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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察价格竞争和规模不经济因素对链与链纵向控制结构选择的影响,并从制造商的绩效角度和供应链系统

的绩效角度识别了纵向控制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及最终均衡结构,得到当价格竞争强度相对较弱且严重依赖于规模

不经济效应时,不管是从制造商角度还是供应链系统角度,一体化结构为占优均衡结构;当价格竞争惨烈但又严重依

赖于规模不经济效应时,分散化结构为供应链系统的占优均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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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price competition and scale diseconomies on the choice of vertical control

structure under the chain-to-chain model, and address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the equilirum of the vertical structure from

the aspect of manufacturer’s performance and supply chain’s performance. The centralized control structure is a dominant

equilibrium for the supply chain and the manufacturer when the price competition is relatively weak, and the threshold

intensity of price competition is influenced by the scale diseconomies. The decentralized control structure is a dominant

equilibrium when the price competition is fiercest from the attitude of the supply chain’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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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 言言言

现代商业竞争模式不再局限于企业之间,而是整

个供应链之间的竞争[1],链与链的竞争主要指多个制

造商与专业中间商构成的多节点之间直接或间接的

竞争. 对由于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管理能力不足以

及创新能力低等引起的规模不经济 (即单位产品的生

产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的行业或企业,如何在

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环境中保持或提升其竞争

力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同时, 规模不经济

企业如何解决其面临的三大压力 (横向竞争压力、与

纵向合作或非合作的压力以及自身规模不经济所导

致的高成本压力),这三大压力又是如何影响企业、其

所在链条以及竞争对手的利润,以及如何影响供应链

纵向结构的选择,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供应链渠道控制结构分为渠道一体化与渠道

分离或中心化与分散化, 这里主要指制造商与零售

商资产统一的集中控制与资产独立的各自决策[2].

泰勒尔[2]发现在分散化结构下双重加价行为会导致

低效率, 并试图通过引入合同来消除或弱化这一问

题,其重要思想后来成为供应链协调管理的基石.文

献 [3]发现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 分散化结构必然导

致次优的绩效,其根源在于各方寻求自身利益的双重

加价行为扭曲了一体化供应链系统的最优行为,从而

导致一体化结构绩效作为分散化供应链协调合同的

基准.本文将考察链与链价格竞争和规模不经济对供

应链纵向结构选择的影响,并分析分散化结构是否一

定是一个次优的选择.

关于规模不经济的研究相对较少. 文献 [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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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存在规模不经济时寡头垄断企业进军技术相关市

场的动力,其结果表明由规模不经济导致的生产效率

低与从进军技术相关市场引起的竞争效应中获得的

福利相抵消. 文献 [5-7]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了组织规

模的不经济,而本文将规模不经济因素以成本形式融

入供应链各成员的绩效考察中.

最早提出的链与链竞争或纵向与纵向竞争来自

于营销研究领域,文献 [8]针对确定的线性需求函数,

分析了两个制造商对应两个排他性零售商的纵向结

构选择,发现分散化结构从战略上使制造商之间避开

可能残酷的价格竞争; [9]将结果拓展到一般的需求

函数并应用于电子行业; [10]将分散化结构与战略纵

向内相互作用联系起来; [11]研究了确定型线性需求

共用两个零售商的均衡结构; [12]针对纵向权力结构

分析了链与链竞争的均衡结构与绩效.

文献 [13]明确地提出了链与链竞争的模式,分析

了基于库存与退货政策条件下的两个制造商与相应

的两个排他性零售商构成的竞争供应链均衡控制结

构. [14-15]分析了不确定环境下链与链竞争的纵向控

制结构选择问题以及充分退货政策. [16]考察了成本

差异与产品替代组合对链与链竞争纵向结构的影响.

