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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具有学习行为的双渠道供应链问题!本文研究了两种分销渠道并存下的最优库存策略"有限计划期

内!分销商通过传统销售和在线销售来满足下游顾客的需求"两种分销渠道下的销售单价为时变不减线性函数!

当系统中各周期的生产订购固定成本以一定的概率具有学习效应行为时!分别建立了非变质产品生产存贮问题的

混合整数约束优化模型以及易变质产品存贮问题的无约束混合整数优化模型!所建立模型的目标为极大化分销商

总利润函数"对于这两类模型!通过分析其最优解的性质!利用将生产订购次数松弛为连续变量的技巧证明了最

优解存在的唯一性"给出了最优策略的求解方法并比较了两类模型最优利润函数值的大小"最后通过数值算例

对上述模型进行了验证!数值结果表明当供应链系统中存在学习效应行为时!该系统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

关键词!供应链$学习效应$双渠道$最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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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习效应是实际制造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

象!它是指在重复的制造过程中产品加工者的经验

逐渐得到积累!从而使得生产或加工单位产品所需

要的时间呈现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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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航空制

造业中人的行为对于生产效率的影响!首次提出了

学习效应曲线理论并构建了相应的函数对其进行了

量化"由于学习效应理论强调了行为方法对于生产

效率的提高!因此它被广泛的应用到制造管理领域

并成为研究的热点"

在供应链库存管理中!人的行为对运作效率有

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供应链系统中的学习效应

现象也受到了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的持续关

注!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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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也得到了拓展性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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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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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研究了具有学习效应

行为的供应链库存模型"对于此问题他们给出了经

济订货批量模型的最优订购量公式!但遗憾的是!他

们并没有给出求得这一公式的方法"

76**W50)

*

"

+

则拓展了
Z*08'(*

和
<-)60)0

*

!

+的结果!给出了求

得最优订购量的求解方法"

,0=*/

和
M-))*

T

*

J

+研究

了具有学习效应的单周期供应链库存模型!当学习

效应曲线函数具有有限下界的性质时!他们分析了

最优订购策略"周永务*

%

+进一步修正了传统的学习

效应曲线函数!并利用此函数建立了单周期内的生

产库存模型"

,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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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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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新的复合

学习效应曲线函数!并研究了此学习效应曲线下的

单周期确定型库存模型"

与上述文献所考虑的确定性环境下单级供应链

系统不同!沈铁松和熊中楷*

@

+考虑了生产和需求受

学习效应影响下的三级供应链的生产存储优化模

型!他们通过算例模拟了最优生产批量"

[0)

等*

F

+

则考虑订货提前期内需求为随机变量!订购成本具

有学习效应的单周期库存模型"他们对于允许缺货

的情形分析了如何确定最优的订购数量#订购点以

及订货提前期从而使得总成本最小"

总的来说!上述文献在对供应链系统中的学习

效应现象进行研究时!只考虑单周期的情形!即以系

统平均总成本最小为目标求解了学习效应影响下的

最优订购周期"然而有限计划期内多次订购对于学

习对象的经验积累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另一方面!

近年来行为实验研究方法逐渐成为国际运作管理学

界的关注焦点"因此!有限计划期内具有学习效应

行为的供应链库存系统得到了进一步研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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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了有限计划期内订购



固定成本具有学习效应的单级供应链库存模型!当

市场需求为常数时!对于不允许缺货的情形!他们求

得了最优订购次数以及最优订购策略"

+̂0(

*

$#

+研

究了学习效应影响下的二级易变质产品的供应链库

存模型"所谓的易变质产品一般是指在生产#运输

或存储过程中具有变质特性的产品!如蔬菜#化学药

品等"假定下游分销商的需求为常数以及上游制造

商进行生产时具有学习效应行为!他们设计了有限

计划期内的二级供应链系统平均总成本最小的求解

算法"然而由于模型的复杂性!他们没有证明最优

解的存在性与唯一性!因此在设计算法时假定了模

型的成本函数为凸函数!然后通过数值验证了算法

的有效性"徐健腾等*

$$

+考虑了有限计划期内二级

易变质产品的供应链系统"当上级制造商的生产过

程以及下游分销商的订购固定成本同时具有学习效

应时!他们证明了系统最优订购次数的唯一性!从而

求解了系统的最优订购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文献

中!多是对于供应链系统只具有单分销渠道的情形

进行了分析"然而随着电子商务与网络技术的不断

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如惠普#海尔#联想等制造商

在保留原来传统销售渠道的同时!都建立了另外一

种新型的销售渠道1在线销售渠道*

$!

