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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假定制造商的单位生产成本是关于提前期的减函数的前提下,将提前期视为可控决策变量,建立了带有

提前期压缩的Newsvendor型产品供应链协调模型,讨论了提前期压缩对供应链及其成员收益的影响,并利用由回购

和回扣/惩罚所组成的联合契约实现了供应链的协调.数值仿真分析结果验证了结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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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unit production cost of the manufacturer is a decreasing function of the lead time,

a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model for Newsvendor-type products with lead-time compression is developed by thinking of

the lead time as the decision variable. The effect of the variation of lead time on the expected profit of each member as well

as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is explored. A combined contract of return policy and sales rebate/penalty policy is proposed to

complete the perfect coordin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Numerical simulation shows the correctness of th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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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 言言言

Newsvendor型产品也称作单周期产品或季节性

产品, 是指具有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大、生产提前期

长、销售期短、期末未售出商品残值低等显著特征的

一类产品的总称. 有些Newsvendor型产品,比如流行

玩具、家用电脑等,其提前期往往只有3∼7天,相对于

几个月的销售期, 这几天的提前期往往可以忽略不

计[1-3]. 但对于另外一些Newsvendor型产品, 比如服

装,其提前期却长达几个月[4].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关

于提前期的研究激起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浓厚兴趣.

针对提前期问题的研究一般来说可分为 3类: 第 1类

是将提前期看作随机变量[5-8]; 第 2类是将提前期看

作模糊变量[9-11]; 而第 3类则是将提前期看作确定型

可控决策变量[12-15].

本文着重于上述第 3类问题的研究,即将提前期

看作确定型可控决策变量来探讨最优提前期和订购

量的联合确定问题.已有的可控提前期的模型[12-15]大

都只考虑了制造商或零售商的单节点优化问题,很少

涉及供应链的协调运作.文献 [4]从供应链协调的角

度来探讨提前期压缩问题, 并以服装业为研究对象,

提出了利用快速反应策略以减少提前期. [16]在[4]的

基础上研究了含补偿策略的快速反应供应链系统.

但[4,16]假定提前期压缩量是事先给定的常数. 最近,

[17,18]将提前期压缩量看作一个外生变量,研究了两

层供应链中提前期压缩量的变化对供应链及其成员

收益的影响.然而在实际商业运作中, 销售商往往会

通过控制提前期来获取较为准确的市场需求预测,从

而最大化自己的利润. 另外, [17,18]的研究都基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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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假定: 无论交货提前期如何改变,制造商的单位生

产成本是固定不变的, 从而出售给销售商的单位批

发价格也是不变的. 此假定固然降低了所讨论问题

的复杂性, 但却使所建立的模型与现实不相吻合.因

为在实际中, 制造商若要缩短其交货提前期,必然要

开动更多的机器、雇佣更多的劳动力、采用更先进

生产工艺,这些无疑会增加制造商的生产成本. 在放

松[17,18]的上述假定下,本文考虑了带有提前期压缩

的供应链协调问题.下面, 以合肥鼓楼商厦的凯撒服

饰专柜为例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

合肥鼓楼商厦凯撒服饰专柜是合肥地区凯撒(中

国)服饰有限公司一个较大的加盟商. 凯撒服饰公司

每年都在 5月底召开冬季产品订货会并发布当年的

冬季最新流行款式. 对于凯撒公司的加盟商来说,越

早下订单,其购买的单价就越低,越临近销售期,其购

买的单价就越高. 但鼓楼商厦的凯撒服饰专柜却不急

于下订单, 而是一边销售夏秋两季的服饰, 一边搜集

市场发出的信息来更新自己对冬季市场需求的预测.

在充分权衡了市场需求信息预测的准确性和购买单

价的高低后,凯撒服饰专柜一般会在 8月底才发出订

单.

本文考虑了由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销售商组成

的两层供应链的最优生产 (或订购)量和提前时间联

合决策问题. 与文献[17,18]不同, 本文在假定制造商

的单位生产成本是关于提前期的减函数前提下, 将

提前期看作可控决策变量, 建立了带有提前期压缩

的Newsvendor型产品供应链协调模型, 讨论了提前

期压缩对供应链及其成员收益的影响,并利用由回购

和回扣/惩罚所组成的联合契约实现了供应链的协调.