[17]针对链与链的品牌竞争分析了不同库存管理模

式对各方绩效的影响. [18]识别了质量和价格竞争供

应链的纵向协调均衡囚徒困境问题. [19]基于价格竞

争和服务竞争以及成本对供应链绩效及供应链纵向

控制结构选择的影响,识别出高中低服务成本行业竞

争供应链的纵向结构均衡差异特征. 以上文献均没有

考虑规模不经济因素对纵向结构选择的影响.

本文拓展并完善了传统的McGuire等人的研究,

即纵向均衡结构的选择受价格竞争的影响,但由本文

研究结论可知,该价格竞争强度边界函数又受规模不

经济效应的影响;当价格竞争强度相对较弱且严重依

赖于规模不经济效应时,不管是从制造商角度还是供

应链系统角度,一体化结构为占优均衡结构; 在链与

链价格竞争和规模不经济的环境中,当价格竞争非常

激烈且严重依赖于规模不经济效应时,分散化结构是

供应链系统角度的占优选择.

2 基基基本本本模模模型型型

本文采用的链与链竞争模型[8]如下:

𝑞𝑖 = 1− 𝑝𝑖 + 𝛾𝑝𝑗 . (1)

其中: 𝑞𝑖为产品 𝑖的需求函数; 𝑝𝑖为产品 𝑖的价格; 𝛾为

两种替代产品的交叉价格需求边际系数,即两条供应

链的竞争强度,且 0 < 𝛾 < 1; 𝑗 = 3− 𝑖, 𝑖 ∈ {1, 2}.

为了更好地研究主题,本文假定: 1)在两条竞争

性供应链中, 均是制造商占有主导地位, 零售商处于

跟随地位; 2) 制造商 𝑖与零售商 𝑖属于排他性关系;

3)两条竞争性供应链之间的合同是不可观测的; 4)对

于制造商, 因其生产的规模不经济,所以其生产成本

函数为 𝑐𝑞2𝑖 /2,其中 𝑐为大于零的常数; 5)零售商的销

售成本、库存成本等为零. 同时,该竞争供应链的博弈

顺序为:首先,制造商选择渠道控制结构; 其次,若渠

道控制结构的选择为分散化结构,则制造商提供批发

价格合同;再次, 零售商选择零售价格;最后, 制造商

满足订单, 零售商满足市场需求, 从而形成横向竞争

市场.

2.1 集集集中中中决决决策策策的的的链链链与与与链链链竞竞竞争争争模模模型型型分分分析析析

基于规模不经济和价格竞争的模型分析,首先考

虑集中决策的链与链竞争模型,两条竞争性供应链的

集中决策利润函数分别为

𝑀𝑖 = (1− 𝑝𝑖 + 𝛾𝑝𝑗)𝑝𝑖 − 𝑐(1− 𝑝𝑖 + 𝛾𝑝𝑗)
2/2, (2)

得到中心控制结构时第 𝑖条供应链的制造商绩效,并

记该结构的标记为 𝑐𝑐,于是有

𝑀𝑖𝑐𝑐 = 𝑇𝑖𝑐𝑐 = (2 + 𝑐)/(2 + 𝑐− 𝛾 − 𝑐𝛾)2/2.

2.2 分分分散散散化化化决决决策策策的的的链链链与与与链链链竞竞竞争争争模模模型型型分分分析析析

基于分散化决策的链与链竞争模型分析,可由零

售商和制造商的利润函数

𝑅𝑖 = (1− 𝑝𝑖 + 𝛾𝑝𝑗)(𝑝𝑖 − 𝑤𝑖), (3)

𝑀𝑖 = 𝑤𝑖(1− 𝑝𝑖 + 𝛾𝑝𝑗)− 𝑐(1− 𝑝𝑖 + 𝛾𝑝𝑗)
2/2, (4)

得到第 𝑖条供应链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及系统的最大利

润函数,并记该结构的标记为 𝑑𝑑,有

𝑀𝑖𝑑𝑑 = (4 + 𝑐)/(4 + 𝑐− 3𝛾 − 𝑐𝛾)2/2,

𝑅𝑖𝑑𝑑 = 1/(4 + 𝑐− 3𝛾 − 𝑐𝛾)2/2,

𝑇𝑖𝑑𝑑 = (6 + 𝑐)/(4 + 𝑐− 3𝛾 − 𝑐𝛾)2/2.

