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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契约稳定性及其在期权博弈
视角下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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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供应链契约作为一种有效的经营合作模式!已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广泛认同!并在实际的产业化经营中占

据主导地位"由于市场需求及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引发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契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逆向选择和

道德风险!严重影响了产业化组织的运行效率"为探索供应链契约模式的稳定性并制定有效的优化策略!通过静

态博弈模型得出供应链契约模式价格波动区间!进而深入分析了决策参数对契约稳定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借

助期权市场的风险规避功能!寻求风险外化通道以协调契约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为探索供应链契约模式中供应商

的高违约率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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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应用)先进制造管理)智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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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供应链契约是指产品生产过程中!各参与主体

$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和分销商等%在利益驱动机

理下!以合同)协议的形式结成的!围绕龙头企业$制

造商%和各供应商之间的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

关系模式"在该合作模式下!供应商专门负责半成

品的生产!龙头企业则负责半成品的加工和销售!一

些龙头企业也向供应商提供相关的产前和生产过程

中的服务!通过这种分工协作的方式!把传统生产)

加工)销售等环节有效的实行专业化衔接!以达到利

益共享的,双赢-目的"

供应链契约是契约理论在供应链中的一种表现

形式!其概念最早由
V1,7+0*19E

*

%

+于
%G@J

年提出"

此后!国内外学者针对该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已有

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

%供应链契约综述性

研究#

'19(.*

*

!

+从不同的维度将供应链契约划分为

正式和非正式契约)单周期和多周期契约)强制执行

和自愿遵守契约等!并对回购契约)批发价格契约)

数量弹性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的概念及优化条件进

行了详细介绍!同时对供应链契约已有研究文献进

行了详细综述&高峻峻等*

#

+对供应链协调与契约等

问题的外部环境进行了简要分析!并对其研究进展

进行了综述&在分析和归纳了供应链契约发展过程

的基础上!杨德礼等*

"

+对几种典型的供应链契约问

题建立了相关数学模型!最后指出了供应链契约的

发展趋势"$

!

%最优定价与库存协调优化问题#孙会

君等*

J

+用双层规划模型得出供需双方的利润可以通

过制定合适的订购数量和折扣策略等来提高&在对

供应链契约的一般订货模式和协调模式进行了详细

分析的基础上!常良峰等*

&

+构建了买方需求确定下

的卖方成本优化数学模型!并将其与一致数量折扣

与累积数量折扣的协作机制进行了对比分析&

<101

M

1*1*

等*

?

+研究了从同一个制造商购买商品的

两个价格竞争的销售商的定价和订货量的均衡解"

$

#

%供应链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供应链契约模式虽基

于,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机制上构建!但作为独立

的,经济人-的参与主体!当存在利益冲突时!彼此间

往往会隐瞒有价值的信息!以期牟取私利!这无疑会

与供应链契约合作,共赢-的初衷背道而驰"

'.0L

N+77

等*

@

+分别讨论了卖方成本在信息对称与不对称

下!批发价契约)双方线性契约)随订货量变化的双

方线性契约这三种契约共
&

种情况下!生产商)销售



商和供应链的利润变化情况!以此得出信息的价值

和不同契约的价值&通过引进基于惩罚和奖励的激

励函数!张翠华等*

G

+研究了非对称信息下生产商与

供应商之间的协同机制&通过构造一个两阶段的多

任务委托
>

代理模型!马新安等*

%$

+就供应链中核心

企业对供应商进行供应活动和信息共享活动的最优

激励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将其用来解释供应链

中合作伙伴间关系的持续改善过程&索寒生等*

%%

+运

用委托
>

代理模型研究了信息不对称下供应商的最

优回购策略"$

"

%供应链合作中创新投入和信息激

励问题#

'(.

等*

%!

+研究了制造商通过创新以减少单

位产品生产成本!分别给出了收入分享契约)回购契

约和二部分定价契约这三个供应链契约模式的协调

优化策略"

P)2N+07

等*

%#

+研究得出制造商通过创新

投入来降低产品成本!供应商在批发价格承诺下比

不承诺下!更能有效的使供应链得到协调优化&通过

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到供应链契

约模式中!黄祖庆等*

%"

+研究了激励机制对供应商和

零售商订货量及其收益产生的影响"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和归纳可知!供应链契

约问题虽引起了国内外相关学者高度的重视!并展

开了大量研究"然而!已有的研究大都讨论不同情

况下供应链契约的协调优化问题!或仅对供应链合

作的稳定性进行研究*

%J>%&

+

!却很少考虑市场波动引

发的机会主义行为!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角度!