+

"这一渠道

的出现使得供应链从单一的销售渠道转向零售与在

线并存的多渠道模式"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传统销售

渠道和在线销售渠道组成的双分销渠道供应链模式

正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改变了现有的市

场销售渠道!同时受到了很多理论学者的关注!成为

供应链管理中的一个热门课题"目前国内外学者主

要从定价策略#服务策略#销售渠道的协调与冲突以

及库存控制等方面对于双渠道供应链进行了系统的

研究!并且已得到了一些显著性的成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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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双渠道供应链的定价问题

及零售商的订货策略"许明辉等*

$J

+提出了双渠道

销售下通过提供给客户服务来提升实际需求的销售

模式!基于服务提供者的不同!分别研究了在
7608H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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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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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中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决策模

型"肖剑等*

$%

+对由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

供应链的服务合作定价策略进行了研究"陈树桢

等*

$E

+针对传统零售商与在线直线销售渠道价格竞

争的双渠道供应链!考虑了创新投入与激励创新投

入的供应链协调问题"周筠与赵晓波*

$@

+则考虑了

需求与库存量具有依赖关系的两种销售渠道间的库

存分配问题"相关其他结果见文献*

$F?!F

+

"

上述文献的特点是在所研究问题的分销系统

中!上游供应商为在线销售的唯一主体!下游分销商

则是传统销售的唯一主体"然而!随着网络平台的

普及!实际中的分销商通过实体商店销售的同时也

会利用网上商店进行在线销售!例如近年来山东省

寿光蔬菜基地的经销商通过中国寿光蔬菜网进行在

线销售!拓宽了销路!实现了在线销售与传统销售的

有效结合"

M*/)+6*()

等*

!A

+首次研究了垄断企业利

用实体商店进行传统销售的同时开通网上商店进行

在线销售的供应链问题!分析了在线销售的必要性"

C2*H

等*

"#

+考虑了分销商具有实体商店以及网上商

店的多分销渠道供应链退货问题"潘伟等*

"$

+则对

于分销商具有实体商店与网上商店两种销售模式的

动态定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传统

销售渠道下的需求被当前的库存量即时满足属于即

期市场需求而网上商店的在线需求则属于远期市场

需求"

从以上对于双渠道供应链问题的研究文献可以

看出!学习效应行为对于此系统运作策略影响的相

关文献还不多见"因此本文考虑了学习效应影响下

有限计划期内的双分销渠道库存策略问题"电子商

务环境下!分销商通过实体商店满足传统销售渠道

下的即时需求同时利用网上商店满足在线销售渠道

下的远期市场需求!并且两种销售模式共用一个订

货渠道来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与当前相关文献的

研究不同!本文考虑了双分销渠道下的销售单价为

时变不减线性函数!且系统中各周期的生产或订购

固定成本以一定的概率具有学习效应行为"对于此

类问题的非变质产品与变质类产品!分别建立了生

产存贮的混合整数约束优化模型以及存贮问题的无

约束混合整数优化模型"对于这两类模型!我们分

析了其最优解的性质!分别证明了最优解存在的唯

一性!并给出了最优解的求解方法!最后通过数值算

例验证理论结果"

"

!

符号与假设

用
W

表示计划期的时间长度!

3

表示有限计划

期内分销商生产订购产品的周期总数"其他相关符

号如下(

:

$

(在线销售渠道下顾客的需求率"

:

!

(传统销售渠道下顾客的需求率!这里两种

销售渠道下的需求率为固定常数"

L

(分销商的生产速率!为固定常数"

-

&

"

'(分销商在
"

时刻的库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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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从开始时刻到
"

时刻在线销售

的销售总量!

&g$

!

!

!3!

3

"

2

.

&

&

"

'(第
&

周期从开始时刻到
"

时刻传统销售

的销售总量!

&g$

!

!

!3!

3

"

2

(产品的变质率!

#

,2,

$

"

D$

&

"

'(在线销售渠道下单位产品的销售价格"

D!

&

"

'(传统销售渠道下单位产品的销售价格!

这里两种销售渠道下的销售单价为时间
"

的不减线

性函数!即对于
5

,

!

Q

,

4

#

&

,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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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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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

,

fQ

,

"

"

C

$

(单位产品的生产订购成本"

C

!

