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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低碳偏好下的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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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存在偏好并且企业自愿减排的假定下!探讨了在由单个供应商与单个零售商构成的

两级供应链中零售商确定最佳订货水平和供应商选择减少碳排放水平的决策问题"研究发现单位产品碳排放过

大时!供应商不会选择减排(当单位排放较低时!选择减排战略会改善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收益状况!可以实现供应

链成员收益的帕累托改进(而当单位排放处于两者之间时!选择减排战略会使供应商的收益状况变差!使零售商的

收益和供应链总体收益增加!虽然存在着改善供应链渠道收益状况的空间!但供应商没有减排动力!减排无法实

施"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设计了收益共享契约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最后!利用
B.c()+6*()

讨价还价模型来分析分成比例在给定区间确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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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个主要的环境问题是以二

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过量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

以及由此造成的海平面上升以及极端气候常态化!

这威胁着地球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会

影响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消费行为%

$?!

&

"有调查显示

消费者会增加购买那些有助于环境改善的产品!也

就意味着企业采取有利于环境的策略!有利于其产

品获得消费者的青睐或者说能够使产品突破碳排放

带来的4歧视5!有助于产品在与非减排产品的竞争

中增加市场份额!如英国碳信托的研究%

>

&显示即使

低碳产品的价格较高消费者也更愿意购买低碳产

品(

90)810

O

等%

%

&在澳大利亚对高碳和低碳产品的

销售数据研究发现!低碳产品销售量高于高碳产品(

周应恒等%

M

&基于南京城市消费者的调查数据!发现

对低碳农产品的支付意愿较高!且显著地受消费者

对低碳认知的影响!帅传敏等%

G

&对低碳产品支付意

愿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远大的中央空调!由于

其低碳节能的优良特性!其开发的非电中央空调已

进入了诸如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巴塞罗那的世界

文化论坛等很多世界重要的场馆%

@

&

"

虽然减排能够为企业带来以上利益!但是减少

碳排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研发'改进工艺'更

新生产设备!那么增加的收益能否弥补企业减排投

入就成为其关心的主要问题!否则其就没有足够的

积极性降低碳排放"供应商和零售商在减排的情况

下收益状况是否会改善* 供应商在什么条件下会选

择自愿减排* 如果供应商在减排后收益无法改善!

那么如何通过契约协调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

系!使供应商做出降低碳排放的策略选择是本文研

究的问题"

本小节以下部分简要回顾有关外部性问题及供

应链协调的相关文献"关于企业外部性的问题!除

了从征税'排污许可证'排污交易市场等政府规制手

段的研究角度外!而从自由市场理念出发研究该问

题的文献主要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通过模

型%

L?$!

&以及数据实证的角度%

$>?$G

&验证企业的环境

表现与其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认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不应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还

应考虑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其中一项就是对环境造

成的影响"

&/.a

%

"?$#

&通过对相关环境和风险的分

析!构建了包含企业社会责任的供应链网络分析框

架"宁亚春等%

$!

&研究了政府管制与企业社会责任

行为之间的博弈模型!并揭示了其中存在的4政府偏

好悖论5"但是通过模型研究的文献仅限于把对环

境的投入当作成本或者当作提升企业形象的手段!

并没有像本文一样考虑可能从自愿性碳市场中获得



的收益"此处需要指出!自愿性碳市场是指一种碳

排放交易市场!由不受京都议定书#

J

O

-6-P/-6-8-1

$

约束的企业'个人或活动!自发性出资抵偿其产生的

碳足迹!缓解其活动造成的温室效应"

而通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如
J-)0/

等%

$M

&指出排放有毒化学气体对上市公司的无形价

值有显著的影响!减少
$#S

的有毒气体的排放会增

加
>%##

万美元的市场价值"陶文杰等%

$L

&研究发现

高水平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绩效明显高于低水

平企业"这一类文献!只是以单个的企业作为研究

对象考虑企业的环境表现对其资本市场或者财务数

据的影响!而没有如本文从供应链的角度考虑企业

的环境表现!进而考虑由此引起的协调供应链成员

关系的问题"同时!也没有从消费者偏好的角度研

究该问题"

有关 的 供 应 链 协 调 的 文 献 可 以 参 考
&0D

8'-)

%

$"

&

!

b-10)

等%

!#

&以及王迎军%

!$

&

!本文仅回顾有

关收益共享契约的文献"李新然等%

!!