2 记记记号号号与与与假假假定定定

文中变量与函数的意义如下: 𝑝表示销售商单位

产品的销售价格; 𝑘表示单位产品缺货损失费用; 𝑣表

示期末未售出产品的单位残值; [0, 𝑇 ]表示制造商供

货的提前期范围; 𝑡表示销售商提交订单的时刻,也表

示提前期的压缩量, 𝑡 ∈ [0, 𝑇 ]; 𝑄表示销售商在 𝑡时刻

的订货量; 𝑐(𝑡), 𝑤(𝑡)分别表示在提前期内的 𝑡时刻制

造商对应的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和批发价格; 𝑋𝑡表示

在提前期内的 𝑡时刻销售商对市场需求的预测值是一

个非负随机变量,其均值和均方差分别为𝜇(𝑡)和𝜎(𝑡);

𝐹 (𝑥, 𝑡), 𝑓(𝑥, 𝑡)分别表示市场需求𝑋𝑡的概率分布函数

和概率密度函数.

假假假设设设 1 d𝑐(𝑡)/d𝑡 > 0,即随着提前期压缩量 𝑡的

增大,制造商的交货期 (𝑇 − 𝑡)将变短,因而其单位产

品生产成本 𝑐(𝑡)将增加.

假假假设设设 2 d𝑤(𝑡)/d𝑡 > 0,即制造商给予销售商的

单位产品批发价格𝑤(𝑡)随着 𝑡的增加而增大.

假假假设设设 3 设𝜇(𝑡) = 𝜇, 𝜎(𝑡)是关于 𝑡的递减函数

(其合理性见文献 [17-19]).

假假假设设设 4 不失一般性,假定 𝑝 > 𝑤(𝑡) > 𝑐(𝑡) > 𝑣.

3 集集集中中中决决决策策策系系系统统统

考虑由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销售商组成的供应链

系统. 由记号和假设可知, 如果销售商提交订单时

刻 𝑡越接近销售季节开始时刻,则其收集的信息量越

多, 对市场需求预测的精度也越高, 但其购买产品的

单位成本却越大.因此, 销售商需要决策合适的订购

时刻 𝑡及相应的订购量𝑄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利润.

首先考虑集中控制系统.在集中控制下,供应链

系统的期望利润为

Π 𝑠
𝑐 (𝑄, 𝑡) = (𝑝+ 𝑘 − 𝑣)𝑆(𝑄)− (𝑐(𝑡)− 𝑣)𝑄− 𝑘𝜇, (1)

其中𝑆(𝑄) = 𝑄−
w 𝑄

0
𝐹 (𝑥, 𝑡)d𝑥.

令Π 𝑠
𝑐 (𝑄, 𝑡)对𝑄分别求一阶和二阶导数可得

∂Π 𝑠
𝑐 (𝑄, 𝑡)/∂𝑄 =

(𝑝+ 𝑘 − 𝑣)[1− 𝐹 (𝑄, 𝑡)]− 𝑐(𝑡) + 𝑣, (2)

∂2Π 𝑠
𝑐 (𝑄, 𝑡)

/
∂𝑄2 = −(𝑝+ 𝑘 − 𝑣)𝑓(𝑄, 𝑡). (3)

由式 (3)可知 ∂2Π 𝑠
𝑐 (𝑄, 𝑡)

/
∂𝑄2 < 0. 因此, 令

∂Π 𝑠
𝑐 (𝑄, 𝑡)/∂𝑄 = 0可得最优订购量𝑄∗

𝑐满足

𝐹 (𝑄∗
𝑐) = 𝜂𝑐(𝑡)或𝑄∗

𝑐 = 𝐹−1(𝜂𝑐(𝑡)), (4)

其中 𝜂𝑐(𝑡) = [𝑝+ 𝑘 − 𝑐(𝑡)]/(𝑝+ 𝑘 − 𝑣).

