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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顾客基于理性预期决定购买时机的策略行为造成供应链决策困难!影响到供应链利润"针对单生产商'单

零售商组成'具有高支付意愿与低支付意愿两类顾客的供应链!利用均衡分析方法和理性预期理论建立了考虑缺

货损失下高支付意愿顾客分别为策略型顾客与短视型顾客时供应链的分散式决策二层规划模型和集中式决策模

型!对该四种模型进行了求解与对比分析'以及数值仿真和敏感性分析!算例表明了模型的合理性和结论的有效

性"研究表明&高
ZMN

顾客为策略型顾客时!集中式供应链与分散式供应链相比!其订货量高'但零售价低!故利

润反而较低#高支付意愿顾客为策略型顾客时分散式供应链和集中式供应链的利润小于高支付意愿顾客为短视型

顾客下的情形#四种供应链模式下的订货量随单位缺货损失的增加而增加!但供应链的利润降低"限量销售'回购

剩余产品'提高顾客心目中的产品价值等策略可有效降低顾客策略行为对供应链的影响"本文将促进基于顾客策

略行为的供应链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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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实中!消费者会根据其对产品未来价格和供

需情况的预期来制定购买决策"依据消费者对产品

支付意愿$

ZMN

&

Z(11()

4

)*++6-N0

<

%!可将消费者

分为高
ZMN

顾客和低
ZMN

顾客"相对于低
ZMN

顾客!高
ZMN

顾客对产品价值的认同度高!为得到

该产品愿意付出更多货币"依据消费者对等待购买

的耐心程度!可将消费者分为策略型顾客'短视型顾

客与求廉顾客"策略顾客基于以往价格的变动和对

未来价格的预期优化购买时间!有时即使当期商品

价格低于其支付意愿!也会考虑到将来有可能以更

低的价格购买而拒绝现在购买!即存在顾客策略行

为(

%

)

"短视型顾客缺乏等待耐心!只要商品当期价

格低于其支付意愿就将购买"求廉顾客会一直等到

商品打折或降价处理才会购买!否则绝不购买"零

售商需要综合考虑顾客类型'及其决策行为来制定

季节性产品的订货与定价策略"以往许多文献基于

消费者是被动的'不参与决策的假设研究营销渠道

和供应链!所得结果与实际情况往往存在偏差!因为

顾客策略行为是影响商品需求的重要因素(

!

)

"基于

顾客策略行为的定价与库存问题已成为最新研究方

向"

PK(K

和
N0V

4

-.

(

"

)假设策略型顾客随机到达'且

到达速率与产品价格和库存无关!研究两种二阶段

定价策略$同时给出全价期的零售价和折扣期的折

扣价'先给出零售价至折扣期再依据库存确定折扣

价%下单零售商与策略顾客的博弈均衡"

7.a.0)W

5()

4

(

H

)假定具有不同的产品价值认同和等待购买

意愿的顾客连续到达市场'决定以现价即期购买还

是等待!依支付意愿的高低和耐心程度将顾客划分

为四种类型!在确定性需求下研究了零售商最优定

价问题"计国君和杨光勇(

#

)研究了顾客最大支付意

愿事前异质和事后异质两种情形下最惠顾客保证的

价值"刘晓峰和黄沛(

?

)研究了消费者基于理性预期

而推迟购买产品的策略行为对厂商的影响!给出了

厂商最优库存策略!并与传统报童模型进行了比较"

刘晓峰和黄沛(

>

)分别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需求下研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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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顺序

究了厂商面对消费者的策略行为如何制定最优的定

价与库存决策"

&08'-)

(

D

)将顾客分为短视型'策略型

和求廉型三类!研究不确定需求下单零售商的季节性

产品销售问题!发现当存在策略型顾客时!零售商将

减少库存数量和价格折扣!其利润小于不存在策略型

顾客情况"

a.a(0-'0-

等(

R

)假定需求市场上存在策

略型和非策略型两类顾客!分别在折扣率为内生变量

和外生变量两种情况下研究了零售商的最优定价$单

一价格与两阶段定价%策略和库存在两阶段的配给问

题"黄松等(

%$

)研究了一类在报童模型中考虑客户战

略行为和风险态度时的最优定价与库存控制问题!给

出了策略型顾客与零售商的均衡模型及其解"但以

上研究(

%=%$

)未考虑企业所在供应链情况"

7.a.0)W

5()

4

等(

%%

)分析了顾客策略行为对供应链绩效的影

响!发现零售商的数量有限或不降价承诺可提高其利

润"李娟等(

%!

