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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中的信息共享激励 动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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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共享对促进整个供应链的绩效极为关键
,

但是供应链中的成员缺乏进行信息共享的激励
。

本文以一个两阶段的多任务委托 一 代理模型来研究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对其供应商进行供应活动和信

息共享活动的最优激励问题
,

并用它来解释供应链中合作伙伴关系的持续改善过程
。

结果表明 供应商

努力成本的边际替代率在信息共享以及正常供应活动的激励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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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息共享在供应链管理中是极为重要的
,

例如
,

在整个供应链中的信息共享可以有效地减少最

终市场需求信息沿供应链向上传递过程中的波动程度 方差 放大现象川
,

即所谓的
“

,’信息共享将使得供应链上的成员更好地安排生产作业及库存配送计划
,

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

高最终用户的满意度 信息共享将促进供应链中各成员的相互信任
,

有利于结成更为紧密的联盟来

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作出敏捷的反应等
。

但是
,

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 以下通称为
“

制造商
”

面临的问题是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 以下通

称为
“

供应商
”

缺乏足够的进行信息共享活动的激励
。

原因在于 信息共享增大了供应商的成

本
,

因为投资于管理信息系统
、

终端
、

条形码制作及读取设备等硬件系统需要大量直接的投

入
,

而且随之而来的管理上的变更 如人员的培训
,

组织机构及业务流程的调整等 也意味着相当高

的转换成本 供应链本是动态联盟的一种形式
,

这意味着它将随市场机遇的产生而形成
,

随市场

机遇的消失而解散
,

而基于信息共享的要求
,

许多资产具有专用性
,

这与企业的敏捷性要求有相悖

之处 信息共享有可能使供应商泄露商业机密
,

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的无缝集成意味着部分内

部信息的公开
,

如核心优势
、

生产技术和财务状况等
,

这些都将增加供应商的经营风险
。

因此
,

对供应链中信息共享激励的研究就成为 目前供应链管理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

但

是
,

这个问题却几乎没有文献研究 现有的文献中对信息共享问题的研究指的是寡头垄断市场中的

合谋间题
,

这与本文研究的问题截然不同
。

由于供应商正常的供应活动与信息共享对于整个供应

链的绩效都是极为重要的
,

而其在正常的供应活动与信息共享方面又存在着付出与收益的权衡
,

片

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都不能达到有效提高供应链绩效的效果
,

因此可以用多 两 任务委托 一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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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来研究对供应商这两方面努力的激励
。

文献〔〕是一篇关于多任务委托 一 代理理论的经典文

献
,

但是该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
,

而实际上供应商对于信息共享 的努力程度是多阶段逐步改进的
,

而非一次性的
。

本文以一个两阶段的多 两 任务委托 一代理模型来研究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对其