2.3 分分分散散散与与与集集集中中中决决决策策策结结结合合合的的的链链链与与与链链链竞竞竞争争争模模模型型型分分分析析析

假定第 1条供应链的结构为分散化结构,第 2条

供应链的结构为中心控制结构,则第 1条供应链零售

商的利润函数为

𝑅1 = (1− 𝑝1 + 𝛾𝑝2)(𝑝1 − 𝑤1), (5)

第 1条供应链的制造商利润函数为

𝑀1 = 𝑤1(1− 𝑝1 + 𝛾𝑝2)− 𝑐(1− 𝑝1 + 𝛾𝑝2)
2/2; (6)

第 2条供应链中心控制结构系统利润为

𝑀2 = (1− 𝑝2 + 𝛾𝑝1)𝑝2 − 𝑐(1− 𝑝2 + 𝛾𝑝1)
2/2. (7)

从而可得此时供应链各成员及系统最优绩效分别如

下 (记该混合结构的标记为 𝑑𝑐):

𝑀1𝑑𝑐= (4 + 𝑐)(2 + 𝑐+ 𝛾 + 𝑐𝛾)2/(8 + 6𝑐+

𝑐2 − 4𝑐𝛾2 − 3𝛾2 − 𝑐2𝛾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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𝑅1𝑑𝑐 = (2 + 𝑐+ 𝛾 + 𝑐𝛾)2/(8 + 6𝑐+ 𝑐2−
4𝑐𝛾2 − 3𝛾2 − 𝑐2𝛾2)2,

𝑇1𝑑𝑐 = (6 + 𝑐)(2 + 𝑐+ 𝛾 + 𝑐𝛾)2/(8 + 6𝑐+

𝑐2 − 4𝑐𝛾2 − 3𝛾2 − 𝑐2𝛾2)2/2,

𝑀2𝑑𝑐 =𝑇2𝑑𝑐 = (2 + 𝑐)(4 + 𝑐+ 3𝛾 + 𝑐𝛾)2/(8+

6𝑐+ 𝑐2 − 4𝑐𝛾2 − 3𝛾2 − 𝑐2𝛾2)2/2.

3 基基基于于于制制制造造造商商商绩绩绩效效效的的的纵纵纵向向向结结结构构构选选选择择择

记𝑀1𝑐𝑐 = 𝑀1𝑑𝑑的解为 𝛾1和 𝛾2,分别如下:

𝛾1 = (𝑐2 + 6𝑐+ 8 +
√

𝑐2 + 6𝑐+ 8)/(𝑐2 + 6𝑐+ 7),

𝛾2 = (𝑐2 + 6𝑐+ 8−
√

𝑐2 + 6𝑐+ 8)/(𝑐2 + 6𝑐+ 7).

引引引理理理 1 1) 𝛾1 > 1; 2) 0.738 8 < 𝛾2 < 1; 3) ∂𝛾2/

∂𝑐 > 0.

命命命题题题 1 1)当 0 < 𝛾 < 𝛾2时, 𝑀1𝑐𝑐 > 𝑀1𝑑𝑑; 2)当

0.738 8 < 𝛾2 < 𝛾 < 1时, 𝑀1𝑑𝑑 > 𝑀1𝑐𝑐.

