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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原有的单一供应链价值创造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考虑供应链间的竞争关系!完整研究了供应链价值最大

化问题$首先基于新产消合一理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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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构建了考虑两条供应链间竞争的供应链价值最大化模型!然

后就供应链创造的整体价值及其与企业联盟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消费者对企业联盟利益的关注程度之间的

关系&企业联盟价值&消费者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获得了一些有益的结论!最后通过数值分析对主要结论的有

效性进行了验证$本文研究对于新产消合一理念下全面揭示供应链价值的提升更具有一般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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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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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供应链的战略地位

愈加突出!企业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必须整合供应链上的所有资源!通过供应链管理创

造更多价值$因此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供应链价值进

行了研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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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间层面分析了供应

链上的价值创造!指出企业间的活动通过价值网也

可以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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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价值链的

方法分析了信息技术为生产者和用户创造价值的具

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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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应该将需求与供给进行整

合!并通过知识管理进行供应链的价值创造%王玲+

O

,

运用租金理论分析了供应链价值创造的途径!认为

供应链上价值的创造是通过竞争与合作共同实现

的$现有这些研究在分析研究供应链价值创造的过

程中!仅仅考虑了企业联盟的作用!而忽视了消费者

在供应链价值提升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此!孟庆

春&董建华&厉聪聪+

%

,在新产消合一理念下研究了供

应链价值最大化问题!将消费者纳入了供应链价值

创造体系中!揭示了消费者在其中的驱动效应和反

馈机制!并给出了供应链价值提升的具体途径$

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与企

业之间的竞争逐渐演变成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

争!因此!国内外学者对供应链之间的竞争问题也进

行了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有些学者对供

应链间竞争对供应链整体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如'张汉江&原作芳+

B

,研究了一种幂函数形式的市场

需求结构下!供应商主导和零售商主导两种机制下

各参与者的行为绩效问题!得出了(先发优势)不成

立的结论%罗美玲&李刚&孙林岩+

>

,在考虑服务具有

溢出效应的情况下!研究了供应商引入直销电子渠

道对传统零售渠道的服务搭便车问题!分析了搭便

车行为对供应链参与方决策以及供应链绩效的影

响%陈志松&王慧敏&马平+

C

,研究了多晶硅光伏供应

链的竞争&合作与协调!建议多晶硅光伏供应链上游

J3

和下游
J73

协同合作!从而有效提高多晶硅光

伏供应链整体的绩效%孟庆峰&范明&李真+

G

,针对由

多个供应商和多个零售商组成的结构可变的供应链

网络!分别在零售商之间基于订货量以及价格两种

竞争方式下!分析了六种情景下供应链网络的竞争

绩效$有些学者对供应链间竞争博弈收益共享契约

进行了研究!如'杨道箭&齐二石+

$#

,研究得到产品差

异程度会影响不同信息共享模式下供应链整体利润



的大小关系!从而影响信息共享的价值%唐喜林+

$$

,

建立了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两供应链之间非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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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藉此构建了它们的合作博弈模型!对

两种情形下的博弈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给出了一

个供应链链间收益共享契约协调策略%徐兵&孙

刚+

$!

,针对两条分别由单生产商和单零售商组成的

供应链!利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了两条供应链在货

架展示量与价格方面的竞争!给出了实现链内协调

的线性补贴合同和利润共享合同%李柏勋&周永务&

王圣东+

$"

,以两条包含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的

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两供应链采用不同决策

结构时链间
7608E*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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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问题!并对链间博弈四

种决策结构做了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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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包含一个制造商和一个

零售商在内的生产可替代产品的两条供应链的契

约!并证实了在供应链竞争和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

对于每条供应链在何种情况下的最优契约选择%朱

玉炜&徐琪+

$%

,为研究网络直销与传统分销混合双渠

道中消费者具有时间偏好情形下的供应链竞争问

题!提出了一种考虑消费者时间敏感性的定价和需

求竞争策略$还有学者对供应链间竞争的概率量化

及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如'

L)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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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通过用生态

位分析方法对供应链与供应链间的竞争进行了概念

化!并提出使用时间序列的方法来对供应链间的竞

争进行概率量化%陈兆波&孙嘉轶&姚锋敏等+

$>

,在资

源有限以及产品无差异的条件下!通过市场链的定

义分析了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方式并利用动态投影系

统理论建立了供应链竞争的动态模型$

通过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既有的关于供应链价

值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单条供应链上!没有考

虑供应链间的竞争关系!而对供应链间竞争的研究!