供应商进行供应活动和信息共享活动的最优激励 问题
,

并用它来解释供应链中合作伙伴关系的持

续改善过程
。

结果表明 供应商努力成本的边际替代率在信息共享以及正常供应 活动的激励中起

着关键性的作用
。

本文的后续部分将沿模型的建立
,

求解及分析而展开
,

最后是本文的小结和进一

步的研究方向
。

模型描述

经济学上的委托 一代理关系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
,

交易中有信息优势的一方

称为委托人
,

另一方称为代理 人 
。

因此
,

在制造商要求供应商提高供应活动的质量及信息共享

的程度的交易当中
,

供应商拥有信息优势而成为代理人
,

制造商是委托人
。

考虑如下两阶段模型
。

在每一个阶段中 为表达的简捷起见
,

本节不区分各阶段变量的不同
,

在下一节中将用上标 和 来表示相应的阶段变量
,

供应商均只从事两项工作
—

正常的供应活

动和进行信息共享方面的努力
,

分别用
。

和
。
来表示

。 。 , 。
表示努力的期望收益

, 。 , 。

表示努力的成本
,

且
, ‘、 , ,

只要不引起混乱
,

用下标表示对相应的变量

求偏导
,

如
‘ 。

供应商的努力水平的选择部分决定了如下两个可以观测的信息变量

一 一 ￡ ,

夕

其中
,

可以理解为供应商在供应方面相应的综合指标
,

如供应产品的质量
、

价格
、

配送的准时率
、

对突发事件反应的敏捷性以及柔性等 可以理解为与合作和信息共享相关的指标
,

如供应商提

出的合理化建议的数目
、

供应商用于信息共享的专用性投资的资金数
、

以及供应商公开内部机密的

程度等
。

由于上述两个可以观测的信息不仅取决于供应商自身的努力
,

也受到系统客观环境的影

响
,

因此分别用
。 和 。

来表示外部环境的影响
,

并假设
。 一

,

古子
,

占 一
,

圣
,

而且
。 和

。
互不相关

。

对于供应商在信息共享方面的努力的信号而言
,

情况会更复杂一些
,

因为这些可观测

的信息除了受供应商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外
,

还受到制造商的影响
,

即双方合作的诚

意
、

制造商的声誉及信用情况等系统内部因素的影响
,

用随机变量 来表示这些因素
。

为了数学上

处理的方便
,

假设 一 夕
,

妈
,

且 与
。 和 。

相互独立
。

本文假定每一个阶段开始时双方重新签定合同 不考虑谈判成本
,

合同形式为
,
二 夕

其中 为供应商的固定收入
,

而
。
和 为相应的激励系数

。

假定制造商为风险中性的 供应商为

风险规避的
,

其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绝对风险规避特征’
,

绝对风险规避度为

第二阶段的最优激励合同

在第二阶段 签约前
,

由于第一阶段关于信息共享的信号 遏已被观测到
,

交易双方 制造商

和供应商 都可以根据此信息修正对随机变量 的后验概率 本文研究的是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问

题
,

故可以认为不存在隐藏信息
,

以期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
。

因此制造商的稳定性等价收入

为

“尸
二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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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严
。

严
一 。

尹
。

尹 口 一 牙
一 月

“ 一 。

尸
。

严
一 。

尹
。

尹
一 月

其中
,

上标
,

分别表示阶段 和阶段 一 夕十 牙
一 ‘

,
二 占孚 码 硅

,

而

占协鑫 占落 占呈
, 。牙 表示在具有理性预期

 
的市场中

,

供应商在均

衡状态时在信息共享方面的努力水平的选择
。

同上
,

供应商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叉
一 。 。

尸
。

尹
。

尹 , “ 一 一 口

严
’
。卜

。

尹
’
。,

其中
,

占 二
。 占协圣 占孚 占鑫 占圣

。

所以
,

交易双方总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 二

尹 叉
则制造商的问题是在满足供应商的激励相容约束 和个人理性约束 的条件下选择

刃
, 。

尹
,

”
,

以最大化自己的确定性等价收入
,

即
,

斋
。

「
·

 
,

尹

。

尸
, 。

尹 任 “叉

叉
”

其中
,

表示在签约谈判中
,

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

且 。 镇
。

将 用一阶条件 替代为
。

尸 严
, 。

》

严 尹 矛
, 。

少 严 署
,

‘
,

二
,

在均衡状态下
,

中等式成立
,

将 通过夕” 代入 严中
,

利用上式求解得

衅
一 十 砷圣助 

一 砂
,

  

时
一 十

砂 劫  
一

阔 几 
二 0

将一阶条件代入上式可得
:

。

严

。

尹

B严
+
PC 鑫古

,
( B 严

一 B 尹C几/C鑫)
一

( l
十
沁八;圣)(l

+
‘鑫。

,
)
一 。,

e 几
’
。子;

,

B 尹
+
PC lnl战(B尹

一 B 尸c盈/c几)
一

( l
+
‘八;子)(l

+
‘鑫。

,
)
一 。, e 聂

’
。圣;