证证证明明明 若两条竞争性供应链均采用一体化结构

或均采用分散化结构时的制造商绩效之差为

𝑀1𝑐𝑐 −𝑀1𝑑𝑑 =

(𝑐2 + 6𝑐+ 7)(𝛾 − 𝛾1)(𝛾 − 𝛾2)/(𝑐+ 2−
𝛾 − 𝑐𝛾)2/(4− 3𝛾 + 𝑐− 𝑐𝛾)2 > 0,

且由引理 1知 𝛾1 > 1, 0 < 𝛾2 < 1,所以可知命题 1成

立. 2
命题 1表明,在两条竞争性供应链均采用相同纵

向结构的情形中, 价格竞争影响纵向结构的选择,即

当两条供应链之间的价格竞争相对较弱时,一体化结

构时的制造商绩效优于均为分散化结构时的制造商

绩效;当价格竞争很激烈,其强度超过 0.738 8时,采用

分散化结构能使制造商避开零售终端之间的价格战.

此结论类似于McGuire (1983)的研究成果,但不同点

在于本结论的价格竞争强度边界严重依赖于规模不

经济效应.

命命命题题题 2 𝑀1𝑐𝑐 > 𝑀1𝑑𝑐.

证证证明明明 若竞争对手供应链采用一体化结构,则本

链采用一体化结构与分散化结构的制造商绩效之差

为

𝑀1𝑐𝑐 −𝑀1𝑑𝑐 =

[(𝛾4 + 1− 2𝛾2)𝑐4 + (8𝛾4 − 18𝛾2 + 10)𝑐3+

(56− 72𝛾2 + 20𝛾4)𝑐+ (36− 56𝛾2 + 20𝛾4)𝑐2+

32− 32𝛾2 + 7𝛾4)]/(𝑐+ 2− 𝑐𝛾 − 𝛾)2/

(8− 3𝛾2 + 6𝑐− 4𝛾2 + 𝑐2 − 𝑐2𝛾2) > 0,

所以命题 2得证. 2
命题 2表明,当竞争对手供应链结构为一体化结

构时,本供应链的制造商同样采用一体化结构对其更

有利,且完全不受价格竞争和规模不经济的影响.

记𝑀2𝑑𝑐 = 𝑀𝑑𝑑的解为 𝛾𝑖, 𝑖 = 3, 4, 5, 6, 具体如

下:

𝛾3 = [(10𝑐2 + 32𝑐+ 𝑐3 + 4
√

𝑐2 + 6𝑐+ 8+

𝑐
√

𝑐2 + 6𝑐+ 8 + 32)(𝑐3 + 9𝑐2 + 25𝑐+ 21)]1/2/

(𝑐3 + 9𝑐2 + 25𝑐+ 21),

𝛾4 = [(10𝑐2 + 32𝑐+ 𝑐3 + 4
√

𝑐2 + 6𝑐+ 8+

𝑐
√

𝑐2 + 6𝑐+ 8 + 32)(𝑐3 + 9𝑐2 + 25𝑐+ 21)]1/2/

[−(𝑐3 + 9𝑐2 + 25𝑐+ 21)],

𝛾5 =[(10𝑐2 + 32𝑐+ 𝑐3 − 4
√

𝑐2 + 6𝑐+ 8−
𝑐
√

𝑐2 + 6𝑐+ 8 + 32)(𝑐3 + 9𝑐2 + 25𝑐+ 21)]1/2/

(𝑐3 + 9𝑐2 + 25𝑐+ 21),

𝛾6 = [(10𝑐2 + 32𝑐+ 𝑐3 − 4
√

𝑐2 + 6𝑐+ 8−
𝑐
√

𝑐2 + 6𝑐+ 8 + 32)(𝑐3 + 9𝑐2 + 25𝑐+ 21)]1/2/

[−(𝑐3 + 9𝑐2 + 25𝑐+ 21)].

引引引理理理 2 1) 𝛾4 < 0, 𝛾5 < 0; 2) 𝛾3 > 1; 3) 0.992 5

< 𝛾5 < 1, ∂𝛾5/∂𝑐 > 0.