&研究了一个

零售商负责回收的闭环供应链!并指出收益共享契

约可以解决供应链中存在的4双重边际化5问题(

T0-W'-)

4

%

!>

&在用收益共享契约的同时还考虑了企

业之间的竞争!其研究了一个用于协调包含一个上

游供应商和两个下游零售商的收益共享契约"但

是!已有的关于收益共享契约的文献都是在供应商

和零售商生产战略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以集中供应

链作为参照!而没有考虑在供应商或者零售商一方

的产品战略发生改变时协调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关

系!而本文则是以企业生产战略改变之后作为参照!

在不改变供应商定价且其生产成本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通过收益共享契约达到供应链的帕累托改进"

"

!

问题描述及求解

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

>?G

&

!本文假设有社

会责任感的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存在偏好!并且企业

自愿减排!研究由风险中性的单个供应商和单个零

售商组成的供应链中零售商确定最佳订货量!供应

商确定最佳减排水平的问题"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低

碳偏好!要付出投资以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减排付

出的成本能否从需求的增加获得补偿* 在什么条件

下才能使供应商自愿减排* 如果供应商制造商的收

益没有获得改善!那么应该怎样协调供应商与零售

商以使促使供应商做出有利于减排的决策是本文关

注的问题"

零售商在每个销售季开始前向供应商订货!供

应商按照零售商的订单生产!由零售商承担库存风

险"供应商战略选择空间为#减排!不减排$!当供应

商选择不减排时!零售商在产品的零售价格和批发

价格确定的情况下确定最优的订货量(当供应商选

择减排时!供应商和零售商同时决策!供应商在自愿

减排量#

9-1.)60/

O

E5(++(-)B*I.86(-)+

!

9EB+

$交

易存在的情形下选择最优的单位产品减排量!零售

商在考虑到低碳产品扩大其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决策

其最优的订货量"这里的自愿减排量是指清洁发展

生产机制之外的自愿减排量"

假设产品需求在 %

D

!

E

&上服从均值为
0

!标准

差为
&

!密度函数为
(

#

)

$!分布函数为
!

#

)

$的随

机分布"此外!假设分布函数
!

#

)

$符合递增失效

率#

d)8/*0+()

4

K0(1./*B06*

!

dKB

$的性质!详细介绍

可参考
P/-+8'0)

%

!%

&

"这样假设是为了确保目标函

数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本文用随机需求期望的增

加表示市场需求的增加!假设当减排水平为
6

时!需

求的期望值会增加
6

0

个水平"

符号说明

系统参数和决策变量符号如表
$

所示

表
!

!

系统参数和决策变量符号

参数.符号 说明

(

单位产品的批发价格

G

单位产品的零售价格

1

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

>

降低单位碳排放量的投资系数

)

产品的市场需求

+

=

政府为了鼓励企业自愿减排而向其免费提

供的碳排放配额

L

供应商的边际生产成本

G6

单位自愿减排量的市场价格

]

单位存货持有成本

K

单位缺货的惩罚成本

/

零售商收益留成比例

决策变量
!!!!

说明

6

单位产品的碳减排量

$

零售商的订货量

!!

注)由于本文假设减排投资为对任意产量的一次性投资!所以假

定
>

为较大的值
=

假定自愿性碳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

9EB+

交易价格固定"

"=!

!

不降低碳排放契约

在单个供应商和单个零售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

中!假设供应商按照零售商的订单进行生产!赚取批

发价格和边际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为保证供应商

和零售商获得利润假设
G

'

(

'

L

"在充分竞争市场

中可以认为产品的批发价格
(

以及产品的零售价格

G

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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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的利润函数为)

3

K

%

#

(#

L

$

$

#

$

$

在需求随机的情境下!为了降低持有成本和惩

罚成本!零售商通过选择最优的订货量以使利润最

大!其利润函数为)

3

<

%

G

#

)

J

$

$

#

]

#

$

#

)

$

0

#

K

#

)

#

$

$

0

#(

$

#

!

$

#

!