去考虑供应链契约模式的违约问题及稳定性优化"

期权市场作为金融衍生品和投资者聚集的场所!因

具有较完善的风险分散)转移和交易机制!能有效的

降低风险的同时促进经济稳定运行"文章在已有研

究基础上!将深入分析市场价格波动引发的机会主

义行为!基于静态博弈理论模型!分析了供应链契约

模式稳定性区间及其影响因素&最后!借助期权市场

的风险规避功能!寻求风险外化通道以协调契约主

体间的利益冲突!为探索供应链契约模式中供应商

的高违约率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

!

供应链契约博弈及其稳定性分析

供应链契约模式以市场为导向!契约为纽带!来

实现产品从产到销的垂直性分工过程"该模式以产

业化的经营方式!形成,龙头-企业将产供销各不同

环节市场内部化!通过组织边界的扩张!变市场外部

交易为组织内部交易!从而节省交易费用$包括#信

息搜索成本)交通成本)讨价还价成本等%"研究中

通常将该模式简化为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原材料/

半成品供应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其中制造商是龙

头企业且面临一个随机的市场需求&供应商是追随

者且不存在资产专用性问题&产品订货周期较长且

具有较大的时令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博弈双方

都是基于风险中性和完全理想的,经济人-假设!契

约的执行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当市场波动较大!

利益受损一方超出其在供应链契约模式下所获收益

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必然会存在"因此!若缺乏

有效的风险分担和行为约束机制!供应链契约模式

在契约执行过程中所面临的高违约率问题!势必会

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便于问题的描

述!首先对相关符号定义如下表
%

所示#

表
!

!

模型相关参数符号设定

符号 定义

A

为供应链契约未来博弈的期数!

A

B

$

!

%

!

!

!0

4

=

A

为单位产品第
A

期的市场价格

=

K

!

=

+

分别为单位产品市场价格和合同价格

>

为供应商生产的单位产品总成本

+

%

!

+

!

分别为供应商和制造商按契约合同交易时单位产品所

节省的交易成本

"

%

!

"

!

分别为供应商和制造商违约时单位合同产品的惩罚系

数

0

为制造商在供应链契约模式下收购单位产品加工出售

后的纯利润

(

为市场贴现无风险利率

;

为契约合同交易量

J

[

!

J

!

分别为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效用函数

>

S

期权执行价格为
=

+

的单位产品看涨期权费用

!!

现假设在
&

B

$

时点!契约双方签订了一份合

同!由于契约双方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性合作!因此!

在合同到期的
&

B

%

时点!双方决策时不仅要权衡当

下的收益!还要考虑将来可能获益的折现情况"设

供应商和制造商在合同执行时!考虑到将来
&

B

!

到

&

B

4

时期选择合同交易或市场交易所获收益的贴

现值分别为
-

+%

!

-

K%

!

-

+!

!

-

K!

*

%?

+

#

-

+%

B

.

4

A

B

!

$

=

+

C

>

D

+

%

%

;

$

%

D

(

%

A

C

%

$

%

%

-

K%

B

.

4

A

B

!

$

=

A

C

>

%

;

$

%

D

(

%

A

C

%

$

!

%

-

+!

B

.

4

A

B

!

$

0

D

=

A

C

=

+

D

+

!

%

;

$

%

D

(

%

A

C

%

$

#

%

-

K!

B

.

4

A

B

!

0

;

$

%

D

(

%

A

C

%

$

"

%

在合同到期的
&

B

%

时点!综合考虑契约双方履

约$

B

%)违约$

A

%情况下即期收益及未来可能获益的

贴现值!可得该时点双方得益矩阵如下表
!

所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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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供应链契约模式在
&̀ !

时点双方得益矩阵

!!

制造商$

_

%

供应商$

P

%

!!!

履约$

B

% 违约$

A

%

履约$

B

% $

=

+

C

>

D

+

%

%

;

D-

+%

!$

0

D

=

K

C

=

+

D

+

!

%

;

D-

+!

$

=

K

C

>

D

"

!

%

;

D-

+%

!$

0

C

"

!

%

;

D-

K!

违约$

A

% $

=

K

C

>

C

"

%

%

;

D-

K%

!$

0

D

"

%

%

;

D-

+!