则主要是集中在博弈&契约&绩效等方面!而鲜有涉

及供应链价值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新产消

合一理念!在考虑供应链之间竞争的基础上!对供应

链价值最大化进行研究!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

新产消合一理念下完整揭示供应链价值的提升更具

有一般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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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产消合一考虑链间竞争的供应链

价值最大化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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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构建

本文所考虑的两条供应链如下图
$

所示'

在每条供应链中!假定所有企业通力合作!信息

共享!共同决策!达成企业联盟$由于本文主要是考

图
$

!

基于新产消合一的两条供应链竞争图

虑供应链间竞争的供应链价值最大化问题!故对企

业联盟内部企业间的关系不予深入分析!而是将其

视为一个整体处理$为简单起见!设在供应链
$

和

供应链
!

中!企业联盟将产品售卖给消费者的价格

均为
&

!其单位产品运营成本均为
[

!这里
&

为模型

的内生变量!

[

(

#

且为常数$对于每条供应链上

的消费者!他们的消费行为不予单独考虑!其需求通

过市场需求函数给出$设两条供应链在市场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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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逆市场需求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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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两条供应链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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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大于零且为常数!

J

为供应链上消费者的重复购

买率且为常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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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表示消费者对企业

联盟利益的关注程度"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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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自身的特

点!这里将两条供应链上消费者的重复购买率做了

是相同的的处理#$

在供应链
0

上!记其创造的总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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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得到供应链
$

和供应链
!

创造的价值分

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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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产消合一理念!企业联盟是要对消费者

利益进行高度关注的!这里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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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两条供

应链中企业联盟对各自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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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常数$此时企业联盟追求

的目标为企业联盟价值与一定权重下的消费者价值

之和!从而企业联盟
$

和企业联盟
!

的决策目标函

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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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得到基于新产消合一考虑链间竞争的供

应链价值最大化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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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分析

当两条供应链同时达到供应链价值最大化时应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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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式"

G

#可得两条供应链的最优产量以及产

品的最优价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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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一般性!可以假设供应链上的产量总是正

的!这样显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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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可以得到基于新产

消合一考虑链间竞争时供应链
$

和供应链
!

创造的

最大价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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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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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供应链
!

上相应的企业联盟价

值及消费者剩余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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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明在考虑供应链间竞争的情形下!消费

者对于供应链价值提升的作用!下面来分析企业联

盟与消费者不合作的情形$由于企业联盟与消费者

不合作!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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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两条供应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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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逆市场需求函数均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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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种情形下!两条供应链都以企业联盟价值

最大化作为决策目标!此时供应链价值最大化模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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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题表明'在考虑供应链间竞争的情形下!基

于新产消合一理念!供应链创造的最大价值不一定

增加!而是与两条供应链上企业联盟对消费者利益

的关注程度以及消费者的重复购买率都密切相关$

只有当两条供应链上企业联盟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

程度及消费者的重复购买率满足一定条件时!供应

链创造的最大价值才会增加$尽管这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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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虑单一供应链时的结论是不同的!但依然还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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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J

的诸多组合可供选择!使得两条供应链创

造的价值都会增加$这说明在新产消合一理念下!

在考虑供应链间竞争的一般情形下!所得结论还是

有着积极而又深刻的意义$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

最根本地是由供应链间的竞争所导致的$

"

!

#供应链价值与企业联盟对消费者利益的关

注程度及消费者的重复购买率之间的关系分析

首先分析供应链创造的最大价值与供应链上企

业联盟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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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题表明'在考虑供应链间竞争的情形下!供

应链创造的最大价值都与该供应链上企业联盟对消

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呈同向变化关系!即企业联盟

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越高!则该供应链创造的

最大价值越大%反之!企业联盟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

程度越低!则该供应链创造的最大价值越小$

下面再考察供应链
$

创造的最大价值与供应链

!

上企业联盟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及供应链
!

创造的最大价值与供应链
$

上企业联盟对消费者利

益的关注程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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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题表明'在考虑供应链间竞争的情形下!供

应链
$

创造的最大价值与供应链
!

上企业联盟对消

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呈反向变化关系!供应链
!

创

造的最大价值与供应链
$

上企业联盟对消费者利益

的关注程度也呈反向变化关系$显然!这一结论符

合常识和逻辑$

最后考察供应链创造的最大价值与供应链上消

费者的重复购买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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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题表明'在考虑供应链间竞争的情形下!供

应链创造的最大价值皆与消费者的重复购买率呈同

向变化关系!即供应链上消费者的重复购买率越高!

则该供应链创造的最大价值越大%反之!供应链上消

费者的重复购买率越低!则该供应链创造的最大价

值越小$

"

"

#企业联盟价值及消费者价值分析

由式"

$"

#&式"

!$

#可以得到'

B#@

,

$

7

B#@

,,

$

"

"

$

7*

$

#"

$

7*

!

#

!

"

$

4

J

#"

I

7

[

#

!