命命命题题题 3 1)当 0 < 𝛾 < 𝛾5 < 1时, 𝑀2𝑑𝑐 > 𝑀2𝑑𝑑;

2)当 0.992 5 < 𝛾5 < 𝛾 < 1时, 𝑀2𝑑𝑑 > 𝑀2𝑑𝑐.

证证证明明明 若竞争对手供应链采用分散化结构,则本

链采用中心化结构与分散化结构时的制造商绩效之

差为

𝑀2𝑑𝑐 −𝑀𝑑𝑑 =

(𝑐4 + 12𝑐3 + 52𝑐2 + 96𝑐)(𝛾 − 𝛾3)(𝛾−
𝛾4)(𝛾 − 𝛾5)(𝛾 − 𝛾6)/(4 + 𝑐− 3𝛾 − 𝑐𝛾)2/

(8− 3𝛾2 + 6𝑐− 4𝛾2 + 𝑐2 − 𝑐2𝛾2)2,

且根据引理 2,可得命题 3成立. 2
命题 3表明,若竞争对手供应链采用分散化结构,

则价格竞争影响着本链纵向结构的选择.即当价格竞

争非常激烈, 其强度超过 0.992 5, 且严重依赖于规模

不经济效应时,采用分散化结构反而更有利于制造商

规避激烈的价格战;而当价格竞争相对较弱, 其强度

严重依赖于规模不经济效应时,本链采用一体化结构

更有利于制造商.

由以上命题,可得制造商角度的纵向结构演变过

程及最终均衡结构选择如下:

引引引理理理 3 𝛾2 < 𝛾5.

命命命题题题 4 1)当 0 < 𝛾 < 𝛾2时,竞争性供应链的纵

向结构演变过程为 𝑑𝑑 → 𝑐𝑑/𝑑𝑐 → 𝑐𝑐,且 𝑐𝑐构成的纵

向控制结构为供应链的占优均衡结构;

2) 当 0.738 8 < 𝛾2 < 𝛾 < 𝛾5时, 竞争性供应链

的纵向控制结构动态演变过程为 𝑑𝑑 → 𝑐𝑑/𝑑𝑐 → 𝑐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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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𝑐𝑐构成的纵向控制结构为囚徒困境;

3) 当 0.992 5 < 𝛾5 < 𝛾 < 1时, 竞争性供应链

的纵向控制结构动态演变过程为 𝑐𝑑/𝑑𝑐 → 𝑑𝑑, 𝑐𝑑/𝑑𝑐

→ 𝑐𝑐, 𝑐𝑐或 𝑑𝑑为最终控制结构.

命题 4表明, 在价格竞争和规模不经济环境下,

仅价格竞争对竞争性供应链的纵向结构选择具有重

要影响, 而规模不经济只是影响着价格竞争强度的

边界条件,拓展和完善了McGuire等人 (1983)的研究

成果. 即当价格竞争不是太激烈, 其强度在 (0, 𝛾2)范

围内且严重依赖于规模不经济效应时 (如图 1中区

域A所示), 一体化结构为竞争性供应链的占优均衡

结构. 由图 1可知, 该区域随着规模不经济效应的增

强而逐渐增大,即规模不经济效应越强, 一体化结构

为占优均衡结构的价格竞争强度条件的范围越大.

0 1 2 3 4
0.7

0.8

0.9

1
r2

r5

A:the dominat equilibrium of cc

B:the prisoner dominat of cc

C: orcc dd

c

图 1 规模不经济对竞争强度边界函数的影响

当价格竞争非常激烈, 其强度在 (𝛾2, 𝛾5)范围内

且严重依赖于规模不经济效应时 (即如图 1中区域B

所示),竞争性供应链的最终均衡结构为一体化结构,

但该结构使得制造商的绩效出现囚徒困境. 同时,由

图 1可知,该区域随着规模不经济效应的增强而逐渐

减小, 说明规模不经济效应越强, 一体化结构产生囚

徒困境的价格竞争强度条件的范围越小.