$

=

K

C

>

D

"

!

C

"

%

%

;

D-

K%

!$

0

D

"

%

C

"

!

%

;

D-

K!

!!

由于供应链契约模式下!各决策主体选择履约

或违约行为主要取决于各自对其成本收益的比较分

析!故依据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

%

%当市场行情不好!单位产品市场价格低于契

约合同中的约定价格!即
=

K

C

=

+

(

$

"此时!供应商

倾向于履约!而制造商则倾向于违约而直接从市场

上购买原材料和半成品!但契约双方综合考虑到惩

罚系数和未来合作中可能获益等因素!都有选择,履

约-和,违约-策略的可能"由于通过供应链契约模

式交易!制造商有稳定的半成品货源!而供应商有稳

定的产品销路!且可以节省各自的交易成本"因此!

在
&

B

A

时点!双方对下一期$

&XAW%

%通过供应链契

约模式进行交易的即期效用都不小于下一期双方通

过市场交易的即期效用"即#

J

!

$

&

B

A

%

$

=

+

C

>

D

+

%

%

&

B

A

D

%

%

J

!

$

&

B

A

%

$

=

A

C

>

%

&

B

A

D

%

$

J

%

J

[

$

&

B

A

%

$

0

D

=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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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

%

&

B

A

D

%

%

J

[

$

&

B

A

%0

&

B

A

D

%

$

&

%

令
)

%

B-

+%

C-

K%

!

)

!

B-

+!

C-

K!

!

?

B

J

!

$

&

B

A

%

$

=

+

C

>

D

+

%

%

&

B

A

D

%

C

J

!

$

&

B

A

%

$

=

A

C

>

%

&

B

A

D

%

%

$

!

$

B

J

[

$

&

B

A

%

$

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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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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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

%

&

B

A

D

%

C

J

[

$

&

B

A

%0

&

B

A

D

%

%

$

"

则由式$

%>&

%可知!在
&

B

%

时刻!供应商和制造商

分别考虑通过供应链契约模式和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的即期效用差为#

J

!

$

&

B

%

%

$

)

%

%

B

.

4

A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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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D

+

%

%

;

$

%

D

(

%

A

C

%

C

.

4

A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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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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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

A

C

%

B

;

.

4

A

B

!

%

$

%

D

(

%

A

C

%

?

%

$

$

?

%

J

[

$

&

B

%

%

$

)

!

%

B

.

4

A

B

!

$

0

D

=

A

C

=

+

D

+

!

%

;

$

%

D

(

%

A

C

%

C

.

4

A

B

!

0

;

$

%

D

(

%

A

C

%

B

;

.

4

A

B

!

%

$

%

D

(

%

A

C

%

$

%

$

$

@

%

令
?

#

B

.

4

A

B

!

%

$

%

D

(

%

A

C

%

?

!

$

#

B

.

4

A

B

!

%

$

%

D

(

%

A

C

%

$

!

分别为供应商和制造商考虑长期参与供应链契约模

式进行交易的偏好值*

%@

+

"由上
?

%

$

!

$

%

$

!可知

?

#

%

$

!

$

#

%

$

"由表
!

和式$

?

%可得#

J

!

$

Z

!

!

Z

[

%

C

J

!

$

V

!

!

Z

[

%

B

$

=

+

C

>

D

+

%

%

;

D

-

+%

C

$

=

K

C

>

C

"

%

%

;

C-

K%

B

$

=

+

C

=

K

D

+

%

D

"

%

%

;

D

;?

#

*

$

$

G

%

J

!

$

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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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管制造商的策

略是履约还是违约!履约为供应商的占优策略"此

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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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制造商的占优策略是履约!此时$履约!履约%为博弈

双方的均衡解&反之!当
=

K

C

=

+

(

C

+

!

C

"

!

C

$

#

!

制造商的占优策略是违约!此时!$履约!违约%为供

应商和制造商的均衡解"即当市场行情较差!且产

品价格下跌幅度大于制造商参与供应链契约模式所

节省的交易费用)制造商的惩罚系数及制造商选择

长期参加供应链契约模式的偏好值之和时!制造商

会选择违约!否则履约为其最佳决策"

$

!

%当市场行情较好!单位产品市场价格不小于

契约中的约定价格!即
=

K

C

=

+

%

$

时!同理!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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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当市场行情较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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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管供应商的策

略是履约还是违约!履约为制造商的占优策略"此

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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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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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

D

?