(单位产品的存贮成本"

C

"

(单位产品的变质成本"

'

&

(第
&

周期生产订购的固定启动成本!

'

$

4

'

!

4

3

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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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商生产订购固定成本的学习率"它表

明了固定成本以什么样的速度减少"

N.)

4

等*

A

+与

X*

P

1-

4

1*

*

""

+指出大多数实践行业中学习率的取值范

围应该为*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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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分销商生产订购固定成本对应的学习因子"

Y/(

4

'6

*

$

+将学习因子定义为(

Q

#

1)

-

1)!

!当
#R@

"

-

"

#RA%

时!

(

#R%

"

Q

"

(

#R#@J

"

在以上符号的基础上!本文所考虑的问题基于

以下假设条件(

假设
$>

分销商的生产率大于两种销售方式下

的顾客需求率!即有
L

-

:

$

%

:

!

!并且最初周期与

最终周期分销商的库存量为零!交货时间为零"

假设
!>

两种销售渠道下的销售方式为供应链

联合库存下的销售方式!即每个周期内!传统销售渠

道下的销售单价为周期最初时刻的所定的价格$在

线销售渠道下的销售单价为在线需求未满足之前首

次收到订单时所定下的价格"

假设
">

在传统销售渠道下!顾客的订单需求被

即时满足$在线销售渠道下!顾客的订单需求累积到

一定量时在某一时刻会被满足"因此在模型
$

中!

假设顾客在每个周期开始到生产结束时刻的订单在

生产结束的时刻被满足!此后的订单将在周期结束

时刻被满足"而在模型
!

中!假设顾客每个周期的

订单需求在周期结束时刻被满足"

假设
J>

第
&

周期在线销售的产品在交付前可

以取消订单!其订单取消率独立于订购量"由于顾

客发出订单的时刻越接近订单被满足的时刻!顾客

取消订单的可能性越小!因此潘伟等*

"$

+假设顾客的

订单取消率与首次收到在线订单到此顾客发出订单

这段时间的长度成反比"这里我们仍采用了这一假

设!并且在线销售渠道下顾客在订单被满足之前可

以取消订单!但这需要付出一定的惩罚代价!因此若

顾客越接近订单被满足的时刻而取消订单时!其取

消订单的惩罚则应越大"

假设
%>

各周期的固定成本为一随机变量!以概

率
B

不具有学习效应现象!而以概率
$

(

B

具有学习

学习效应现象"当生产订购固定成本不具有学习效

应现象时!每个周期的生产固定成本相等!即
'

&

#

'

$

!

&

#

$

!

!

!3!

3

$当具有学习效应现象时!随着生

产订购次数的增加!生产订购固定成本存在着一定

的函数关系!

&'*)

4

*

"!

+给出了如下的函数表达式来

描述这一行为(

'

&

#

'

$

&

Q

!

&

#

$

!

!

!3!

3

"

#

!

数学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X!

!

非变质产品的双渠道供应链模型

本节考虑的问题可描述如下(有限计划期内!供

应链中某分销商同时具有传统销售与在线销售两种

销售模式"每个周期初分销商开始接受在线需求的

订单要求!同时分销商开始生产产品!这里的产品为

非变质产品!即在生产与存贮过程中不发生损耗"

生产的产品被用来即时满足传统销售渠道下的顾客

需求"当分销商停止生产时!这段时间内的在线订

单在这一时刻被满足"剩余的库存被即时满足后面

的传统销售的需求!同时从停止生产这一时刻开始

到周期结束接受的在线订单需求在周期末被满足"

由于在线累积的需求到两个固定时刻被满足!因此

在订单未被满足之前顾客可以取消订单"另外!分

销商启动生产订购的固定成本以一定的概率受学习

效应的影响"为了满足这两种销售渠道下的顾客需

求!该分销商应该如何确定生产次数以及生产时间

从而使得整个计划期内的总利润最大"

基于以上阐述!用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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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销售量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顾客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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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销售渠道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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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初没有销售产品!此

时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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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在线销售渠道下顾客在订单被

满足之前可以取消订单!但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因此!对于分销商来讲!另一部分收入就是顾客取消

在线订单所付出的惩罚费用"结合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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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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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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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传统销售渠道下的顾客需求引起了

其销售量的变化!用如下方程表示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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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商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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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的库存变化可描述如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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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分销商开始生产!此时生产的同时满足传统销

售渠道下的顾客的需求!在
"

&

时刻制造商库存量达

到最大时停止生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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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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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内的在线需

求量在
"

&

时刻被满足后!分销商剩余的库存用来满

足这一周期剩下一段时间内两种销售渠道下的顾客

需求"其库存变化图可用如下图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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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销售渠道下顾客的需求"其变化可用如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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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生产订购成本是由可变成本以及固定成

本构成"由于每个周期的固定成本为一随机变量!

