E2

m =∫
TG

T0

[ ( a - m) Q 3
D - h( TG -

t) Q 3
D ] g ( t) dt + ∫

T

TG

[ ( a - m) Q 3
D - k ( t -

TG) Q 3
D ] g ( t) dt (6)

将式 (6) 对承诺交货期 TG 分别求一阶、二阶偏

导得到 :

5 Em

5 TG
= - Q 3

D∫
TG

T0

hg ( t) dt + Q 3
D∫

T

TG

k g ( t) dt

52 Em

5 T2
G

= - hQ 3
D g ( TG) - kQ 3

D g ( TG) < 0

由上可知 ,对于给定的分销商的订购批量 Q 3
D ,

制造商的期望收益函数 Em 是关于其承诺交货期 T G

的凹 函 数 , 此 时 令 5 Em

5 TG
= 0 , 即 5 Em

5 TG
= -

Q 3∫
TG

T0

hg ( t) dt + Q 3∫
T

TG

k g ( t) dt = 0 ,可得 :

TD
G =

1
θln h + k

he -θT0 + ke -θT (7)

由此 ,可得到定理 1 :在分散决策模式下 , 当分

销商的订货量为 Q 3
D 时 ,分销商的期望收益达到最

大 ;此时制造商采用 TD
G =

1
θln h + k

he -θT0 + ke -θT 的决

策时 ,制造商的期望收益也可取最大值。

由上述可知 ,分散决策模式下供应链的最优解

为 ( Q 3
D , TD

G ) ,综合式 (3) 和式 (6) ,可得分散决策条

件下供应链的收益为 :

ED
scm = Emax

d + Em = ( p - a) Q 3
D - c( E( x) - Q 3

D )

- ( p - b + r)∫
Q 3

D

0
F( x) dx +∫

TG

T0

[ ( a - m) Q 3
D - h( TG

- t) Q 3
D ] g ( t) dt + ∫

T

TG

[ ( a - m) Q 3
D - k ( t -

TG) Q 3
D ] g ( t) dt (8)

4 　协调决策模式下分销商和制造商的决策

模型

　　在协调决策模式中 ,分销商和制造商不再以自

身的期望收益最大化为目标 ,而是从供应链整体利

益出发 ,分销商和制造商通过合作、信息共享来共同

决策供应链产品的订购批量以及产品的交货期 ,从

而确保整体收益最大化。当制造商和分销商进行合

作时 ,双方以供应链系统的整体期望收益最大化为

目标 ,则此时不必考虑当制造商延迟完成订单时支

付给分销商的延迟惩罚成本 ,因此供应链的整体期

望收益可以表示为 : EC
scm =∫

Q

0
[ ( p - a) x - ( a - b) ( Q

- x) ] f ( x) dx +∫
∞

Q
[ ( p - a) Q - c( x - Q) ] f ( x) dx

+∫
TG

T0

[ ( a - m) Q - h( TG - t) Q] g ( t) dt +∫
T

TG

( a

- m) Qg ( t) dt (9)

将式 (9) 对承诺交货期 TG分别求一阶、二阶偏

导得到 :

5 EC
scm

5 TG
= - ∫

TG

T0

hQ g ( t) dt ≤0

52 EC
scm

5 T2
G

= - hQ g ( TG) < 0

则协调决策模式下供应链整体收益是关于承诺

交货期的单调减函数 ,因此当且仅当 TC
G = T0 时 ,供

应链期望收益达到极大值。

将式 (9) 对订购批量 Q 分别求一阶、二阶偏导

得到 :

5 EC
scm

5Q
= - ∫

Q

0
( a - b) f ( x) dx +∫

∞

Q
( p - a +

c) f ( x) +∫
TG

T0

[ ( a - m) - h( TG - t) ] g ( t) dt +∫
T

TG

( a

- m) g ( t) dt

52 EC
scm

5Q2 = - ( a - b) f ( Q) - ( p - a + c) f ( Q) <

0

由上可知 ,供应链的整体收益函数是关于订货

批量的凹函数 ,当订货批量满足下式时 ,供应链的期

望收益达到最大值。

F( Q 3
C ) =

( p - a + c) +∫
T

T0

( a - m) g ( t) dt

p - b + c

(10)