+"

!

7*

$

#"

!

7*

!

#

7

$

,

!

\

7

"

I

7

[

#

!

G\

"

1

"

$

7*

$

#"

$

7*

!

#

!

"

$

4

J

#

+"

!

7*

$

#"

!

7*

!

#

7

$

,

!

7

$

G

2

-

"

I

7

[

#

!

\

由式"

$O

#&式"

!!

#可以得到'

<=

,

$

7

<=

,,

$

"

"

$

7*

!

#

!

"

$

4

J

#"

I

7

[

#

!

!

+"

!

7*

$

#"

!

7*

!

#

7

$

,

!

\

7

"

I

7

[

#

!

$C\

"

1

"

$

7*

!

#

!

"

$

4

J

#

+"

!

7*

$

#"

!

7*

!

#

7

$

,

!

7

$

G

2

-

"

I

7

[

#

!

!\

由式"

$%

#&式"

!"

#可以得到'

B#@

,

!

7

B#@

,,

!

"

"

$

7*

$

#

!

"

$

7*

!

#"

$

4

J

#"

I

7

[

#

!

+"

!

7*

$

#"

!

7*

!

#

7

$

,

!

\

7

"

I

7

[

#

!

G\

"

1

"

$

7*

$

#

!

"

$

7*

!

#"

$

4

J

#

+"

!

7*

$

#"

!

7*

!

#

7

$

,

!

7

$

G

2

-

"

I

7

[

#

!

\

!

由式"

$B

#&式"

!O

#可以得到'

<=

,

!

7

<=

,,

!

"

"

$

7*

$

#

!

"

$

4

J

#"

I

7

[

#

!

!

+"

!

7*

$

#"

!

7*

!

#

7

$

,

!

\

7

"

I

7

[

#

!

$C\

"

1

"

$

7*

$

#

!

"

$

4

J

#

+"

!

7*

$

#"

!

7*

!

#

7

$

,

!

7

$

G

2

-

"

I

7

[

#

!

!\

由此可以得到命题
%

'

命题
%

'

$

#当
"

$

7*

$

#"

$

7*

!

#

!

"

$

4

J

#

+"

!

7*

$

#"

!

7*

!

#

7

$

,

!

(

$

G

时!有

B#@

,

$

(

B#@

,,

$

%当
"

$

7*

$

#"

$

7*

!

#

!

"

$

4

J

#

+"

!

7*

$

#"

!

7*

!

#

7

$

,

!

)

$

G

时!

有
B#@

,

$

)

B#@

,,

$

$

!

#当
"

$

7*

!

#

!

"

$

4

J

#

+"

!

7*

$

#"

!

7*

!

#

7

$

,

!

(

$

G

时!有
<=

,

$

(

<=

,,

$

%当
"

$

7*

!

#

!

"

$

4

J

#

+"

!

7*

$

#"

!

7*

!

#

7

$

,

!

)

$

G

时!有

<=

,

$

)

<=

,,

$

$

"

#当
"

$

7*

$

#

!

"

$

7*

!

#"

$

4

J

#

+"

!

7*

$

#"

!

7*

!

#

7

$

,

!

(

$

G

时!有

B#@

,

!

(

B#@

,,

!

%当
"

$

7*

$

#

!

"

$

7*

!

#"

$

4

J

#

+"

!

7*

$

#"

!

7*

!

#

7

$

,

!

)

$

G

时!有
B#@

,

!

)

B#@

,,

!

$

O

#当
"

$

7*

$

#

!

"

$

4

J

#

+"

!

7*

$

#"

!

7*

!

#

7

$

,

!

(

$

G

时!有
<=

,

!

(

<=

,,

!

%当
"

$

7*

$

#

!

"

$

4

J

#

+"

!

7*

$

#"

!

7*

!

#

7

$

,

!

)

$

G

时!有

<=

,

!

)

<=

,,

!

$

该命题表明'在考虑供应链间竞争的情形下!在

供应链价值创造的过程中!企业联盟价值及消费者剩

余的增减都是不确定的!而是与两条供应链上企业联

盟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以及消费者的重复购买

率都有关$当两条供应链上企业联盟对消费者利益

的关注程度及消费者的重复购买率满足一定条件时!

企业联盟价值&消费者剩余增加或减少$显然!这与

文献+

%

,考虑单一供应链时的结论也是不同的!这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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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原因也是由供应链间的竞争所导致的$

"

O

#一种特殊情形下供应链价值&企业联盟价值

及消费者价值分析

下面考虑一种特殊情形即两条供应链上企业联

盟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相同时供应链价值&企

业联盟价值及消费者价值的相关变化情况!并记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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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恒大于 $

G

的!因此消费者剩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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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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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得命题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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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题表明'在考虑供应链间竞争的情形下!在

两条供应链上企业联盟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相

同时!当消费者的重复购买率与企业联盟对消费者

利益的关注程度之间满足一种特定关系时!两条供

应链创造的最大价值都是增加的!企业联盟创造的

价值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但此时消费者剩余却总

是增加的"事实上!消费者剩余是恒增加的!与企业

联盟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及消费者的重复购买

率都无关#$

'

!