$式中第一项为零售商的销售收入!第二项为

零售商存货的持有成本!第三项为因不能满足市场

需求的惩罚成本!第四项为产品成本"上式中
)

J

$

表示在
)

和
$

中取小!#

)

$

0 表示
50F

+

)

!

#

,"

零售商的期望利润可以写作)

+

#

3

<

$

%

#

G

0

K

#(

$

$

#

#

G

0

K

0

]

$

%

$

D

!

#

)

$

.)

#

K

0

#

>

$

+

#

3

<

$关于
$

的二阶条件)

3

!

+

#

3

<

$

3

$

!

%#

#

G

0

K

0

]

$

(

#

$

$

&

#

#

%

$

上式说明!

+

#

3

<

$是订货量
$

的凹函数!零售商

关于
$

的期望利润函数存在最大值"

+

#

3

<

$关于
$

的一阶条件)

3

+

#

3

<

$

3

$

%

G

0

K

#(#

#

G

0

K

0

]

$

!

#

$

$

%

#

#

M

$

由#

M

$式得到此时订货量为)

$

#

%

!

#

$

#

G

0

K

#(

G

0

K

0

]

$ #

G

$

#

G

$式
$

# 称作不减排情况下的最佳订货量!从

#

G

$式可以看出零售商的订货量与批发价格负相关!

增加批发价格将会减少零售商的订货量!反之则结

果亦相反"

把#

G

$式代入#

$

$和#

!

$式可得供应商和零售商

的利润
3

#

K

'

3

#

<

"

"="

!

降低碳排放的契约

全球气温上升威胁着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企

业或者基于高尚的道德履行社会责任!或者为了品

牌效应!或者看到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偏好带来的

商机或者看到降低碳排放能够在自愿减排放市场上

出售多余的自愿减排量#

9EB+

$有利可图!供应商

选择减少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其有

两种方式减少产生的碳排放物)#

$

$通过增加研发投

入!改善工艺!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
6

#

6

&

1

$(

#

!

$在自愿性碳市场上购买
9EB+

以抵消其排放的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假设政府为了鼓励企业自愿

减排的行动!以免费分配一定的碳配额
+

=

的形式作

为补贴"零售商也将受益于供应商的减排战略!因

为低碳策略有助于增加消费者需求!扩大市场"市

场需求变为服从均值为 #

6

0

$

$

0

!标准差为
&

的分

布!密度函数为
(

#

)

#

6-

$!分布函数为
!

#

)

#

6

0

$

的 #

0

#

$

0

6

$!

&

!

$随机分布!从需求的概率密度函数

图形上看!即图形向右移动了
6

0

个单位"

假设研发投入为一次性投入!它是单位减排量

6

的二次可微的增函数!随着减排量的增加!减排就

变得更加困难!所需要的研发投入也急剧增加即存

在边际递减效应!可以设企业的研发投入为
>6

!

.

!

!

以二次函数的形式表示投入的成本是文献中常用的

表示形式!表示环境的改善与投入之间的关系!其他

关于二次方函数的解释可以参见
\(.W.

4

0)

4

等%

!M

&

'

;-/I'0.+

%

!G

&

"

不减排时企业生产
$

产品的碳排放量为
1

$

!通

过研发投入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
6

!政府免费分

配的碳排放配额
+

=

!企业需要从自愿性碳市场交

易的自愿减排量为)

1

$

#

+

=

#

6

$

#

@

$

当#

@

$式大于零时!表示企业从市场上购买碳排

放额以满足需求(当#

@

$式小于零时!表示企业把多

余的碳排放额通过碳排放市场卖出多余的
9EB+

!

获得收益(当#

@

$式等于零时!表示政府的分配的配

额恰能满足减排后的
9EB+

需求量"

此时供应商的利润函数为)

3

K

%

#

(#

L

$

$

#

>6

!

.

!

#

G6

#

1

$

#

+

=

#

6

$

$#

L

$

其中!第一项为供应商出售产品的收入!第二项

为减排的研发投入!第三项为在自愿性碳市场的交

易额!或者是购买排放权的成本或者是出售多余排

放权的收益"

#

L

$式关于
6

的一阶条件为)

33

K

3

6

%#

>6

0

G6$

%

#

#

"

$

于是可得
!

6

%

G6$

.