当两条供应链之间的价格竞争非常惨烈,其强度

大于 0.992 5,在 (𝛾5, 1)范围内且严重依赖于规模不经

济效应时 (如图 1中区域C所示), 则依据供应链纵向

结构的改进路径,供应链的最终控制结构或为一体化

结构或为分散化结构. 同时由图 1可知, 区域C随着

规模不经济效应的增强而逐渐减小,直至为零.

4 基基基于于于供供供应应应链链链系系系统统统绩绩绩效效效的的的纵纵纵向向向结结结构构构选选选择择择

记𝑇1𝑐𝑐 = 𝑇1𝑑𝑑的解为 𝛾7和 𝛾8,分别如下:

𝛾7 = (6 + 3𝑐+
√

12 + 8𝑐+ 𝑐2)/(2𝑐+ 3)/2,

𝛾8 = (6 + 3𝑐−
√

12 + 8𝑐+ 𝑐2)/(2𝑐+ 3)/2.

引引引理理理 4 1) 𝛾7 > 1; 2) 0 < 𝛾8 < 1.

命命命题题题 5 1) 当 0 < 𝛾 < 𝛾8时, 𝑇1𝑐𝑐 > 𝑇1𝑑𝑑; 2)

当 1 > 𝛾 > 𝛾8时, 𝑇1𝑑𝑑 > 𝑇1𝑐𝑐.

证证证明明明 若两条竞争性供应链均采用一体化结构

或均采用分散化结构时的供应链系统绩效之差为

𝑇1𝑐𝑐 − 𝑇1𝑑𝑑 =

2(2𝑐+ 3)(𝛾 − 𝛾7)(𝛾 − 𝛾8)/

(𝑐𝛾 − 𝑐+ 𝛾 − 2)2/(𝑐𝛾 − 𝑐+ 3𝛾 − 4)2,

则命题 5成立. 2
命题 5表明,当价格竞争强度相对较弱且严重依

赖于规模不经济效应系数时,对于每个供应链系统而

言, 一体化结构优于分散化结构; 而当价格竞争相对

较为激烈时,分散化结构反而有利于系统绩效.

记𝑇1𝑐𝑐 = 𝑇1𝑑𝑐的解为 𝛾𝑖, 𝑖 = 9, 10, 11, 12,即

𝛾9 =
√
2[(5𝑐+ 3 + 2𝑐2)(12𝑐+ 3𝑐2 + 12+

(2 + 𝑐)
√

12 + 8𝑐+ 𝑐2)]1/2/(5𝑐+ 3 + 2𝑐2)/2,

𝛾10 = −
√
2[(5𝑐+ 3 + 2𝑐2)(12𝑐+ 3𝑐2 + 12+

(2 + 𝑐)
√

12 + 8𝑐+ 𝑐2)]1/2/(5𝑐+ 3 + 2𝑐2)/2,

𝛾11 =
√
2[(5𝑐+ 3 + 2𝑐2)(12𝑐+ 3𝑐2 + 12−

(2 + 𝑐)
√

12 + 8𝑐+ 𝑐2)]1/2/(5𝑐+ 3 + 2𝑐2)/2,

𝛾12 = −
√
2[(5𝑐+ 3 + 2𝑐2)(12𝑐+ 3𝑐2 + 12−

(2 + 𝑐)
√

12 + 8𝑐+ 𝑐2)]1/2/(5𝑐+ 3 + 2𝑐2)/2.

引引引理理理 5 1) 𝛾9 > 1; 2) 𝛾10 > 1; 3) 𝛾12 > 1; 4) 0 <

𝛾11 < 1.

命命命题题题 6 1)当 0 < 𝛾 < 𝛾11 < 0.919 4时, 𝑇1𝑐𝑐 >

𝑇1𝑑𝑐; 2)当 1 > 𝛾 > 𝛾11时, 𝑇1𝑑𝑐 > 𝑇1𝑐𝑐.