# 时!供

应商的占优策略是违约!此时$违约!履约%为供应商

和制造商博弈的均衡解&反之!当
=

K

C

=

+

(

+

%

D

"

%

D

?

#

!供应商的占优策略是履约!此时!$履约!履

约%为契约双方博弈的均衡解"即当市场行情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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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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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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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琦铀等#供应链契约稳定性及其在期权博弈视角下的优化



且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大于供应商参与供应链契约

模式所节省的费用)供应商的惩罚系数和选择长期

参加供应链契约模式的偏好值之和时!供应商会选

择违约!否则履约为其最佳决策"

综上分析可知!供应链契约模式下契约双方决策

策略随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情况用坐标轴表示如下图

%

所示"图中以衡量市场价格波动的指标
=

K

C

=

+

为

坐标!分别用蓝色和红色标识二者的履约)违约区间!

其中履约区间用实线阴影部分标识!违约区间用虚线

标识"由图可知!供应链契约模式随价格波动双方履

约的稳定区间为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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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动一旦偏离该区间!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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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时!则供应商会选择违约"

图
%

!

供应链契约模式下双方履约)

违约区间示意图

$

!

供应链契约模式稳定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便于问题的描述!假设
=

K

在
=

+

上下以振

幅
T

波动!且
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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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分布函数为
E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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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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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正态分布!供应链契约的履

约率为
2

!则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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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供应链契约履约率公式的

关键参数有期望值)交易节省费用)惩罚系数和参与

供应链契约长期合作预期得益偏好值等!现基于这

些参数对供应链契约模式的稳定性做进一步分析"

$a!

!

期望值
#

对供应链契约模式稳定性影响

为了求解期望值
!

对供应链契约模式稳定性的

影响!在式$

%J

%中分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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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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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阶和二阶偏导

数!并令其一阶偏导数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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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值最大"由此可知!能保证供应链契约模式下博弈

双方最大履约率的合同最优执行价格并非市场价

格!而是契约双方在既定市场价格博弈的基础上所

能接受的,利益共享-的价格"即在交易过程中!契

约双方考虑各自的交易节省费用)违约费用和合作

期望获益这三者的基础上!收益较大一方应给予对

方相应的利益补偿!以达到利益共享"只有在这样

机制设计下!才能使博弈双方的履约率更高!契约更

稳定"例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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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合同执

行价格大于市场价格!供应商在一定程度上能获得

比制造商更高的利润"此时!供应商让制造商均分

其在供应链契约模式下比制造商多得到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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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利益共享-的机制设

计!将使供应链契约履约率更好!也更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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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节省费用&惩罚系数&长期合作偏好值对

供应链契约模式稳定性影响

为了探讨契约双方所节省的交易费用)惩罚系

数和参与供应链契约长期合作预期得益偏好值等因

素对契约稳定性的影响!将式$

%J

%分别对各影响因

素求偏导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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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履约率
2

对各影响因素

求一阶偏导数所得结果均大于零!由此可知!履约率

2

为各影响因素的增函数"即增大供应链契约合作

所节省的交易费用)长期合作预期得益的偏好值和

惩罚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能防止契约在执行过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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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约现象!提高契约的稳定性"

供应链契约合作所节省的交易费用主要影响因

素包括信息搜索费用)交通费用和讨价还价的费用

等&而供应链契约双方长期合作预期得益的偏好值!

除了受市场价格!合同执行价格和交易节省费用等影

响因素外!还受市场贴现率
(

的影响"

(

的值越高!预

期的收益折现值也就越大!各主体参与供应链契约模

式预期得益的偏好值也就越大"违约惩罚系数包括

有形的违约惩罚金和无形的信誉损失给企业品牌形

象等带来的可预期的其它损失$尤其对于大的企业%!

现对供应商和制造商的惩罚系数分析如下#

对于供应商而言!由于$

%

%它是追随者!资产规模

较小!当有形的惩罚金额数量太大以至于无法承受

时!供应商可能会申请破产!因此有形的惩罚金额过

大可能会成为不可信承诺"而制造商由于面对较多

的原材料和半成品供应商!当多个供应商违约事件发

生时!诉讼费用较大!且法院的介入也难以保证契约

的有效执行!因此制造商会面临一个新的,起诉-和

,沉默-策略间的博弈"$

!