)针对单供应商'单零售商和战略型顾

客的供应链!供应商可回购零售商在一级市场未售出

产品至二级市场再销售!分析了顾客在两个市场选择

购买的策略行为对供应链系统订购量'及系统总收益

的影响"杨道箭等(

%"

)基于顾客是否光顾零售商的策

略行为!利用报童模型研究由单生产商单分销商组成

的分散式供应链在批发价格契约'数量折扣契约和两

部定价契约下的供货水平和供应链绩效"杨道箭(

%H

)

针对单生产商和单分销供应链!研究了顾客策略行为

和风险偏好对供应链的影响和利润分享问题"

在
7.a.0)5()

4

(

%%

)和杨道箭(

%H

)的研究基础上!

针对单生产商和单零售商供应链!将顾客群分为高

支付意愿和低支付意愿两类!分别建立高支付意愿

顾客为策略型顾客和短视型顾客情况下考虑缺货损

失的供应链分散式决策模型和集中式决策模型!对

比分析四种模式下供应链的最优决策和利润!阐述

顾客策略行为和缺货损失对供应链的影响'及分散

式和集中式决策模式的优劣"

7.a.0)5()

4

(

%%

)和杨

道箭(

%H

)没有将顾客按支付意愿进行分类!仅分析策

略顾客的产品选择!未考虑高支付意愿顾客为短视

型情况'缺货损失问题'以及四种模式的比较!本文

研究完善了现有成果"

"

!

模型假设

考虑由生产商
3

和零售商
`

组成'向具有高

ZM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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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意愿%和低
ZMN

两

类顾客的需求市场
A

进行生产和销售某季节性产

品的二层供应链"

"

将销售期分成全价期和折扣期

$或残值期'处理期%两个阶段"如图
%

所示!在销售

期来临前!

O

先决定批发价
Z

'

)

!其中
)

为单位生

产成本#然后
"

决定订购量
T

'

$

和全价期的零售

价
R%

'

Z

'折扣期的折扣价
R!

9

)

#

O

依订单组织生

产并在销售期来临前给
"

供货#

"

没有二次订货的

机会!在销售期尽量将产品销售出去"高
ZMN

顾

客与低
ZMN

顾客心目中产品价值分别为
0

P

和
0

I

!

满足
0

P

'

Z

'

)

'

0

I

'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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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群的产品总

需求
a

为随机变量!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别为
7

$

(

%和
:

$

(

%!其中
7

$

(

%连续可微'单调递增!且
7

$

$

%

e$

"

7

$

(

%存在反函数
7

=%

"低
ZMN

顾客群仅

在折扣期按折扣价购买商品$类似求廉顾客%!且产

品总需求无限!所以零售商在折扣期内能够售出全

价期所余的全部产品"不考虑零售商的销售成本和

退货问题!但零售商需承担全价期的缺货损失!单位

缺货成本为
$

'

$

"

7.a.0)5()

4

(

%%

)在不考虑缺货

损失下发现&存在策略顾客时!零售商的订货量低于

经典报童模型所确定的订货量"本文试图分析缺货

损失的影响!反映实践现状"

高
ZMN

顾客为短视型顾客时!只要全价期零

售价低于其支付意愿!就会购买产品#高
ZMN

顾客

为策略型顾客时!将比较全价期的产品购买效用和

折扣期产品的可得性来确定购买时机$图
%

%"下面

针对上述情况研究供应链最优决策!并用下标
B

!

,

分别表示高
ZMN

顾客为短视型$

3

<

-

[

(8

%和策略型

$

76/06*

4

(8

%两种类型!上标
A

!

?

分别表示供应链为分

散式$

@*8*)6/01(V*\

%和集中式$

B)6*

4

/06*\

%两种情况"

$

!

基于顾客短视行为的供应链决策模型

$#!

!

基于顾客短视行为的分散式供应链决策模型

当且仅当购买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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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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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会在全价期购买产品#当且仅当

购买效用
0

I

=

R!