因此我们只能计算其期望值"由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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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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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建立以整个周期内的

期望总利润最大为目标的约束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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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期望总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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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由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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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变质产品的双渠道供应链模型

本节考虑的问题可描述如下(有限计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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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顾客需求!该分销商应该如何确定订购次数以

及订购时间从而使得整个计划期内的总利润最大"

图
!

!

分销商的库存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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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望总利润最大为目标的优化模型

50I8><

!

#

"

3

&

#

$

&

2<

$

&

%

2<

!

&

%

2<

"

&

(

4-

&

(

7S

&

'

.

JE

.

中国管理科学
!!!!!!!!!!!!!!!!!!!!

!#$%

年



.R"

!

"

$

#

#

!

"

3

%

$

#

W

!

"

&

,

"

&

%

$

!

&

#

$

!

!

!3!

3

对于上述模型!我们求解最优生产次数与最优

的订购时刻使期望总成本
8><

!

最大!只需对于给

定的
&

#

!

!

"

!3!

3

!有(

<

8><

!

<

"

&

#

Q

$

4

%

!

!

&

4

%

$

'

:

$

%

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

%

C

!

2

%

C

"

',

:

$

4

%

$

*

)

2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2

4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2

4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考虑函数

J

&

P

'

#

*

Q

$

4

%

!

!

&

4

%

$

'

:

$

%

Q

!

:

!

+

P

%

&

C

$

%

C

!

2

%

C

"

'

:

$

4

%

$

)

2

P

%

&

:

$

2

P

4

%

$

%

:

!

'

)

2

* +

P 容易验证
J

&

P

'在
P

-

#

时为严格单调递增函数!进一步可知上述等式

<

8><

!

<

"

&

#

#

有且仅有唯一解!即
"

&

%

$

(

"

&

#

"

&

(

"

&

(

$

"

因此!我们有如下结论"

定理
">

对于给定的订购次数
3

!在有限期
W

内

从第
$

周期到第
3

周期的时间长度分别相等!即对

于
&

#

$

!

!

!3!

3

!有
"

&

%

$

(

"

&

#

W

3

"

由定理
"

!可以得到变质类产品模型的订购时

刻满足如下等式(

"

3

&

#

$

"

&

#

W

3

%

!

W

3

%

3

%

&

3

(

$

'

W

3

#

&

3

(

$

'

!

W

&

$#

'

将&

A

'与&

$#

'代入
8><

!

表达式!有(

8><

!

#

5

$

:

$

&

4

%

!

'

!

&

4

%

$

'

W

%

5

!

:

!

W

%

Q

$

:

$

&

4

%

!

'

W

!

J

&

4

%

$

*

'

%

$

!

Q

!

:

!

W

+

!

&

$

(

3

(

$

'

(

3'

$

B

(

&

$

(

B

'

'

$

Q

%

$

3

Q

%

$

(

3

C

$

%

C

!

2

%

C

& '

"

*&

:

$

4

%

$

W

3

%

:

!

2

'

)

2

W

3

(

:

!

2

+

%

C

!

2

%

C

& '

"

:

$

4

%

$

%

:

& '

!

W

为求得最优订购次数!我

们先来证明如下结论"

定理
J>

对于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存在最优订

购次数
3

#

!

使得期望利润函数
8><

!

达到最大"

证明(类似定理
!

的证明!先忽略掉
3

的整数限

制将其松弛为连续变量!然后对
8><

!

关于
3

求一

阶偏导数得(

<

8><

!

<

3

#

*

Q

$

:

$

&

4

%

!

'

W

!

J

&

4

%

$

'

%

$

!

Q

!

:

!

W

!

+

3

(

!

(

'

$

B

(

&

$

(

B

'

'

$

3

Q

%

&

C

$

%

C

!

2

%

C

"

'*&

:

$

2

W

!

3

(

!

4

%

$

%

:

!

W3

(

$

'

)

2

W

3

(

:

!

