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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双渠道供应链中电子直销渠道和传统零售渠道分别销售异质产品的情形#考

虑零售商服务对电子直销渠道产品销售的负溢出效应#构建了刻画产品差异和服务溢出效应

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建立了双渠道供应链的需求模型和利润模型#对比分析了集中式和分散式

的最优决策和利润#进而提出了
/

部定价改进策略&研究表明#实施差异化策略对渠道双方都

有利%

/

部定价契约可以现实供应链的
\?CBDI

改进#且契约存在无数多种可以灵活设计&

关键词!双渠道供应链#服务#负溢出效应#异质产品#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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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制

造商$如
>#6[

.

#GU

.

X\

.雅诗兰黛.李宁&在传

统零售渠道之外又构建了电子直销渠道%这种

模式的供应链称为双渠道供应链/

$

0

*近年来%

双渠道供应链内部的冲突不断加剧%根本原因

是传统零售渠道和电子直销渠道定位重合.销

售的产品完全相同.目标客户一致/

/

0

*适当的

产品差异化能够为供应链带来更多的收益.维

持供应链的稳定/

'

0

%制造商为避免同质化竞争.

缓解冲突%在实际运作中会采取差异化策略%在

/

个渠道销售有差别的产品%

/

种产品不完全可

替代%这种模式的双渠道供应链称为异质品双

渠道*通常传统零售渠道销售高端或新颖的产

品$以下简称高端产品&%满足消费者高层次的

追求#电子直销渠道销售低端或过季的产品$以

下简称低端产品&%只满足消费者基本使用需

求*如夏普会把最新研发的新功能产品投放在

大型零售卖场%在它的网站上销售只具有普通

功能.相对落后的产品#李宁公司会把当季新产

品的销售重点投放在实体零售店%电子平台则

打造成网络折扣店%销售过季的库存产品*在

异质品双渠道供应链中%零售商的服务会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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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特殊的负溢出效应*零售商为突出高端产品

的优越性%会通过店面展示.销售人员讲解.宣

传推广等服务将其与低端产品进行对比衬托%

从而诱导消费者购买高端产品*显然%零售商

的服务对传统零售渠道销售的高端产品具有正

效应%但却对电子直销渠道销售的低端产品具

有负效应*由此%如何在考虑服务因素的情况

下协调异质品双渠道供应链是企业面临的新问

题*

同质品双渠道供应链中服务的影响作用已

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多数文献针对只有零售渠

提供服务且具有正溢出效应的情形/

2

$

.

0

*例如%

8#>9

等/

2

0把消费者分为传统零售渠道忠诚

者.电子渠道忠诚者和搭便车者
'

类%通过多种

协调策略下供应链利润的对比%发现选择性退

款是最适合的协调策略#罗美玲等/

4

0基于消费

者效用理论研究了电子直销渠道服务搭便车的

行为%构建了制造商和零售商共担服务成本的

协调机制%改善了供应链整体绩效和参与双方

的利润#

]7>9

等/

)

0针对有服务溢出效应的双

渠道供应链%提出了收益共享协调机制%并给出

了能够使供应链达到双赢的条件*最近也有研

究者研究电子直销渠道和传统零售渠道都提供

服务%

/

种服务都有正的溢出效应的情形*如

艾兴政等/

.

0分析了双渠道中的双向搭便车行

为%识别了其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构建了
'

步

定价协调机制*但在同质品双渠道供应链中%

产品的完全可替代性导致服务缺乏对产品的区

分度和针对性%因此服务溢出效应为正%渠道之

间存在服务搭便车*而在销售异质产品的双渠

道供应链中%高端产品在功能.外观.便捷性等

方面具有优势%将这种优势与低端产品对比%会

对低端产品产生负的溢出效应*然而%尚缺乏

针对双渠道供应链中这种现象及对策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异质品双渠道供应链

也进行了探索*

5X"#

等/

1

0考虑在传统零售渠

道销售原产品%在电子渠道销售回收再制造产

品%再制造产品与原产品功能不同%面向的市场

也不同%本研究的双渠道面向的是同一个消费

者市场*

GŶ >T"ZQNN">

等/

(

0从实证角度研

究了图书和
5!