>

#

$#

$

从#

$#

$式可知供应商降低碳排放的水平是与订

货量
$

和单位
9EB+

的价格
GL

成正相关关系!而与

减排的投资系数呈负相关"这可以直观地解释为当

碳排放价格增高时!供应商增加减排量变得更加有

利可图!降低碳排放一方面可以减少在市场上购买

昂贵的
9EB+

!另一方面可以认为降低碳排放相当

于把节省的
9EB+

向市场上出售获得收益!这都促

使供应商积极减排"当零售商增加订货量时!在订

单生产的模式下即意味着供应商生产量增加!供应

商获得了更多在自愿性碳市场上的交易机会!促使

他进一步降低碳排放的量"碳排放投资系数的增加

会造成供应商减排研发成本的增加!会降低供应商

减排意愿"

此时零售商的期望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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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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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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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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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时的需求期望值为 #

$

0

6

$

0

!最佳的订

货量应该为)

$

%

6

0

0

!

#

$

#

G

0

K

#(

G

0

K

0

]

$ #

$!

$

由#

$!

$式可知市场需求的增加带动了零售商订

货量的增加!其增加的幅度与需求期望值的增加相

吻合"

由于本文假定
>

是较大的值!能够保证
>

#

G6

0

'

#

"联立#

"

$式和#

$!

$式可得)

6

1

%

G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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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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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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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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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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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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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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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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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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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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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

#

$>

$

把#

$>

$式代入#

L

$和#

$$

$式可得供应商和零售

商的最优利润
3

1

K

'

3

1

<

"

结论
$

在减排的契约下!零售商的订货量
$

与

减排投资系数
>

负相关"

由
$

1

#

>

$

%

>

>

#

G6

0

!

#

$

#

G

0

K

#(

G

0

K

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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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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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

#

G

0

K

#(

G

0

K

0

]

$易知!零售商的订货量

$

1

#

>

$是减排投资系数
>

的减函数!两者负相关"

减排投资系数越高!供应商的单位减排的减排成本

就越高!零售商的订货量就越低"反之!结果亦相

反"

0

!

减排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定理
!

!

减排使零售商的利润增加

证明)对于零售商来说!产品的零售价格高于批

发价格!即
G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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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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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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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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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即可得到定理
$

"证毕

定理
"

!

当单位产品的排放量
1

$

1

#

时!减排战

略既满足了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偏好!同时增加了

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收益!三方的收益都得到了改善!

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其中)

1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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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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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对于供应商来说!

当
1

$

1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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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

%

!

#

$

#

G

0

K

#(

G

0

K

0

]

$

供应商的收益得到了改进"

又有定理
$

!故在减排的情境下!供应链的收益

状况实现了帕累托改进"证毕

定理
0

!

当供应商产品的单位碳排水平过高

时!即其碳排放率
1

'

1

#

!其中
1

#

X1

#

0

#

G

#(

$

0

>

!供

应链总体收益状况变坏!供应商将不会采取减排策

略"

证明)当
1

'

1

#

时)

3

1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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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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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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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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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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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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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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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定理
$

'

!

中可知虽然零售商的收益状况得到

了改善!但是在
1

'

1

#

时!零售商增加的利润并不能

弥补供应商因为过高减排量造成的过多的成本支

出!此时即使零售商把增加的所有利润全部转移给

供应商!也无法使供应商的收益状况得到改善!在这

样的情况下!供应商将不会自愿采取减排战略"证

毕

在
1

'

1

#

时!此时表现为市场在解决企业负外部

性问题上的4失灵5!要使供应商能够主动减排!政府

的政策选择应该是)增加碳排放配额
+

=

!或者提供

货币补贴以使减排后的供应链渠道的总利润不低于

减排前的总利润!或者对于排放企业给予处罚甚至

强制关闭"

而当单位产品碳排放水平
1

在区间 %

1

#

!

1

#

&时!

此时降低排放所增加的市场需求引致零售商订货量

增加并没有改善供应商的收益状况!反而由于过多

的研发投入和在市场上购买
9EB+

的成本投入!导

致供应商收益状况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供应商

的减排战略虽然能够增加供应链渠道的整体收益状

况!但是作为市场上的独立个体!收益状况恶化的供

应商!将不会采取减排战略"然而!从定理
>

中可以

看出供应链的总体收益状况得到改善!说明此时存

在着通过合理设计契约协调供应链中供应商和零售

商之间的关系!从而改善供应链总体收益的空间"

-

"#$

-

第
"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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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收益共享的契约设计及共享留成

比例的确定

5=!