将式 (4)代入 (1)可得

Π 𝑠
𝑐 (𝑡) =(𝑝+ 𝑘 − 𝑐(𝑡))𝐹−1(𝜂𝑐(𝑡))− 𝑘𝜇−

(𝑝+ 𝑘 − 𝑣)
w 𝐹−1(𝜂𝑐(𝑡))

0
𝐹 (𝑥, 𝑡)d𝑥. (5)

由于 𝑐(𝑡)和𝐹 (𝑥, 𝑡)的一般性,无法证明Π 𝑠
𝑐 (𝑡)的

下凹性,但由一阶最优性条件可得
dΠ 𝑠

𝑐 (𝑡)

d𝑡
=− d𝑐(𝑡)

d𝑡
𝐹−1(𝜂𝑐(𝑡))− (𝑝+ 𝑘 − 𝑣)×

w 𝐹−1(𝜂𝑐(𝑡))

0

∂𝐹 (𝑥, 𝑡)

∂𝑡
d𝑥 = 0. (6)

由以上分析得出如下定理:

定定定理理理 1 在集中决策下, 使得系统期望利润达

到最大化的最优订购量𝑄∗
𝑐和最优提前期压缩量 𝑡∗𝑐分

别由式 (4)和 (6)给出.

由上述定理,可得如下推论:

推推推论论论 1 若随机变量𝑋𝑡的分布函数𝐹 (𝑥, 𝑡)满

足 ∂𝐹 (𝑥, 𝑡)/∂𝑡 > 0,则供应链提前期的压缩将导致供

应链收益减少.

证证证明明明 若 ∂𝐹 (𝑥, 𝑡)/∂𝑡 > 0, 则由假定 d𝑐(𝑡)/d𝑡 >

0可得 dΠ 𝑠
𝑐 (𝑡)/d𝑡 < 0, 即Π 𝑠

𝑐 (𝑡)是关于 𝑡的减函数, 从

而提前期压缩量 𝑡越大,供应链的收益越小. 2
推论 1的结果与文献[17,18]得出的结论恰好相

反.文献[17,18]在假定制造商的成本为固定不变的常



1294 控 制 与 决 策 第 25 卷

数的前提下得出:供应链的收益随着压缩量 𝑡的增加

而增加.

下面解释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结

论.

由于在推论 1中假定𝐹 (𝑥, 𝑡)是关于 𝑡的单增函

数,不妨令 0 ⩽ 𝑡1 < 𝑡2 ⩽ 𝑇 ,则有𝐹 (𝑥, 𝑡1) < 𝐹 (𝑥, 𝑡2),

也即

𝑃{𝑋𝑡1 ⩽ 𝑥} < 𝑃{𝑋𝑡2 ⩽ 𝑥}. (7)

上式显示随机变量𝑋𝑡2取值落在𝑥左侧的概率要大

于随机变量𝑋𝑡1取值落在𝑥左侧的概率, 也即 𝑡2时

刻的需求𝑋𝑡2随机低于在 𝑡1时刻的需求𝑋𝑡1 . 这说

明随着时间 𝑡的增加, 随机需求𝑋𝑡减小的可能性增

加, 从而导致供应链预期收益的减小. 需要强调

的是, 推论 1的结论只在𝑋𝑡的分布函数满足条件

∂𝐹 (𝑥, 𝑡)/∂𝑡 > 0时才成立; 当该条件不满足时, 通过

大量的数值仿真可知,最优提前期压缩量 𝑡∗𝑐一般都落

在 (0, 𝑇 )内.

另外, 如果采用文献[17,18]提供的模型, 在一体

化决策下,供应链中的制造商应该将自己的提前期降

为零 (详见 [17]中推论 1和 [18]中结论 1 ), 也即使用

Just-in-time供货策略,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 Iyer

和 Bergen[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制造商可将交货提前

期从 8个月压缩至 4个月, 相应地将预测误差从 65%

降至35%. 制造商们之所以没有动力将提前期降为零,

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生产成本的困扰. 这从另一个方

面说明了本模型寻找最优提前期压缩量以平衡预测

误差和生产成本的合理性.

4 联联联合合合协协协调调调契契契约约约：：：分分分散散散决决决策策策系系系统统统

在分散决策系统下,销售商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

来确定自己的最优订购量以及最优提前订购时刻 𝑡,

而制造商则根据销售商的订购量来确定其生产量. 通

过推导发现: 量折扣契约、回购策略、回扣契约以及

收益共享契约等传统契约都不能使本模型中的供应

链达到协调状态, 但通过将回购契约与回扣/惩罚契

约相结合得到的联合契约可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联合契约具有如下形式: {𝑤(𝑡), 𝑟, 𝜏 , 𝑌 }. 其内