在双渠道上的价格竞争%发现

由于产品特性不同导致
/

类产品的价格离差不

同*

7̂>

/

$%

0研究发现%在双渠道中销售不同品

牌的商品可以减轻渠道冲突%并提出利润分配

机制使供应链达到协调*

6:Y7F7

等/

$$

0研究

了电子直销渠道销售全国性品牌的产品.传统

零售渠道既销售全国性品牌产品又销售商店自

有品牌产品的双渠道供应链%同时分析了渠道

竞争和品牌竞争%研究结果显示全国性品牌产

品的制造商做出的决策对渠道更有约束力.产

品忠诚度比渠道忠诚度更重要%最后利用涨价

降价机制使供应链达到双赢*但上述文献没有

考虑服务对产品销售的影响*陈远高等/

$/

0在考

虑零售商提供服务的情况下%研究了零售商通

过外部采购引进原产品的低端替代品进行销

售%对比分析了双渠道下存在单一产品和
/

种

差异性产品时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变化%但没有

考虑服务在渠道间的溢出效应*

本研究拟从双渠道供应链销售异质产品的

情形出发%结合零售商提供服务%并且服务具有

负的溢出效应的特点%利用消费者效用理论%构

建一个能准确刻画产品差异和服务负溢出效应

的模型%并综合考虑这
/

个因素对制造商和零

售商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
/

部定价

契约%促进供应链绩效的改善*

$

!

问题描述

考虑一个拥有电子直销渠道的制造商和一

个传统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制造商生

产高端和低端
/

种产品%通过传统零售商渠道

销售高端产品%通过自有的电子直销渠道销售

低端产品*

本研究的参数和模型如下!

消费者对低端产品功能的估值为
+

%

+

在

/

%

%

$

0上服从均匀分布/

$'

0

#对电子直销渠道的接

受程度为
)

#产品价格为
"

$

#零售商的服务
Q

对

低端产品的负溢出效应为
!

RQ

%

R

表示服务对消

费者效用的影响系数%

%

&

R

&

$

%

!

表示服务溢

出系数%

%

&!&

$

%服务成本为$

/

,

Q

/

#由此可得

消费者购买低端产品的效用为
S

$

e

)

+

d

"

$

d

!

RQ

*

高端产品除了具备低端产品的所有基础功

能外%还具有价值为
-

的超越功能%可以满足消

费者更高品位的追求*由此%消费者购买高端

产品时%除了
+

外还具有
"

-

的效用%

"

表示消费

者对超越功能的敏感系数%即对产品差异性的

敏感系数%

%

&

"

&

$

#高端产品价格为
"

/

#服务
Q

对高端产品的正效应为
RQ

#由此可得消费者购

买高端产品的效用为
S

/

e

+

c

"

-

d

"

/

cRQ

*

文献/

4

%

$'

0构建了双渠道服务正溢出效应

函数%以表示同质品双渠道供应链中服务对
/

条渠道的销售都有促进作用这一现象*与此不

同%本研究构建的
S

$

和
S

/

为负服务溢出效应

函数%以表示在异质品双渠道供应链中%服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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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渠道的销售有促进作用%而对另一条渠道

的销售有抑制作用这一现象#并且该函数进一

步考虑了
/

个渠道的产品差异度%即高端产品

能够带给消费者额外的效用
"

-

%可以满足消费

者在品味.潮流.外观包装等方面更高层次的追

求%量化了高端产品与低端产品的差别*

当市场中只存在一种产品时%消费者是否

购买取决于其对产品估值的大小*当存在边界

值
+

$ 使
S

$

%

%

时%估值在/

+

$

%

$

0的消费者会购

买低端产品#同理当存在边界值
+

/ 使
S

/

%

%

时%估值在/

+

/

%

$

0的消费者会购买高端产品*

但当市场中存在
/

种产品时%消费者购买何种

产品取决于消费者效用的大小%当
S

/

%

S

$

时

消费者购买高端产品%反之购买低端产品*由

此可推导出电子直销渠道的需求
0

$

和传统零

售渠道的需求
0

/

函数如下!