!

收益共享契约的设计

当
1

属于区间 %

1

#

!

1

#

&时!与没有减排时的契约

相比供应商收益状况变差!因为减排研发投入以及

购买
9EB+

!其成本大为增加!但是其给零售商的批

发价格没有变化!意味着此时的批发价格
(

是偏低

的!降低排放增加需求带来的收益由零售商独自享

有!这使得供应商没有动力实施减排战略!因而零售

商也就没有增加收益的机会!同时消费者的对低碳

产品的偏好也无法得到满足!也就存在较大机会成

本!这就造成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空间但没有实现

的窘境"然而!作为实施减排的受益方!零售商有足

够的动力实现帕累托改进!其可以通过收益共享契

约来协调供应商与其自身之间的关系!适当的转移

部分销售收入给供应商以改善其收益!即把产品收

入的#

$

#

/

$比例分给供应商!

/

比例的收入留给自

己"在使零售商的收益状况相较于没有减排的契约

下没有变糟的同时!改善供应商的收益状况使得减

排战略能够有效实施"

定理
5

!

当单位产品的排放系数
1

属于区间

%

1

#

!

1

#

&时!在减排的契约下!通过设计收益共享契

约!零售商的留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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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可实现帕累托改进"

证明)在收入共享契约下!零售商订货量为
$

1

时!市场的期望需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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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的利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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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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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现供应链的协调!应该满足此时的供应

商和零售商的利润都应该至少不小于不减排时的利

润!即
/

满足以下不等式组)

3

K

#

$

1

!

6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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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求解#

$G

$式和#

$@

$式组成的不等式组!即可得

零售商的留成比例
/

满足定理
>

中的表达式"由于

本部分是对供应链成员的收益再分配!即供应商分

得零售商销售额的#

$

#

/

$!所以可以保证%

/

#

!

/

#

&

K

#

#

!

$

$"

5="

!

分享留成比例的确定

在给定的分成比例区间内!供应商和零售商都

想获得更大的收益!供应商希望分成比例
/

越接近

/

#

越好!而零售商则希望留成比例
/

越接近
/

#

越好!

本文采用
B.c()+6*()

讨价还价模型来确定分成比

例
/

的问题!

B.c()+6*()

%

!@

&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

方法!对无限期的讨价还价过程进行了模拟得出了

在 %

#

!

$

&区间中的精炼均衡解
"

X

#

$

#9

!

$.#

$

#

9

$

9

!

$!

9

$

!

9

!

表示供应商和零售商的贴现因子!即耐

心程度!这里的耐心指的是供应链企业的经济和心

理的承受能力!由于企业的风险厌恶程度'谈判的成

本'核心竞争力的差异!不同的博弈方在谈判中心理

承受能力可能存在差异!心理承受能力强的一方会

获得更多的收益(类似地!经济承受能力弱的会获得

较少的收益"

零售商会获收益比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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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会获得零售商收益的比例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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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把上式分别代入利润函数即可得供应商和零售

商的利润"

从#

$L

$式和#

$"

$式可以看出!博弈方风险厌恶

程度越高'谈判成本越高!那么其获得利润就会越

少(而当博弈方所具有的核心竞争力越强!那么其获

得的利润就会越多"当零售商的厌恶程度越高或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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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成本越高时!其从自己的销售额中的留成就会

越少!利润就会越少"相应地!供应商就会从零售商

的收益中获得更多的分成!利润就会增加"当零售

商核心竞争力越强时!其讨价还价能力就会越强!其

收益的留成比例就会越高!利润就会越高"相应地!

供应商分到的零售商的收益就会越少"

8

!

数值算例分析

在前面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供一个典型

的数值算例来验证和支持本文的模型"假设市场需

求服从在%

#

!

>!

&之间的均匀分布!期望为
$G

!批发

价格为
$$

!产品的零售价格为
!#

!存货持有成本为

#=!

!缺货惩罚成本为
#=$

!供应商的边际生产成本

为
!