容为: 制造商以单位价格𝑤(𝑡)将产品批发给销售商,

并且承诺在销售季节末以单位价格 𝑟回购销售商未

售出的产品. 同时,制造商向销售商提供一个销售目

标𝑌 , 如果销售商超额完成任务,则制造商对于超额

部分的销售量每单位给予 𝜏元的奖励;如果销售商的

销售量没有达到𝑌 ,则制造商对于没有完成任务的部

分每单位给予 𝜏元的惩罚.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契约中并没有对提前

订购时刻 𝑡作任何规定,这意味着在契约协调下,最优

提前订购时刻仍然由销售商来独立决策. 因此,虽然

在契约参数中出现与时间有关的参数𝑤(𝑡),但本文需

确定的是批发价格𝑤(𝑡)的形式,而不是 𝑡的最优值.

下面, 首先讨论在给定联合契约{𝑤(𝑡), 𝑟, 𝜏 , 𝑌 }
下, 销售商和制造商如何独立确定各自的最优策略;

然后分析如何设计合适的契约参数以达到供应链协

调运作.

4.1 给给给定定定联联联合合合契契契约约约下下下,供供供应应应链链链双双双方方方的的的最最最优优优决决决策策策

类似于集中控制系统,在给定联合契约{𝑤(𝑡), 𝑟,

𝜏 , 𝑌 }下,销售商、制造商以及系统的期望利润分别为

Π 𝑏
𝑑 (𝑄, 𝑡) = (𝑝+ 𝑘 + 𝜏 − 𝑟)𝑆(𝑄)− (𝑤(𝑡)− 𝑟)𝑄−

𝑘𝜇− 𝜏𝑌, (8)

Π𝑚
𝑑 (𝑄) = (𝑤(𝑡)− 𝑐(𝑡))𝑄− (𝑟 − 𝑣)(𝑄− 𝑆(𝑄))−

𝜏(𝑆(𝑄)− 𝑌 ), (9)

Π 𝑠
𝑑 (𝑄, 𝑡) = (𝑝+ 𝑘 − 𝑣)𝑆(𝑄)− (𝑐(𝑡)− 𝑣)𝑄− 𝑘𝜇.

(10)

采用与集中决策系统下相似的分析,易得如下定

理:

定定定理理理 2 对于给定的联合契约{𝑤(𝑡), 𝑟, 𝜏 , 𝑌 },

使销售商的期望利润达到最大化的最优订购量𝑄∗
𝑑和

最优订购时刻 𝑡∗𝑑分别由以下两式给出:

𝑄∗
𝑑 = 𝐹−1(𝜂𝑑(𝑡

∗
𝑑)), (11)

− (𝑝+ 𝑘 + 𝜏 − 𝑟)
w 𝐹−1(𝜂𝑑(𝑡

∗
𝑑))

0

∂𝐹 (𝑥, 𝑡)

∂𝑡
d𝑥−

d𝑤(𝑡)
d𝑡

∣∣
𝑡=𝑡∗𝑑 𝐹−1(𝜂𝑑(𝑡

∗
𝑑)) = 0, (12)

其中 𝜂𝑑(𝑡) = [𝑝+ 𝑘 + 𝜏 − 𝑤(𝑡)]/(𝑝+ 𝑘 + 𝜏 − 𝑟).

对于制造商而言, 在给定联合契约{𝑤(𝑡), 𝑟, 𝜏 ,

𝑌 }下, 将采取make-to-order的模式来应对销售商的

订单,即制造商的最优生产量为𝑄∗
𝑑.

4.2 协协协调调调契契契约约约的的的设设设计计计和和和绩绩绩效效效评评评价价价

为了使供应链达到协调, 考虑如下契约参数集

合{𝑤∗(𝑡), 𝑟∗, 𝜏∗, 𝑌 ∗}:⎧⎨⎩

𝑤∗(𝑡) = 𝜏∗ + 𝑐(𝑡),

𝑟∗ = 𝜏∗ + 𝑣,

𝜏∗ > 0,

0 < 𝑌 ∗ < 𝑄∗
𝑐 ,

0 ⩽ 𝜏∗𝑌 ∗ ⩽ Π 𝑠
𝑐 (𝑄

∗
𝑐).

(13)

定定定理理理 3 若契约参数{𝑤∗(𝑡), 𝑟∗, 𝜏∗, 𝑌 ∗}满足
式 (13), 则由回购和回扣/惩罚组成的联合契约能够

实现供应链协调.