当
"

/

&

"

-

cRQc

"

$

c

!

RQ

)

时%

0

$

9

%

#

0

/

9

$

O

"/

=

"

-=

RQ

>

*

$

$

&

!!

当
"

/

%

"

-

c

$

$c

!

&

RQc

"

$

c$d

)

时%

0

$

9

$

O

"$

=!

RQ

)

#

0

/

9

%

,

-

. *

$

/

&

!!

当
"

-

cRQc

"

$

c

!

RQ

)

$

"

/

$

"

-

c

$

$c

!

&

RQc

"

$

c$d

)

时%

0

$

9

"/

O

"$

O

"

-O

$

$

=!

&

RQ

$

O)

O

"$

=!

RQ

)

#

0

/

9

$

O

"/

O

"$

O

"

-O

$

$

=!

&

RQ

$

O)

,

-

.

*

$

'

&

!!

式$

$

&.式$

/

&中%只有渠道的一方发生了需

求%另一方需求为
%

%这属于单一渠道供应链的

研究范畴#本研究只考虑双渠道都发生需求的

情形%即需求函数为式$

'

&的情形*

/

!

双渠道供应链的基本决策模型

双渠道供应链的基本决策模型是指无契约

机制下的决策模型%为改进策略的研究提供基

准%它包含集中式决策和分散式决策
/

种*本

节将探讨集中式和分散式下渠道成员的最优决

策%并对
/

种决策模式下的最优利润进行分析

对比*

F(E

!

集中式决策模型

集中决策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一个系

统%两者以追求系统整体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

种情况下做出的决策是全局最优的$用上标
5

表示集中决策&*双渠道供应链总利润为

.

5

9

"$

0

$

=

"/

0

/

O

$

/

,

Q

/

* $

2

&

将式$

'

&代入式$

2

&%结合式$

'

&的约束条件得到

供应链的最优解问题是求解%

L?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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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

-=

RQ

=

"$

=!

RQ

)

$

"/

$

"

-=

$

$

=!

&

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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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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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4

&取得最大值的二阶条件为其
XB,,+?-

矩

阵为负定矩阵%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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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

)=

/R

/

)!=

R

/

)=

R

/

!

/

&

%

* $

)

&

构造式$

4

&的
Z?

R

C?-

R

B

函数方程可以求解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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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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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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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决策模型

分散决策下%制造商和零售商以自身利润

最大化为目标%进行主从博弈$用上标
!

表示

分散决策&*制造商实力较强处于主方%先决定

低端产品的直销价
"

$

和高端产品的批发价
T

#

零售商处于从方%根据制造商的决策决定服务

水平
Q

和高端产品的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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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和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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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以得到制造商的最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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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种决策模式下利润分析

通过定量计算和数值仿真%对集中和分散

模式下渠道成员的利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可

以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
E

!

随着消费者对产品差异敏感度的

增加%集中决策下的系统利润始终增加#分散决

策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也始终增加*

证明!由式$

$%

&.式$

$(

&.式$

/%

&可以推导

出).
5

'

)

"

%

%

.

).

!

'

L

)

"

%

%

.

).

!

'

C

)

"

%

%

*

命题
$

说明%扩大商品的差异性能够使制

造商扩大市场渗透率%覆盖不同层次的消费者%

从而增加利润#也能够使零售渠道的产品具有

更大的竞争力从而使零售商获益*由此%采取

差异化策略对渠道双方都有利*

命题
F

!

分散决策下零售商的利润随着服

务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证明!由式$

$.

&.式$

/%

&可推导出).

!

'

C

)

Q

e

/

,

$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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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

&

/

R

/

$

$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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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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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命题
/

表明提供服务是零售商吸引消费

者.提高利润的重要手段%由于服务对高端产品

具有正效应%提高服务水平对零售商始终有利*

分散决策下制造商的利润随服务的变化规

律不明显%无法得出定量的结果%下面通过数值

仿真揭示%取
,

e/

#

)

e%(1

#

!

e%(/

#

"

e%(2

#

-

e

%(2

#

Re%()

%得到
.