因此 ,可以得到定理 2 :在协调决策模式下 , 供

应链的期望收益是关于承诺交货期 TG 的单调减函

数 ,同时供应链的期望收益是关于订货批量 Q 的凸

函数 ,此时供应链的最优解为 ( Q 3
C , TC

G) 。

5 　两种供应链决策模式比较分析

传统的供应链管理没有很好地协调供应链上下

游的采购、制造、配送等功能活动 ,同时这些功能都

具有各自独立的目标和计划 ,这些目标和计划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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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因此 ,在进行供应链协调管理时就要在供应

链各节点之间达成一致、协调的运作机制。不仅在

企业内部要向过程管理过渡 ,在企业外部 ,管理供应

链上游、下游的各个合作伙伴的业务活动 ,也需要从

功能管理向过程管理过渡 ,实现上下游之间的信息

沟通与共享 ,从而达到供应链的协调一致。通过对

上述两种决策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就可以发现进行

供应链协调决策不仅可以给提高整个供应链地收

益 ,而且还可以缩短产品的交货期、提高产品的市场

供给量。

比较式 (8) 和式 (9) 可知 EC
scm ( Q 3

C , TC
G) ≥

EC
scm ( Q 3

D , TD
G ) ≥ ED

scm ( Q 3
D , TD

G ) 恒成立 ,则协调决策

模式下供应链的整体收益大于分散决策模式下供应

链的整体收益即 EC
scm > ED

scm ;由式 (2) 和式 (10) 可

知 ,协调决策模式下分销商的订货批量大于分散决

策模式下的订购批量即 Q 3
C > Q 3

D ( F( Q 3
C ) >

F( Q 3
D ) , F (x) 是关于 x 的单调增函数) ;又由前述假

设条 件 可 知 T0 ≤ TG ≤ T , 则 TD
G =

1
θln

h + k
he -θT0 + ke -θT ≥ 1

θln h + k
he -θT0 + ke -θT0

= T0 = TC
G ,因

此分散决策模式下制造商的承诺交货期不小于协调

决策模式下的承诺交货期。

由此 ,可以得到定理 3 :当制造商和分销商进行

合作与信息共享 (两者进行协调决策) 时 ,供应链的

整体收益大于他们在不合作 (分散决策) 条件下的

供应链整体收益 ( EC
scm > ED

scm ) ,同时 ,协调决策模式

下制造商的承诺交货期不大于分散决策模式下的承

诺交货期 GC
G ≤ TD

G ,而且协调决策模式下分销商的

订货批量大于分散决策模式下的订货批量 Q 3
C >

Q 3
D 。

由此 ,双方合作时由于没有考虑制造商对分销

商到货延时的惩罚 ,因而传统意义上双方各自的利

润不能简单确定。但定理 3 说明了双方在合作时供

应链系统的总体收益大于不合作时的总体收益 ,因

此 ,双方可通过相关协议来分配所增加的利润 ,并使

双方比不合作时的收益都有所增加 ,从而使双方都

有积极性进行合作 ,当然这也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6 　算例分析

制造商 X 生产某类型的季节性服装 ,分销商 Y

销售的产品来自制造商 X ,因此由制造商 X 和分销

商 Y以及其客户可组成一条短生命周期产品 (季节

性服装)的供应链。现假设分销商处的市场需求服

从[0 ,100 ]上的均匀分布 ,即市场的最大需求为 100

个单位 ,另假设当制造商延迟交货时 ,延时期间的市

场期望需求和产品到达之后的市场实际需求都没有

影响 ,由此可得到需求分布函数 :

F( x) =
x

100
, 0 ≤ x ≤100

该种服装的市场价格为 p = 100 ,制造商销售给

分销商的价格为 a = 45 ,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为 m

= 8 ,单位产品单位时间的库存成本为 h = 1 ,制造

商单位产品单位时间交付延迟成本为 k = 3 ,当销售

周期结束后 ,分销商对剩余产品的单位产品的处理

价格为 b = 5 ,分销商的单位产品缺货成本为 c = 6。

对于分销商的订单 ,制造商的最小承诺交货期为 T0

= 4 ,而该种服装的最长销售时间为 T = 16 ,该服装

的平均交货期为 10 ,即θ= 0 . 1 ,则制造商生产该种

服装的实际交货期的密度函数为 :

f ( t) =
0 . 1e- 0 . 1 t , t > 0

0 , ot her
(θ> 0)