证证证明明明 若竞争对手供应链采用一体化结构,本链

采用一体化结构与分散化结构的供应链系统绩效之

差为

𝑇1𝑐𝑐 − 𝑇1𝑑𝑐 =

2(2𝑐3+3+7𝑐2+8𝑐)(𝛾−𝛾9)(𝛾−𝛾10)(𝛾−𝛾11)(𝛾−𝛾12)/

(𝑐𝛾 − 𝑐+ 𝛾 − 2)2/(𝑐𝛾 − 𝑐+ 3𝛾 − 4)2,

则命题 6成立. 2
命题 6表明, 若竞争对手供应链采用一体化结

构, 则当两条竞争性供应链之间的价格竞争强度小

于 0.919 4, 且在 (0, 𝛾11)范围内并严重依赖于规模不

经济效应系数时,本链采用一体化结构时的系统绩效

优于分散化结构;而当两条竞争性供应链之间的价格

竞争强度在 (𝛾11, 1)范围内, 并严重依赖于规模不经

济效应系数时,分散化结构更有利本链的系统绩效.

引引引理理理 6 1) 𝛾13 > 1; 2) 𝛾14 < 0; 3) 0 < 𝛾15 <

0.750 7; 4) 𝛾16 < 0.

命命命题题题 7 1)当 0 < 𝛾 < 𝛾15 < 0.750 7时, 𝑇2𝑑𝑐 >

𝑇2𝑑𝑑; 2)当 1 > 𝛾 > 𝛾15时, 𝑇2𝑑𝑑 > 𝑇2𝑑𝑐.

证证证明明明 竞争对手供应链采用分散化结构时本链

采用中心化结构与分散化结构的每个供应链系统绩

效之差为

𝑇2𝑑𝑐 − 𝑇2𝑑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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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𝑐2 + 36𝑐+ 2𝑐3 + 27)(𝛾 − 𝛾13)(𝛾−
𝛾14)(𝛾 − 𝛾15)(𝛾 − 𝛾16)/(𝑐𝛾 − 𝑐+ 3𝛾 − 4)2/

(𝛾2𝑐2 + 3𝛾2 + 4𝑐𝛾2 − 𝑐2 − 6𝑐− 8)2,

则命题 7成立. 2
命题 7表明,若竞争对手供应链采用分散化结构,

则价格竞争对供应链的纵向结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规模不经济效应影响价格竞争强度边界条件的范围,

即若竞争对手供应链采用分散化结构,则当两条竞争

性供应链之间的价格竞争相对较弱, 其竞争强度小

于 0.750 7, 且在 (0, 𝛾15)范围内并严重依赖于规模不

经济效应系数时,本供应链系统采用一体化结构的绩

效高于采用分散化结构的绩效;当价格竞争相对较激

烈, 其强度在 (𝛾11, 1)范围内并严重依赖于规模不经

济效应系数时,分散化结构的本链系统绩效大于一体

化结构时的系统绩效.

由以上命题可得系统绩效角度的纵向结构演变

过程及最终均衡结构选择如下:

引引引理理理 7 0 < 𝛾8 < 𝛾15 < 𝛾11 < 0.919 4.

命命命题题题 8 1)当 0 < 𝛾 < 𝛾8时,纵向控制结构的动

态演变过程为 𝑑𝑑 → 𝑐𝑑/𝑑𝑐 → 𝑐𝑐, 𝑐𝑐为最终的均衡控

制结构,且 𝑐𝑐为供应链的占优均衡结构;

2)当 𝛾8 < 𝛾 < 𝛾15 < 0.750 7时,纵向控制结构的

动态演变过程为 𝑑𝑑 → 𝑐𝑑/𝑑𝑐 → 𝑐𝑐, 𝑐𝑐为最终的均衡

控制结构,但 𝑐𝑐为囚徒困境;