限于篇幅,证明略.

下面分析协调后的供应链利润分配情况.

由式 (8), (9)以及定理 3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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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𝑏
𝑑 (𝑄

∗
𝑑, 𝑡

∗
𝑑) = Π 𝑠

𝑐 (𝑄
∗
𝑐 , 𝑡

∗
𝑐)− 𝜏∗𝑌 ∗, (14)

Π𝑚
𝑑 (𝑄∗

𝑑, 𝑡
∗
𝑑) = 𝜏∗𝑌 ∗, (15)

其中: Π 𝑏
𝑑 (𝑄

∗
𝑑, 𝑡

∗
𝑑)为关于 𝜏∗的递减函数, 而Π𝑚

𝑑 (𝑄∗
𝑑,

𝑡∗𝑑)为关于 𝜏∗的递增函数. 因此, 𝜏∗充当了利润分配

的角色. 假定𝑌 ∗在 (0, 𝑄∗
𝑐 ]中取定一个固定值, 不妨

令𝑌 ∗ = 𝑌𝑒. 则当 𝜏∗ = 0时, Π 𝑏
𝑑 (𝑄

∗
𝑑, 𝑡

∗
𝑑) = Π 𝑠

𝑐 (𝑄
∗
𝑐 , 𝑡

∗
𝑐),

也即销售商占有了系统的全部利润; 而当 𝜏∗=

Π 𝑠
𝑐 (𝑄

∗
𝑐 , 𝑡

∗
𝑐)/𝑌𝑒时, Π𝑚

𝑑 (𝑄∗
𝑑, 𝑡

∗
𝑑) = Π 𝑠

𝑐 (𝑄
∗
𝑐 , 𝑡

∗
𝑐), 即制

造商攫取了系统的全部利润. 因此, 当 𝜏∗在 [0,

Π 𝑠
𝑐 (𝑄

∗
𝑐 , 𝑡

∗
𝑐)/𝑌𝑒]内取值时, 系统的期望利润可在供应

链双方之间任意分配. 需要注意的是: 本文假定𝑌 ∗在

(0, 𝑄∗
𝑐 ]内取某一固定值,随着𝑌 ∗取值不同,意味着存

在不同的契约参数集合(也即不同的契约)可实现供应

链协调. Cachon[20]在介绍回扣契约时也出现了存在

一系列的契约可以协调供应链的情况,他指出之所以

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契约的参数个数过多的缘故,

但这一系列契约的效果是等价的.

5 数数数值值值仿仿仿真真真分分分析析析

为了说明模型的求解过程和相关结论,本文给出

了如下算例.

首先, 需要给出随机变量𝑋𝑡的确切分布. 假定

𝑋𝑡在 [𝜇 − √
3𝜎(𝑡), 𝜇 +

√
3𝜎(𝑡)]上服从均匀分布. 容

易验证 ∂𝐹 (𝑥, 𝑡)/∂𝑡 < 0, 并且𝑋𝑡的均值始终为𝜇, 但

均方差为𝜎(𝑡). 假定𝜎(𝑡) = 𝜎0 + (𝜎𝑇 − 𝜎0)𝑡/𝑇 , 其中

𝜎0和𝜎𝑇 分别表示 𝑡 =0和 𝑡 = 𝑇 时刻的均方差; 生产

成本函数 𝑐(𝑡) = 𝑐0 + (𝑐𝑇 − 𝑐0)𝑡/𝑇 ,其中 𝑐0和 𝑐𝑇 分别

表示 𝑡 =0和 𝑡 = 𝑇 时刻的生产成本. 模型中用到的参

数值分别为: 𝑝 = 16, 𝑘 = 4, 𝑣 = 2, 𝑇 = 40, 𝑐0 = 5,

𝑐𝑇 = 12, 𝜎0 = 100, 𝜎𝑇 = 20, 𝜇 = 100.