!单位
9EB+

的价格为
#:%

!供应商生产单位产

品的碳排放量为
%:L

!政府免费分配的碳配额为
!!

!

降低单位碳排放的投资系数为
!#

"在不减排的契

约下!零售商的最佳订货量为
$%:G>

!供应商与零售

商的利润分别为
$>$:@#

'

G>:G%

!供应链渠道的总利

润为
$"M:>%

"在减排的契约下!供应商的最佳减排

量为
#:%!

!零售商的最佳订货量为
!$:$#

!订货量增

加了
G:%@

!此时供应商需要从碳排放市场购买的

9EB+

为
@:$!

!供应商与零售商的利润分别为

$MG:>@

'

GM:%"

!总利润为
!!$:LG

"供应商和零售商

的利润都得到了帕累托改进!此时减排是可行的"

以下分析排放水平
1

对供应商减排策略的影响"

图
$

描述了在供应商的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从减

排水平在区间%

%:L

!

$#:L

&之间以及其他参数与前面

一致时!供应商'零售商以及渠道总利润的变化"从

图中零售商的利润不随
1

变化!仍然保持在
GM:%"

!

供应商与渠道利润随着
1

的增加而减少"在
1

&

G:L

时!与不减排时契约相比!供应商与零售商的收

益都得到了改善!此时会选择减排(在
1

'

G:"@

时!

与不减排时相比!减排后的渠道利润减少!此时供应

商将不会自愿减排"在
G:L

&

1

&

G:"@

时!渠道利

润增加了!供应商的利润降低!此时可以通过收益共

享契约来协调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利益关系实现整体

的帕累托改进"

图
$

!

供应链成员利润随着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变化图

从以上分析可知!政府可以针对不同企业不同

的碳排放水平制定不同的政策"对于碳排放水平高

的企业!给予财政支持政策或者通过强硬的政策迫

使其减排直至关闭!而对其他企业!则可以交由市场

规律去引导"

R

!

结语

在消费者存在对低碳产品偏好的情况下!本文

研究了单个零售商和单个供应商组成的供应链!零

售商在考虑减排对需求影响的情况下决定其最优订

货量!供应商决定是否减排以刺激零售商扩大订货

量"当供应商决定自愿减排时!政府则会以免费碳

配额的形式向供应商提供补贴 "通过比较不减排

和减排两个情景下的供应链渠道收益'供应商以及

零售商的收益状况!发现当单位产品碳排放过高时!

供应商不会选择自愿减排(当排放水平较低时!选择

减排会增加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收益(当减排水平处

于以上两者之间时!供应链总体收益和零售商的收

益得到了改善!但供应商由于过多的研发投入以及

购买排放权的成本使得其收益状况没有改善反而变

糟"由于供应商没有减排动力!虽然供应链总体收

益状况存在着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但是无法实现"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通过设计收益共享契约协调了

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关系!实现了零供双方的帕累托

改进(此外!还给出了分成比例的范围"之后!又利

用
B.c()+6*()

讨价还价模型确定分成比例"最后

给出了政府要对排放水平不同的企业进行分类管理

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得到的主要结论为!在企业排放水平较

低时!市场规律可以引导企业主动减排以降低其产

生的负外部性!但对于排放水平高的企业!市场出现

4失灵5!无法引导企业自愿减排(而对于政府而言!

只需关注高排放企业!而其他企业则交由市场"

本文从消费者偏好低碳产品的角度出发研究了

企业碳排放造成的负外部性问题!这是本文的重要

创新!脱离了从税收等强制性办法研究的框架!为处

理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是!正如本

文在引言中提到的调查研究!只有消费者对气候变

化关注时!其才具有购买低碳产品的意识!而关注低

碳的消费者规模还是不够的!这对本文结论的价值

具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将供应链简化为单个供应商和单个零售商

的结构!还可以将本研究扩展到存在多个制造商和

零售商的结构!以更接近现实供应链结构"在需求

受减排水平影响的情况下!分析供应方或者零售方

之间的竞争的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同时!本文也未

考虑公平心理对供应链的影响!即使供应商与零售

商的收益都增加了!由于零售商利润增加源于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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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减排!当零售商利润增加超过供应商时!供应商

就会感到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感也将会影响其策略

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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