!

'

L

随
Q

的变化见图
$

*

图
E

!

分散决策下制造商利润随服务的变化
!

由图
$

可以看出分散决策下制造商的利润

随着服务水平的提高先增加然后减少*

图
$

表明虽然零售商提供的服务具有负的

溢出效应%但当服务小于特定值时对制造商是

有利的%这是因为服务虽然减少了直销渠道产

品的销量%但对零售渠道商品的促进作用更大%

从整体上来讲制造商会因服务水平的提高而获

益*但当服务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制造商从零

售渠道的获益不足以抵消服务负的溢出效应对

电子直销渠道造成的损失%因此%随着服务水平

的提高%制造商利润会逐渐减少*

对比集中式决策和分散式决策可知%

/

种

情形下最优决策不一致#已有研究说明/

$2

%

$4

0在

无契约机制下%两者的不一致将导致系统失调%

分散式决策下系统总利润将小于集中式决策下

的系统总利润%供应链有待改进*且由命题
'

可知%零售商的服务虽具有负的溢出效应%但在

适当的范围内服务水平的提高对制造商还是有

利的%因此制造商有动力实施改进策略%激励零

售商提供适当的零售价和服务%提高供应链整

体绩效和自身的利润*

'

!

/

部定价改进策略

为提高供应链绩效%改善渠道双方的收益%

首先由制造商向零售商提供一个较低的批发价

以激励渠道合作#同时为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

害%再向零售商需收取一笔固定费用作为销售

高端产品的许可费*假设制造商提供的
/

部定

价契约为>

T

%

1

?%

T

是高端产品的单位批发价

格%

1

是制造商从零售商处收取的固定费用$用

上标
F

表示
/

部定价契约&*

/

部定价契约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函

数分别为!

.

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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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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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具有负溢出效应的异质品双渠道供应链改进策略111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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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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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定价契约

未能使供应链达到集中式下的理想决策%但能

够在分散式决策的基础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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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

说明%市场中的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超

越功能越感兴趣%制造商利用
/

部定价契约取

得的成效就越大*

-.

随服务溢出系数的变化规律不明显%无

法得出定量的结果%下面通过数值仿真揭示%取

,

e/

#

)

e%(1

#

"

e%(2

#

-

e%(2

#

Re%()

%得到
-.

随服务溢出系数的变化见图
/

*

图
F

!-.

随服务溢出系数的变化
!

由图
/

可以看出
-.

随着服务溢出系数的

增大%先增大后减小*

图
/

说明%当服务溢出系数较小时%

/

部定

价契约能够使供应链绩效得到较大提升%但随

着服务溢出系数的增大%

/

部定价契约对供应

链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来越弱*

若要使改进策略有效%除了提升供应链整

体绩效外%还要保证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都

比协调前所有增加%即要达到双赢%制造商才有

动力实施策略%零售商才愿意接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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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使制造商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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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
-.%

%

可知%

1

'的取值区

间非空*故使双渠道实现
\?CBDI

改进的
/

部

定价契约存在且有无数多种%

1

'值的具体确定

取决于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

2

!

结语

本研究针对双渠道环境下销售异质产品的

情形进行深入研究%结合该类型供应链中服务

具有负溢出效应的特点%构建了消费者效用函

数%研究了产品差异化和服务水平对集中式和

分散式下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差异化策

略对制造商和零售商都有利#在分散式决策下%

服务虽具有负溢出效应%但在适当范围内%服务

水平的提高对制造商是有利的%因此%制造商有

动力激励零售商合作%改善双方收益*最后证

明了
/

部定价契约能够实现双渠道供应链的

\?CBDI

改进%且契约存在无数多种可以灵活设

计#并探讨了消费者对产品差异的敏感系数以

及服务溢出系数对契约成效的影响*但本研究

是基于需求确定和信息完全对称的假设%考虑

需求不确定和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双渠道供应

链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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