3)当 𝛾15 < 𝛾 < 𝛾11 < 0.919 4时,纵向控制结构

的动态演变过程为 𝑐𝑑/𝑑𝑐 → 𝑑𝑑或者 𝑐𝑑/𝑑𝑐 → 𝑐𝑐,最终

控制结构或为 𝑑𝑑或为 𝑐𝑐;

4)当 𝛾11 < 𝛾 < 1时,纵向控制结构的动态演变

过程为 𝑐𝑐 → 𝑑𝑐/𝑐𝑑 → 𝑑𝑑, 𝑑𝑑为最终的均衡控制结构,

且 𝑑𝑑为供应链的占优均衡结构.

命题 8表明, 当价格竞争强度相对较弱时 (即如

图 2中区域D所示),纵向控制结构最终的均衡控制结

构为具有占优均衡特征的一体化结构. 当价格竞争强

度相对适中时,在图 2中区域E内,纵向控制结构为一

体化结构,但该一体化结构会产生囚徒困境. 当价格

竞争非常激烈时,其强度位于图 2中区域 F内,则最终

的控制结构或为分散化结构或为一体化结构,具体依

r15
r11

r8

G:the dominat equilibrium of dd

E:the equilibrium of ccprisoner

D:the dominat equilibrium of cc

F: orcc dd

0 2 4 6 8 10

c

图 2 规模不经济对竞争强度边界函数的影响

赖于纵向结构选择的路径; 当价格竞争非常惨烈时,

其强度位于如图 2中区域G内,则分散化结构为竞争

供应链的最终均衡结构,且该分散化结构为供应链的

占优均衡结构,这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分散化结构为一

种次优选择的研究结论.

由图 2可知, 规模不经济效应越强, 分散化结构

占优和一体化结构占优的价格竞争强度区域随规模

不经济效应的增强而逐渐增大;而一体化结构所带来

的囚徒困境区域和或为一体化结构或为分散化结构

的区域随规模不经济效应的增强而逐渐减小.

5 结结结 论论论

本文考察了价格竞争和规模不经济效应对链与

链纵向控制结构选择的影响,并从制造商角度和供应

链系统角度识别出纵向控制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及

最终均衡结构,得到此时纵向结构的选择仅受价格竞

争的影响.但价格竞争强度边界函数又受规模不经济

效应影响,并且:

1)从制造商的角度考察,当价格竞争不是太激烈

但又严重依赖于规模不经济效应时,一体化结构为占

优均衡结构;当价格竞争非常激烈且严重依赖于规模

不经济效应时,采用一体化结构会出现制造商绩效的

囚徒困境;当价格竞争非常惨烈且严重依赖于规模不

经济效应时,两条供应链均采用分散化结构或者当竞

争对手采用分散化结构而本链选择分散化结构,更有

利于制造商避开终端激烈的价格竞争. 由此导致了价

格竞争非常激烈且严重依赖于规模不经济效应时的

最终均衡结构或为分散化或为一体化,具体依赖于纵

向结构选择的路径.

2)从竞争供应链的角度考察,当价格竞争强度较

弱且严重依赖于规模不经济效应时,一体化结构为占

优结构;当价格竞争强度适中且严重依赖于规模不经

济效应时, 一体化结构会产生囚徒困境; 当价格竞争

非常激烈且严重依赖于规模不经济效应时,最终的控

制结构或为分散化结构或为一体化结构,具体依赖于

纵向结构选择的路径;当价格竞争非常惨烈且严重依

赖于规模不经济效应时,分散化结构为供应链的占优

均衡结构,这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分散化结构为一种次

优选择的研究结论.

该研究结论拓展和完善了McGuire(1983)等的

研究成果, 但也存在不足, 即未考虑需求的不确定

性、零售商的销售成本和库存成本等对纵向控制结构

选择的影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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