,

夕u 一 邓n + (l 一 , ) e ” +
( l

一 , ) 。(
。

严
’
。卜

。

尹
’
;
,
) / z 一 。

尸
。

ln

一 。

少(
。

尹
+ m )

其中
, 。

严
, 。

尹可以 通过一阶条件求得
。

3 第一阶段的最优激励合同

在第二阶段的最优激励合同计算出来以后
,

就可以站在全局优化的角度来计算第一阶段 (I) 的

最优激励合同
。

以下设贴现率为
r 。

在两个阶段中
,

制造商的总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

花
, 一 B ‘ 一 。

产
。

}

一 。

牙(
。

孑
十 亏) 一 召‘ + :

( l
一 , ) [ B

“ 一 e n 一 。(
。

严
‘
。圣十

。

尹
‘
;
,
) 2 2 ]

供应商的总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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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l
‘
.1

占
了.、

+

I2

仑
了‘
龟

x
2

a十C E
A 。) + 尸

一 e ‘ + :
[沼 “ 一

兀
“ +

( z
一 , )。(

口

严
’

十

口

尹
’

占2 )/ 2 ]

n2
ra

+
I2

a

所以
,

同前
,

一 ;
{ (

。

}

’
+ : , 。

严
’

) 。子+ [
二 , a

尹
’
+

(
。

牙
一
ra 尹
r), ] ; 圣+

交易双方两阶段总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

一 r
)」
2占落}/z

CE 二 C E
p + C E

A

最优化问题为
:

nlaX
。

产
.。
梦

·

, ‘

S
。

t

。

C E

尸

( 了e ) (
。

11

, 。

21
) e

a r g m
a x

“
A

(IR ) CEA ) )CE

解得
:

丛此
十 码)(川

一 B 孑c夕c劫十
了二-

B

all

。

牙

夕I

(l + ‘人。子)[l
+
‘轰(。圣

+ 。落)] 一 ; , e 入
’
a 子(;圣+ ;吞)

时
+
沁加圣(B 孑

一 B 产c夕c劫
一

( l
+
‘人。子)[l

+
‘去(a圣

+ 。落)]一 。
,
e 人

’
; 子(;圣+ 。荟)

= 沼 ‘ +
( l

一 , ) e ‘ +
(一

, )。{
。

产
’
;卜

二 , a

尹
’
;
, +

[
; , a

尹
’
+

(
。

梦
一

ra 尹
r), ] 。圣

+ [。矛
+ ra尹(l

一 r
) ]
Z
a吞}/2 一

。

产
。

产
一 。

牙(
。

孑
+ 夕)

可见
,

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下以及贴现率
r
并不影响对其的最优激励系数

,

仅影响其固定收

入
。

4 分析

为了比较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的不同
,

先给出单阶段多任务委托 一 代理模型的结果
。

参照第二阶段最优激励合同的求解过程可知
,

单阶段情况下的最优化问题为
:

票尾伟CEr
:.t. (IC )(e一

,
e Z

) 任
a玛m ax C E 月

( IR ) C E
A
》 7CE

其中
,

cE

; =
B

一 。 : 。 : 一 口2
(
。 ; + 子) 一 夕

,

c E
几 = a l e ; + a Z

(
e : + 子) + 月一 C 一 p [

。

圣舀卜
。

圣(占圣+ 占孚)]/2
,

cE

= 7
!