%供应商的资产规模小!尚

未形成品牌价值!违约对他们的信誉损失造成的可预

期损失较小"因此!供应商的惩罚系数
"

%

较小"

作为龙头企业的制造商!由于$

%

%资产规模较

大!因此!为避免违约事件的发生!契约在签订过程

中可设置较大的单位产品惩罚金!当其违约时!法院

的介入能确保惩罚行为的可执行性&$

!

%具有一定的

和品牌效应!因此违约时无形的信誉损失给制造商

所带来的可预期的其它损失较大"因此!制造商的

惩罚系数
"

!

较大!

"

!

**

"

%

"

基于这样的前提!文章假设
"

!

足够大!即制造

商违约的代价很大!可以忽略制造商违约的可能!而

仅对供应商单方面违约事件发生时!探讨如何利用

期权市场的风险规避功能!来有效解决供应链契约

模式中供应商的高违约率问题"

%

!

期权博弈视角下的供应链契约模式优化

由于契约主体双方履约与否!主要取决于市场价

格偏离契约执行价格的幅度以及违约可能带来的成

本间的权衡"供应链契约模式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较

多!而市场风险的存在是导致违约问题发生的最根本

原因"契约主体的信誉度提升)经济惩罚系数的提高

以及违法执行力度加强等治理机制的完善!虽在一定

程度有助于履约率的提高!却难以从根本上遏制违约

事件的发生"因此!解决供应链契约模式违约问题的

关键是借助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处理与防范功

能!以设计合理的市场风险分担机制!将供应链契约

模式的经营风险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有效化解"

在期货概念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期权理论始于金

融领域!随着供应链契约研究的发展!期权理论因具

有较好的风险规避功能被国内外学者所青睐!并成

功应用到供应链契约模式的稳定性协调优化中"期

权是指买方向卖方支付一定的权利金$期权价%而拥

有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指美式期权%或未来某一

特定时期$指欧式期权%!以协议的价格$执行价格%

向期权卖方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量特定标的物的权

利!但却不负有必须买进或卖出的义务"由上节分

析可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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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

D

?

# 时!供应商的占

优策略是违约"因此!为了有效提高履约率!契约双

方在合同签订的同时!可以在期权市场上同时买入

一份数量相同的!期权执行价格为契约执行价格
=

+

的看涨期权"当供应商违约时!由于购买了执行价

为
=

+

的看涨期权!此时!制造商执行看涨期权!将在

期权市场以固定的协议价格买入标的物或获得相应

标的物的市场差价!以维持正常生产运行"双方约

定若制造商单方面违约时!则制造商应承担相应的

期权费用"通过引入期权这一有效的金融衍生工

具!供应商最大的可预见损失为期权费!却可以享受

产品价格上涨所获得的收益!制造商则可以有效规

避供应商违约所带来的损失"

假设供应商购买期权以规避市场风险在合同执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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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考虑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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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益的贴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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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得契约双方的得益矩阵如下表
#

所示#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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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权博弈视角下供应链契约模式在
&̀ !

时点双方得益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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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约$

A

%

履约$

B

%

*

KG3

$

=

+

!

=

K

%

C

>

C

>

S

D

+

%

%+

;

D-

S%

$

0

D

=

K

C

=

+

D

+

!

%

;

D-

+!

*$

KG3

$

=

+

!

=

K

%

C

>

D

"

!

%+

;

D-

S%

$

0

C

"

!

C

>

S

%

;

D-

K!

违约$

A

%

*

KG3

$

=

+

!

=

K

%

C

>

C

"

%

C

>

S

%+

;

D-

K%

*

0

D

"

%

D

KG3

$

$

!

=

K

C

=

+

%+

;

D-

+!

*$

KG3

$

=

+

!

=

K

%

C

>

D

"

!

C

"

%

C

>

S

%+

;

D-

K%

$

0

D

"

%

C

"

!

%

;

D-

K!

.

J?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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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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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琦铀等#供应链契约稳定性及其在期权博弈视角下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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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
&

B

A

时点!供应商对下一期$

&

B

A

D

%

%

通过供应链契约模式进行交易的即期效用都不小于

下一期通过市场交易的即期效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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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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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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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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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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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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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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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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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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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即不管市场条件如何!履约始终为供应商的占

优策略"由上表
#

和式$

@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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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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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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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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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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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

C

"

!

C

>

S

C

$

# 时!制造商的占优策略是履约!此时$履约!履约%

为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均衡解&反之!当
=

K

C

=

+

(

C

+

!