2

&

)

2

W

3

(

$

'+

#

#

要证明
8><

!

存在最大值!只需验证<

!

8><

!

<

3

!

,

#

"首先利用<8><

!

<

3

#

#

!我们化简<
!

8><

!

<

3

!

得

<

!

8><

!

<

3

!

#(

&

$

%

Q

!

'*

Q

$

:

$

&

4

%

!

'

W

!

3

(

"

!

&

4

%

$

'

%

Q

!

:

!

W

!

3

(

"

+

%

'

$

B

Q

3

%

&

C

$

%

C

!

2

%

C

"

'

3

(

$

[

&

P

'

这里
P

#

W

3

!且

[

&

P

'

#

:

$

*

(

&

Q

%

!

'

2

P

!

)

2

P

4

%

$

(

2

!

P

"

)

2

P

4

%

$

+

%

:

!

*

Q

2

&

)

2

P

(

$

'

(

QP)

2

P

(2

P

!

)

2

P

+

由于
(

#R%

"

Q

"

(

#R#@J

以及
Q

$

-

#

!

Q

!

-

#

!我

们可得<
!

8><

<

3

!

,

&

C

$

%

C

!

2

%

C

"

'

3

(

$

[

&

P

'"不难发现

[

h

&

P

'

,

#

这表明
[

&

P

'是关于
P

的严格单调递减函

数"又
[

&

#

'

#

#

!因此!当
P

-

#

时!

[

&

P

'

,

[

&

#

'

#

#

!从而有<
!

8><

!

<

3

!

,

#

!定理得证5

#X#

!

模型求解与比较

对于所建立的两个模型!本节我们确定
3

的取

值使得
8><

1

&

1

#

$

!

!

'取得最大"当忽略掉
3

为整

数限制时!我们可以从<

8><

1

<

3

#

#

解得最优值

3

#

1

&

1

#

$

!

!

'的近似值!然后分别比较此近似值上

整数与下整数对应的目标值!最大者对应的即为最

优订购次数"另外!我们还可以直接进行如下计算(

由于
3

取整数!要使
8><

1

最大!对应的最优的
3

应

满足
8><

1

&

3

'

A

8><

1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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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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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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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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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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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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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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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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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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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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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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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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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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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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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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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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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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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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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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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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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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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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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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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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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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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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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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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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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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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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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可知模型
$

的最优生产次数即是由不等式

&

$$

'与&

$!

'所唯一确定的
3

#

$

的值"

对于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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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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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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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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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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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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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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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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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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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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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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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从而由不等式&

$"

'与&

$J

'所唯一确定的
3

#

!

的

值即是模型
!

的最优订购次数"

接下来!我们比较上述两类模型在学习效应影

响下获得利润值的大小"考虑到
8><

$

与
8><

!

函

数表达式的复杂程度!我们很难直观的比较其优劣"

然而对于给定的生产订购次数我们可以比较两模型

期望利润值大小!另外!对于任意订购次数的情形我

们将通过数值算例进行分析比较"不妨令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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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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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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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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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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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

+则有如下结

论"

定理
%>

对于我们所考虑的问题!给定生产订购

次数
3

!若
3

4

3

/

则在学习效应影响下非变质产品

的期望利润值大于变质类产品的期望利润值即

8><

$

-

8><

!

"

证明(利用
)

2

P

-

$

%2

P

以及
#

,

2

,

$

容易求

得
8><

!

的一个上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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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上界值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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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给定的生产订购次数
3

!利用
8><

?

!

4

8><

$

容易知

道当
3

4

3

/

时结论成立"

%

!

数值算例

为了进一步说明学习效应行为对于有限计划内

双分销渠道供应链的影响!这里通过如下算例进行

分析"

算例
$>

某分销商要对某产品制定计划期
W

#

"

内的生产计划!相关参数取值如下(

L

#

$!#

!

:

$

#

E#

!

:

!

#

J#

!

4

#

#:!

!

'

$

#

!#

!

D$

&

"

'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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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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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

!

!

C

!

#

$

!

B

#

#:J

!

-

#

#:@%

"问(此分销商在计划期内应如何安排生产应

对双销售渠道下的需求使得总的利润最大"

不妨用
[$

&

3

'表示&

$$

'右端项的函数表示式!

易知
[$

&

3

%

$

'为&

$!