B
一 e 一 p

[
口

圣占卜
。

圣(占圣+ 占导)]/2}

相应的最优解为
:

B I +
口 1 =

2丛查圣+ 占落)(B
;一 B

:
e
lZ
/ e

2 2
)

口 2 =

( l
+

沁
;;占圣)[l

+
沁
22(a圣

+ 占落)] 一 。
Z e 圣
2占圣(古圣

+ 古吞)

B :+ PC
, 1占资(B

:一 B
:
C
Z ;
/ C

; :
)

( l
+
pC

, ; 占子)[一+ pC
22 (古圣+ 占落)]

一 p Z e 圣
la圣(占圣+ 古吞)

月= 沼 + (l 一 , ) e + ( l 一 7 ) 尸[
。

子占圣+
。

圣(占圣+ 占孚)]/z 一
。 l e ; 一 。2

(
。: + 亏)

可见
,

在形式上
,

单阶段模型中的最优激励系数与两阶段模型 中的第一阶段的最优激励系数相

同
,

而固定收入部分不同
。

的形式可知
,

由于第一
,

二阶段收益函数 B (
·

) 和努力的azn砰azlall比较最优激励系数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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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将取决于 护与(砖 十 码)的大小
。

nZ

]成本函数 c (
·

) 的表达式相同
,

因此
, 。

11

, 。

21

, 。

严和
。

二 ao
l

’

a 占2 一
[ (

l 于沁
1;占圣)(l + 沁

22占2 ) 一 * Z e 圣
Za圣占

2
]
2

若 e
l: < 0 或 C

;: >
砂圣B

:
,

则 ao
l
/汾
2 > 0 ;砖+ 码 > 护

。

产>
。

严

若 0 ( C
I: <

砂子B
l

,

则 aa
;/孙
2 < 0 ;砖 十 片 > 护

。

产<
。

严

丛
_ 一

[ B
: +
沁

, ; 古圣(

时
2 一

[ ( l
+

一 B
,
C

2 1
/ C

l ;
] [

1 +

; , 古子)(l + PC
22占2 )

, 1占资)沁
2:- Ze圣

1占圣
一 ; Z C 圣

;a圣a
Z]2

,‘一L曰B
一户

若 C鑫
:<
1 + 沁

1;古圣
砷子

c22, 则 aa
Z/汾

2 < 0 ;战+ 码 > 护 azl < 口

2n

若l华卿
c, ,

< c
;

.
<

一
.
嘿毕啦些

,

脚t
--

一 P
一

叮 d
-

则 aa
Z/汾

2 > 0;砖+ 码 > 护 azl > 。

2n

若 C圣
1 >

。2占资占
2

,

则 aa
Z/汾

2< 0 ;战+ 岭 > 护
。

21
<

。

尹

注
:
由一阶条件可知

,

最优激励系数大于等于零
。

为行文的简捷起见
,

上述讨论中并没有充分考

虑保证上述条件成立的 C
;2的取值范围

。

综上可知
,

供应商努力成本的相互依存性(即 C
::并 0) 在决定对其的最优激励上有着重要的

作用
、

上述模型虽然假定制造商与供应商的关系只维持两期
,

但上述结果可以一般化
。

推广到 丁

期
,

则随 c
::
的不同

,

对于供应商信息共享的激励可能持续增大
,

或持续减小
。

如果前者出现
,

则可

以想象随着供应商在信息共享方面的努力不断增加(由成本函数及一阶条件可知
,

对于供应商信息

共享的激励与其最优努力水平呈同向关系)
,

双方在信息共享方面专用性投资 日益加大
,

制造商与

其供应商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持续改进
,

易于结成紧密的联盟形式
,

最终达成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无

缝集成 ;而若后者出现
,

则可以认为
,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

随着时间的推进
,

供应商的努力越来越

小
,

最终将有可能使得双方供需关系终结
。

5 结束语

由于信息共享在供应链管理中的重要性
,

研究对合作伙伴信息共享的激励变得十分重要
。

本

文将静态的多任务委托 一代理模型推广到动态的情况
,

考虑了供应商和制造商之 间系统内部的相

互作用
,

用它来研究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对其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及正常供应活动的激励
,

尝试着

说明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关系或相互信任的逐步加深过程
。

进一步的研究将考虑 T 阶段的情况
,

并引入团队理论来研究多代理人的情形
,

以期得到更一般化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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