C

"

!

C

>

S

C

$

#

!制造商的占优策略是违约!此时!

$履约!违约%为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博弈均衡解"由

此可得!供应链契约模式下契约双方决策策略随产

品市场价格波动情况用坐标轴表示如下图
!

所示#

图
!

!

期权博弈视角下供应链契约双方履约)

违约区间示意图

图中可知!基于期权博弈理论的供应链契约优

化模式的履约区间为 *

C

+

!

C

"

!

C

>

S

C

$

#

!

Dg

%"

作为龙头企业的制造商!由于其资产规模较大

且具有一定品牌效应!因此!违约时无形的信誉损失

给企业品牌形象等带来的可预期的其它损失较大&

为了杜绝契约执行过程中制造商违约问题发生!契

约签订过程中可以对制造商设置较大的单位产品有

形违约惩罚金!使违约系数
"

!

足够大!从而遏制制

造商违约事件的发生"即当
"

!

"

g

时!

C

+

!

C

"

!

C

>

S

C

$

#

"

Cg

!此时!可将期权博弈视角下的供应

链契约优化模式的履约区间视为 $

Cg

!

Dg

%"

由此可知!期权博弈视角下的供应链契约模式!

使供应商能有效规避市场风险的同时享受市场价格

上升所带来的利益"因此!供应商可以进一步扩大

生产规模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收益"

对于制造商而言!该模式能保证货源稳定性的

同时提高收益!使企业稳步)高效运转"

N

!

算例分析

为了分析供应链契约模式的违约问题!现假设

某小型半导体芯片厂商
I

为大型的
C'

卡制造商
]

供应芯片!在
%

月份
&

B

$

时点双方签订一份供货合

约!双方都许诺如果合作愉快未来一年都将继续合

作!即
4

B

%!

"假定合同约定每个芯片收购价
=

+

B

J

!市场价格在合同价格以幅度
T

$

=

K

C

=

+

$

*

C

J

!

Dg

%%波动!供应商和制造商按供应链契约交易可

节省的交易费用为
+

%

B

%;%

!

+

!

B

%;#

&双方违约时

将获得的惩罚系数
"

%

B

%;J

!由于制造商具有较大

的资产规模和品牌信誉!因此!为杜绝其违约行为发

生!制造商违约惩罚系数
"

!

理论上可以取无穷大!

但由于市场价格在合同价格以幅度
T

$

=

K

C

=

+

$

*

C

J

!

Dg

%%波动!可知当
g

"

!

*

J

时!制造商违约

事件则不可能发生!因此设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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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交易量
;

B

%$$

!在
&

B

%

时点交易时!市场价格为
=

K

!

&

B

A

时点市场价为
=

A

!制造商在该时点按合同价格收购

经加工后出售的纯利润
0

B

%;&

!供应商每生产单

位芯片成本为
>

B

";J

!市场无风险利率
(

B

$;$#

!

设期权执行价格为供应链契约执行价格
=

+

的单位

产品看涨期权费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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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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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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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得供应链契约模式下供应商和制造商长

期参与供应链契约模式偏好的预期得益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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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契约模式违约区间分析

$

%

%当市场行情较差!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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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在市场行情较差时!不管制造商的策略是履

约还是违约!履约为供应商的占优策略!即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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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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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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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价格在合同价格以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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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当违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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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较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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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

成立"即制造商的违约事件不可能发生!此时$履

约!履约%为供应商和制造商唯一的均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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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场行情较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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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市场行情较好时!不管供应商的策略是履

约还是违约!履约为制造商的占优策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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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供应商的占有策略是履约!此时!$履约!

履约%为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博弈均衡解"

综上可知!当制造商违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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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足够大!

制造商的违约事件不可能发生!此时!它的履约区间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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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供应链契约模式下契约稳定

的价格波动区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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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波动的区间一旦偏离该区间范围!供应商则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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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博弈视角下供应链契约模式优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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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市场条件如何!履约始终为供应商的占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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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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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优策略是履约&反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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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成立!即当

"

!

足够大时!制造商的违约事件不可能发生!履约

为唯一可选策略"由此可知!当制造商的惩罚系数

"

!

足够大!无论市场价格如何波动!$履约!履约%为

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博弈均衡解"即期权博弈视角下

的供应链契约模式能有效的化解市场风险!从根本

上遏制由于市场价格波动而引发的供应商高违约率

问题"

Y

!