'右端项的函数表达式"利用上

述的理论分析结论!我们可以求出&

$$

'式的左端项

的值为
FF#:"$

"进一步计算出最优生产次数为
3

#

$

#

F

!分销商获得的最大利润值为
$$#A@:EE

"相关计

算结果表
$

"

算例
!:

某分销商要对某产品制定计划期
W

#

"

内的订购计划!相关参数取值如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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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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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此分销商在计划

期内应如何订购产品应对双销售渠道下的需求使得

总的利润最大"

不妨用
[!

&

3

'表示&

$"

'右端项的函数表示式!

利用上述的理论分析结论!我们可以 求出
Q

$

:

$

&

4

%

!

'

W

!

J

&

4

%

$

'

%

$

!

Q

!

:

!

W

!

#

@JE:%A

!进一步计算出

最优生产次数为
3

#

!

#

F

!分销商获得的最大期望利

润值为
!$"F@:#J

"相关计算结果表
!

"

对于算例
$

与算例
!

!我们还分别计算了
B

取不

同的值时!学习效应对于期望总利润
8><

1

&

1

#

$

!

!

'的影响"相关的计算结果见表
"

"

从表
"

可以看出系统固定成本不具有学习效应

的概率
B

值不断增加时!非变质产品与变质类产品

对应模型下的期望利润函数值
8><

1

逐渐减少并且

生产或订购次数呈现递减趋势"这表明系统固定成

本受学习效应的影响越大分销商获得的利润值越

高"从以上比较!我们可得出!当供应链系统中固定

成本具有学习效应现象时!供应链决策者可以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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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订购次数来实现系统成本最优!进而提高其运

作效率"

算例
":

!

此算例用来比较第三节中两类模型

的期望利润值大小"相关的参数取值我们采用算例

$

中的数据以及
2#

#:#E

与
C

"

#

#:%

"

将相关参数数值代入第三节中两类模型最优订

购次数与最有利润值的函数表达式!则可以得到非

变质类产品与变质类产品模型的最优订购次数分别

为
F

与
$$

!相应的最优利润值为
$$#A@:EE

与

$EJ@%:%$

"另外!记
C

8><

#

8><

!

(

8><

$

!则当

学习率
-

取不同值时!两类模型期望利润值的变化

趋势见表
J

"

从表
J

可以看出!在参数取值相同的情况下!非

变质类产品对应模型的最优订购次数与最优期望利

润值均小于变质类产品对应的模型"主要原因在于

有限计划期内!分销商为了避免产品变质带来的损

失而不愿存贮过多产品!因此采用了多订购#少存贮

的方式!从而使得了获得了更多的利润"结合定理
%

还可以知道!当两类模型的最优订购次数相等时!分

销商经营非变质类产品而获得利润有可能高于变质

类产品的"从表
J

还可以看出!随着学习率
-

取值的

增加!两类模型下获得最优订购次数与利润值都在降

低!这是因为学习率的取值越大!学习行为对于系统

的影响越小!特别地!当
-

8

$

时!学习因子的取值为

零!这表明系统中不具有学习行为"因此!分销商应

该采取多订购的方式来避免过多的成本付出"

&

!

结语

在电子商务日益盛行的背景下!具有学习效应

行为的双分销渠道供应链的库存优化问题受到了越

来越多的供应链管理者的关注"当双分销渠道下的

销售单价为时变不减线性函数!各周期生产固定成

本则以一定的概率具有学习效应行为时!本文研究

了非变质产品的生产存贮问题和易变质产品的存贮

问题!以系统期望总利润最大为目标!分别建立了混

合整数约束优化模型以及无约束优化模型"通过对

这两个模型解的最优性质证明!得出了此问题期望

总利润获得最大的条件"给出的数值算例则进一步

说明了学习效应对于系统总利润的影响!这为实际

的供应链管理者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本文的研

究是学习效应在双分销渠道供应链库存中的一个基

础应用!而对于多级供应链系统下双分销渠道库存

策略的分析是今后值得研究的方向"

表
!

!

算例
!

的最优订购次数的确定

3 $ ! " J % E @ F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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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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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优订购次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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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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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例
!

与算例
"

的最优期望总利润随概率值
B

的变化情况

B # #>! #>J #>% #>E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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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 F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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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 F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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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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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例
#

对应的最优期望总利润随学习率
-

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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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 F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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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A@>EE $$#AJ>J$ $$#FA>FA $$#F%>JA $$#F#>E"

3

#

!

$! $$ $$ $# $# A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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