利用模型提供的方法通过仿真计算可得如下结

果: 1)在集中控制下,系统的最优订购时刻 (或最优提

前期压缩量) 𝑡∗𝑐 = 29.6,最优订购量𝑄∗
𝑐 = 104.7,系统

的期望利润为Π 𝑠
𝑐 (𝑄

∗
𝑐 , 𝑡

∗
𝑐) = 1 431.6. 2)在分散决策下,

若不存在协调契约,即 𝑟 = 0, 𝜏 = 0, 𝑌 = 0,且制造商

的单位产品批发价格为外生变量,则双方将独立决策

自己的最优策略.不失一般性, 假定制造商采取加成

定价法来确定自己的批发价,也即𝑤(𝑡) = (1 + 𝛼)𝑐(𝑡),

其中𝛼 = 0.5. 在此情形下, 销售商的最优订购时刻

𝑡∗𝑑 = 20.1, 最优订购量𝑄∗
𝑑 = 85.1, 制造商、销售商

以及系统的期望利润分别为: Π𝑚
𝑑 (𝑄∗

𝑑, 𝑡
∗
𝑑) = 362.2,

Π 𝑏
𝑑 (𝑄

∗
𝑑, 𝑡

∗
𝑑) = 596.1, Π 𝑠

𝑑 (𝑄
∗
𝑑, 𝑡

∗
𝑑) = 958.3. 3)在联合契

约下, 假定制造商设定的销售目标𝑌 = 80, 则当单

位回扣/惩罚值𝜏∗在[0, 17.9]内取值, 且𝑤∗(𝑡)和 𝑟∗的

取值满足式 (13)时, 由回购和回扣/惩罚所组成的联

合契约可以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比如, 若𝜏∗ = 6.0,

𝑤∗(𝑡) = 6.0 + 𝑐(𝑡), 𝑟∗ = 8, 则销售商的最优订购时

刻𝑡∗𝑑 = 29.6, 最优订购量𝑄∗
𝑑 = 104.7, 制造商、销售

商以及系统的期望利润分别为: Π𝑚
𝑑 (𝑄∗

𝑑, 𝑡
∗
𝑑) = 480.0,

Π 𝑏
𝑑 (𝑄

∗
𝑑, 𝑡

∗
𝑑) = 951.6, Π 𝑠

𝑑 (𝑄
∗
𝑑, 𝑡

∗
𝑑) = 1431.6. 通过比较可

知,协调后系统的期望利润相对于分散决策下系统期

望利润增加的百分比Δ = 49.3%. 这么大的利润提升

空间意味着设计契约以协调供应链双方成员协调运

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面分析期末剩余产品的残值 𝑣和预测精度变

化对分散和集中控制下供应链的最优策略及相应期

望利润的影响.由于篇幅有限,这些灵敏度分析不再

列出,这里只给出规律性的结论和相关的管理启示.

1)首先,随着𝜎𝑇 的增加, 𝑡∗𝑑和 𝑡∗𝑐也增加,但𝑄∗
𝑑和

𝑄∗
𝑐却减小. 这说明在分散和集中这两种决策下,随着

需求的不确定性增加,销售商一方面会进一步压缩提

前期以获得更精确的预测,另一方面会减少订购量以

降低过多库存的危险. 其次,无论是分散决策还是集

中决策情形,供应链系统的期望利润都随着需求的不

确定性增加而减少. 另外,随着需求的不确定性增加,

协调以后供应链系统期望利润相对于分散决策系统

下供应链系统期望利润增加百分比将增大,这说明了

需求的不确定性越大,供应链节点企业更应加强协调

运作以增强整条链的竞争力和赢利能力.

2)无论是在分散决策下还是在集中决策下,随着

期末剩余产品的残值增加, 销售商的订购量也增加,

并且销售商的提前期压缩量也增大.其次, 供应链系

统的期望利润都随着期末剩余产品的残值增加而增

加. 另外,随着单位产品残值的增加,协调以后供应链

系统期望利润相对于分散决策系统下供应链系统期

望利润增加百分比将增大,这说明了单位产品的残值

越大,供应链协调运作越有价值.

6 结结结 论论论

本文在假定制造商的单位生产成本是关于提前

期的减函数前提下, 将提前期看作可控决策变量, 建

立了带有可控提前期的Newsvendor型产品供应链协

调模型. 已有文献[17, 18]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供

应链的收益随着压缩量 𝑡的增加而增加. 但本文的研

究却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 即在一定条件下,

供应链的收益随着压缩量 𝑡的增加而减小. 另外,本文

还设计了一个由回购和回扣/惩罚所组成的联合契约,

该契约不仅能实现供应链的协调,而且还可使系统的

期望利润在供应链双方之间任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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