)

$

时!低
ZMN

顾客会在折扣期购

买产品"为保障销售和收益!零售商会尽量使高

ZMN

顾客在全价期购买产品!并在折扣期售完剩

余产品!故
"

的定价需满足&

R%

#

0

P

和
R!

#

0

I

!此时

"

在全价期的期望未销售量
?

'期望销售量
J

'期望

缺货量
L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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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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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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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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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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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望需求量"进一

步!生产商
3

'零售商
`

和供应链的利润函数分别

为&

'

O

$

Z

%

&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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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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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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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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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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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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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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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9

$

%

?

*

$2

$

"

%

分散式供应链$

@*8*)6/01(V*\7&

%中各成员无

主从关系!均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决策"

高
ZMN

顾客具有短视行为的供应链分散式决策为

如下二层规划模型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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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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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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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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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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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

式$

H

%是二层规划$

I(W1*K*1N/-

4

/05

%!上层是

求生产商利润最大化的最优批发价
Z

A

B

!下层是求

零售商利润最大化的订购量'零售价和折扣价"

理性预期假设由
3.6'

(

%#

)于
%R?%

年首先提出!

在经济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理性预期假设认为

经济运行结果与人们的预期不会有系统偏差"基于

理性预期!零售商与顾客$短视型高
ZMN

顾客
k

低

ZMN

顾客%之间的均衡需满足以下条件
P%=P"

&

P%

'

R

A

%B

&

0

P

#

P!

'

R

A

!B

&

0

I

#

P"

'

T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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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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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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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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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

'

"

;

T

!

&*

$

R%

*

R!

9

$

%

:

$

T

%

9

$

!

'

"

是
T

的

严格凸函数!一阶条件为充要条件"求解;'

"

;

T

&

$

!

得到满足
P"

的解&

7

$

T

A

B

%

&

R%

*

Z

9

$

R%

*

R!

9

$

:

基于
P%

!

P!

和
P"

!式$

H

%下层零售商基于理性

预期的最优决策为&

$

T

A

B

!

R

A

%B

!

R

A

!B

%

&

$

7

*

%

$

0

P

*

Z

9

$

0

P

*

0

I

9

$

%!

0

P

!

0

I

%$

#

%

由导函数分析可知!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是单

位缺货成本的增函数'产品批发价的减函数"进一

步!将式$

#

%代入生产商利润函数!由一阶必要条件

可得到式$

H

%上层生产商的最优决策为&

Z

A

B

&

)

*

T

A

B

/

;

T

A

B

;

Z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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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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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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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

*

0

I

9

$

%

'

)

$

?

%

所以!模型$

H

%式的解由$

#

%式和$

?

%式给出"

$#"

!

基于顾客短视行为的集中式供应链决策模型

集中式供应链$

&*)6/01(V*\7&

%或集成化供应

链或$

B)6*

4

/06*\7&

%中存在核心企业!以供应链利

润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统一决策"与
":%

节类似!进

行分析!得到高
ZMN

顾客具有短视行为下集中式

供应链的决策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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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集中式供应链的最优订货量是单位缺货

成本的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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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高
ZMN

顾客是短视型顾客时!理性预

期下零售商二阶段定价分别等于两类顾客愿意承担

的支付!而订货量恰好等于报童模型的解"此时!供

应链集中式控制比分散式控制更有效!能提高供应

链整体利润#传统的回购合同'数量折扣合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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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合同'收益共享合同等可协调供应链!并实现生

产商和零售商共赢"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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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不同!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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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是短视型顾客时!零售商订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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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顾客策略行为的分散式供应链决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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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导函数分析可知!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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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顾客策略行为的集中式供应链决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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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集中式供应链的最优订货量是单位缺货

成本的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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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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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具有策略行为时!

集中式供应链的利润反而小于分散式供应链的利

润"因此!顾客策略行为给供应链管理者带来了新

的挑战"

策略型顾客与零售商之间存在价格博弈!使得

分散式供应链和集中式供应链的最优定价不同!而

价格又影响到零售商订货量和供应链利润#当消费

者为短视型顾客时!价格只与顾客对产品的估值相

关!分散式供应链与集中式供应链的最优定价相同!

但集中式供应链的订购量较高'利润较大"比较四

种供应链模型的决策和供应链利润!有如下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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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的利润增大#但因零售商的利润下降更快$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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