数值分析

上文通过数理分析探讨了(新产消合一理念下

考虑供应链间竞争情形下供应链创造的最大价值及

企业联盟价值)&消费者价值的变动情况!揭示出了

供应链创造的最大价值与两条供应链上企业联盟对

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及消费者的重复购买率之间

的相关关系$为了更好地凸显本文所构建模型的有

效性!下面将通过实例!来验证文中所获得的一些主

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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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得出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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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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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时两种不同情形下的

供应链价值的值!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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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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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得出在两种不同情形下两条供应链

的供应链价值&企业联盟价值以及消费者剩余的值!

具体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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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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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情形下两条供应链相关指标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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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得出在两种不同情形下两条供应链

的供应链价值&企业联盟价值以及消费者剩余的值!

具体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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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
'

!

两种不同情形下两条供应链相关指标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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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得出在两种不同情形下两条供应链

的供应链价值&企业联盟价值以及消费者剩余的值!

具体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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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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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命题
$

的第一部分结论成

立$类似地由表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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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验证命题
$

的第二部

分结论"事实上!当
J

分别等于
#:"

&

#:%

和
#:>

时!通

过对应用
3LHTL̀

模拟所得两种情形下供应链创

造的最大价值之差的矩阵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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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所有取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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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很大概

率上考虑新产消合一理念下供应链创造的最大价值

相较于不考虑新产消合一理念下供应链创造的最大

价值是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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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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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当参数系中其它参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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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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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命题
%

的第一个结论成立$类

似地可由表
!

&表
"

&表
%

验证命题
%

其他结论$

"

O

#由表
"

可以看出!当
I

"

O#

!

\

"

$:!

!

[

"

$#

!

*

$

"

#:O

!

*

!

"

#:O

!

J

"

#:"

时!可得到
#:"

(

#:O

!

G

7

B

,

#:O

"

#:#!O

!

#:"

(

#:O

!

4

"

,

#:O

G

"

$

7

#:O

#

"

#:!%!

!显然
$%G

(

$!%

!

C>

(

C"

!

>!

(

O!

$由表
O

可

以看出!当
I

"

O#

!

\

"

$:!

!

[

"

$#

!

*

$

"

#:C

!

*

!

"

#:C

!

J

"

#:$

时!可得到
#:$

)

#:C

!

4

"

,

#:C

G

"

$

7

#:C

#

"

$:BG

!显然
"O

)

C"

!

C%

(

O!

$由此命题
B

得到验证$

(

!

结语

本文基于新产消合一理念!研究了考虑供应链

间竞争的供应链价值最大化问题!揭示了供应链间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机理!指出了存在诸多组合策

略可供选择使得两条供应链价值皆得以增加!而此

时企业联盟价值&消费者价值或者是
J0/*6-

改进或

者是
&0/R-1MX(8E+

改进!这为在一般情况下实现供

应链价值的提升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依据$主要

结论有'

"

$

#基于新产消合一理念!在供应链间进行

&-./)-6

竞争的情形下!存在两条供应链上企业联

盟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及消费者对企业联盟利

益的关注程度的诸多组合选择!使得两条供应链创

造的最大价值都能增加$

"

!

#基于新产消合一理念!在供应链间进行

&-./)-6

竞争的情形下!每条供应链创造的最大价

值与其自身企业联盟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同向

变化!而与另外一条供应链上企业联盟对消费者利

益的关注程度反向变化%每条供应链创造的最大价

值与其自身消费者利益对企业联盟利益的关注程度

同向变化$

"

"

#基于新产消合一理念!在供应链间进行

&-./)-6

竞争的情形下!当两条供应链上企业联盟

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及消费者对企业联盟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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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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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程度满足一定条件时!每条供应链上企业联

盟价值与消费者价值或许增加或许减少%但当两条

供应链上企业联盟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相同时

的特殊情况下!消费者价值却是恒增加的$

上述这些结论是当供应链间进行
&-./)-6

竞争

并且两条供应链上消费者对企业联盟利益的关注程

度相同时得到的!但当供应链间开展的是其他竞争

方式"如
*̀/6/0)R

竞争等#并且两条供应链上消费

者对企业联盟利益的关注程度不同时!会有什么样

的结论以及与本文结论有着怎样的关系* 这些都是

我们后续研究中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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