结语

契约稳定性是减少交易成本!使供需双方有稳

定的销路和货源)提高供应链反应速度的根本需要"

本文以静态博弈模型为基础!通过对市场价格偏离

契约执行价格的幅度以及违约可能带来的成本间的

权衡!得出契约主体履约区间及相关因素对契约稳

定性的影响"数值分析表明!契约主体信誉的提升)

经济惩罚系数的提高)违约执行力度的加强等治理

机制的完善!虽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履约率的提高!却

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市场风险!遏制违约事件的发生"

解决供应链契约模式高违约率问题的关键是借助金

融市场的风险处理与防范机制!寻求风险外化通道

以协调契约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将市场风险在期权

市场上进行有效化解"通过支付一定的期权权利

金!期权博弈视角下的供应链契约模式使供应商能

有效规避市场风险的同时享受市场价格上升所带来

的利益&而制造商能保证货源稳定性的同时提高收

益!使企业稳步)高效运转"

文章假设作为龙头企业的制造商规模较大)信

誉度较高!通过对其设定较大的违约系数!以简化问

题复杂度而对制造商的违约事件不加以考虑"如果

放宽这一假设前提!制造商的企业规模和信誉度也

较小!此时!若市场风险较大且对制造商不利时!它

也会像供应商一样选择违约"通过供应链契约模

式!供应商把产品价格风险转移给制造商!在以后的

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契约主体双方都违约时!如何利

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以规避

市场风险"即除了到期权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以规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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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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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外!制造商在和供

应商签订契约的同时再到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

以化解产品价格降低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得到更准

确的结论!这是未来需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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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征文通知

!!

第十八届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将于
!$%&

年
%%

月
%%

日
>%#

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欢迎广大专家学者)科技和教育

工作者积极投稿并参加会议"

主办单位!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
!!!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中国管理科学(编辑部

支持单位!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承办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会议主题!大数据驱动的管理创新

征文范围!

优选法与优化管理
!!!!!!!!!!!!!!!

统筹法与项目管理
!!!!!!!

经济数学与低碳经济

大数据技术与方法
!

数据驱动的过程管理决策
!

健康管理与大数据医疗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

工业工程与运作管理
!

信息系统与商务智能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

营销工程与服务科学
!

战略管理与认知决策

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
!

人力资源与组织绩效管理
!

创业与小微企业管理

安全与应急管理
!

资源型产业发展模式
!

能源与环境管理

公共管理与复杂系统管理
!

战略型新兴产业与产业金融
!

企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

大数据与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养老)智慧社区%

!

大数据金融产业研究

征稿要求!

:

未在其它学术会议)论文集和刊物上公开发表过"

:

文章具体格式可参照'中国管理科学(近期期刊"

:

来稿篇幅要求
J>@

页$

J

页以内版面费
&$$

元!超过
J

页每增加一页加收版面费
%J$

元%"

:

来稿注明!征文类别$从征文范围中选择一个接近的类别填写%)作者简介)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KL61)2

地

址"

截稿日期!

!$%&

年
&

月
#$

日

录用通知!

!$%&

年
@

月
%J

日

论文出版!

出版'中国管理科学(专辑$已被
'<hC

数字图书馆全文收录$

ZZZ=9*E)=*+7

%%!以国家正式出版物的方式出版发行!书中

将收录通过评审录用的论文"并在会前将所有录用论文的长摘要编辑成册'第十七届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论文摘要("

大会设优秀论文报告奖!

会议论文通过评审录用后可参加本届年会专题会议的交流评议!获'优秀论文报告奖(的论文将颁发获奖证书并安排在

'中国管理科学(正刊发表!直接列入
!$%?

年刊登计划"

会议具体情况请登陆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网站#

ZZZ=,9.

Q

+=.0

5

=9*

&中国管理科学网站#

ZZZ=f

55

2EF=

9.6

及中国学术会议网站#

ZZZ=f

55

2EF*(=9.*3=9*E)=*+7

"

大会秘书处!

联 系 人!傅继良)张玲
KL61)2

#

,(/1*

5

31

!

91,)

Q

6=19=9*

!!

联系电话!

$%$>&!J"!&!G

西安交通大学联系人!吕文静)贾峰菊
KL61)2

#

D

)1

5

3

D!

61)2=F

D

7/=+O/=9*

!!

电话!

$!G>@!&&J$G&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

!$%&

年
!

月
#

日

.

G?

.

第
#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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