经数值计算 ,在双方合作或不合作时各自的决

策和供应链整体收益如表 1 和图 2 所示。

表 1 　分散决策和协调决策下供应链的期望收益和各自的决策

p = 100 , a = 45 , b = 5 , c = 6 ; m = 8 , t = 16

T0 Q 3
D TD

G ED
scm Q 3

C TC
G EC

scm
EC

scm - ED
scm

ED
scm

4 53 1114 18471 19 73 4 20771 91 12149 %

5 53 1119 17281 19 70 5 19061 59 10132 %

6 53 1214 16211 86 68 6 17571 09 81 34 %

7 53 1219 15241 94 65 7 16261 33 61 65 %

8 53 1313 14371 11 63 8 151171 51 19 %

9 53 1317 13571 44 62 9 14111 04 31 95 %

10 53 1411 12851 11 60 10 13221 42 21 90 %

　　从表 1 和图 2 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 ①对于给定 的制造商最小承诺交货期 ,协调决策模式下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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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制造商交货期对供应链整体收益的影响

的期望收益大于分散决策模式下供应链的期望收益

EC
scm > ED

scm (供应链期望利润增加幅度为 2190 % ～

12149 %) ,由此可见制造商和分销商进行合作或信

息共享是具有价值的 ; ②制造商和分销商在合作

(协调决策) 的条件下 ,不仅可以增加供应链系统自

身的总体利润 ,而且还能增加供应链系统对市场的

产品供给量 Q 3
C > Q 3

D (市场供给量的增加幅度为

1312 %～ 3717 %) ; ③在给定参数条件下 ,无论制造

商和分销商是否合作 ,供应链的整体收益都会随着

制造商的交货期的缩短而增加 ,由此可见缩短交货

期对于整个供应链是有益的 ,因此可以通过缩短交

货期来提高供应链的竞争优势。

7 　结论

缩短供应链产品的交货期 ,是提高供应链运营

效率的有效方法。P &G公司、3M、摩托罗拉、IBM、

Nort hern Telecom、A T &T、施乐、Benet ton、丰田、

克莱斯勒和本田等一些大型公司在实际竞争中就是

采用基于时间的竞争的策略 ,尽可能缩短产品的上

市时间 ,它们都从这个策略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本文以短生命周期产品为研究对象 ,在市场需

求和交货期随机的前提下 ,研究了制造商和分销商

在不合作、合作条件下供应链系统的订货批量与交

货期的协调决策问题 ,解析分析和算例分析表明 ,双

方合作不仅可以增加供应链系统的整体收益 ,而且

还能增加产品的市场供给量 ,从而有利于提高供应

链竞争优势。然而 ,供应链产品交货期的缩短对供

应链每个成员来说 ,并非人人都是赢家 ,如何分配供

应链上由于缩短交货期增加的利益 ,实现供应链的

渠道协调 ,以及对短生命周期产品考虑制造商延迟

交货时对其随机市场的影响等问题都值得做出进一

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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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Delivery Time and Quantity Coordination Decision

Model for Short Life Cycle Product Supply Chain

LIN Yong1 , LE Xiao2juan1 , YU Jian2hong2

(11 School of Management ,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Wuhan 430074 ,China ;

21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 Guangdong Baiyun Institute , Guangzhou 　510450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considers a two2echelon supply chain system wit h one dist ributoy , and one manufac2
t urer , who supply t he customers wit h one kind of short life cycle p roduct . It establishes delivery time and

quantity decision models separately in decent ralized decision mode and cent ralized decision mode when t he

market demand and t he manufact ure’s delivery time are random , and it also analyses the optimal decisions

under t hese two modes. Case and numerical analyses show that coordination between manufacturer and

dist ributor can not only shorten the delivery time and increase t he whole supply chain system’s p rofit , but

also increase t he product s supply in t he market1
Key words :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decision ; delivery time ; short life cycle p 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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