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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献'#(中研究了供应链管理下批发价格依赖性的补偿策略理论#其中的推导和结论的具体

表述不尽正确#给出了其结论的正确表述$在批发价格与产品的订购量相关且产品的市场需求量是随机变

量的情况下#探讨了补偿策略受产品批发价格的定价机制的影响$获得了供应链管理下批发价格依赖性的

补偿策略理论模型#并在产品的市场需求量服从均匀分布的情形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均衡分析和灵敏度分

析$指出了产品订购量)补偿价格与产品需求)批发价格的内在关系#为企业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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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补偿策略已经成为供应商!生产商"和销售商之间在订立合同时所必须考虑

的内容#科学合理的补偿策略既能保证供应商!生产商"的产品销售量#又能降低销售商的风险2 补偿策略

的实现形式是根据产品特性和供应链结构来确定的#最普遍的补偿策略形式是按照批发价格回收所有未销

售产品#策略能最大程度提高销售量#使销售商的风险降低到零#市场风险转嫁给了供应商!生产商"#另一

种比较现实的补偿策略是对未销售的产品实行部分补偿机制2 拟重点研究供应链管理下的批发价格依赖

性补偿策略#以确定补偿策略是如何受到批发价格函数的影响#建立供应链管理下的批发价格依赖性补偿

策略理论模型$并在理论模型基础上进行均衡分析和数值模拟分析2

#(基本理论框架和假设条件

供应商!生产商"以单位可变成本6按照销售商订购量V生产具有一定保质期的产品#并且以每单位产

品批发价格W出售给销售商$销售商以单位零售价格3将产品销售给顾客2 销售商因缺货造成的单位机会

成本为E#并且供应商!生产商"和销售商都能对剩余产品进行处理#剩余产品的残值为 X2 为便于建立理论

模型和分析#假设库存成本(产品的销售成本(订购成本和产品残值均为零#产品的生产成本 6和零售价格 3

为外部确定2 产品需求具有不确定性#为随机变量2

研究的批发价格依赖性补偿策略理论重点#是考虑供应商!生产商"提供给销售商的批发价格是与销售

商的订购量存在一定的关系#按照经济学理论#产品的批发价格与销售商的订购量的关系是WN4 C5V#从供



应商角度分析#必定要求批发价格大于W产品生产成本6#因此VP

4 C6

5

2 产品批发价格和补偿策略是在供

应商!生产商"控制之下#供应商!生产商"首先宣布批发价格和补偿策略$销售商根据产品的批发价格和补

偿策略确定产品订购量2

在理论模型中使用的符号说明如下%6%生产产品的单位成本$V%销售商订购量$W%产品的单位批发价

格$3%产品的单位销售价格$E%销售商缺货单位成本$L%产品的单位补偿价格$)!%"%产品需求的密度函数$

(!%"%产品需求的分布函数#且(!%" -

+

%

@

)!%"?%$

-

L

%销售商期望收益$

-

X

%供应商期望收益2

!(理论模型

从市场经济角度分析#供应商!生产商"和销售商进行决策是为了收益的最大化#因此#首先确立供应商

和销售商的期望收益2 销售商的期望收益主要由以下几方面构成%产品销售收入(产品补偿收益(产品缺货

损失和从供应商购买产品成本2 供应商的期望收益包括%销售给销售商的收入(产品补偿成本和产品生产

成本2 销售商和供应商的期望收益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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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需求分布函数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建立供应链管理下的理论模型时#假定需求函数具有连续的(可

微的分布函数#并且)!@" N)! S

T

" N@2 补偿策略是在供应商的控制之下#必须首先确定销售商对供应商

补偿策略的反应函数2 销售商期望收益的一级偏导数和二级偏导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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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得到唯一的反应函数#就要求销售商的期望收益函数是严格凹函数#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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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因此%

!L&3&E")!V" ,5;@ !D"

((据利益最大化原则#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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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得到销售商对供应商的补偿策略的反应函数如下%

!3,E&L"(!V" &5V-3,E&4 !A"

((为建立理论模型之便#用VNY!3#E#L#4#5"表示由式!A"所确定的隐函数#即销售商的最佳反应函数2

供应商在已知销售商按最佳反应函数确定订货量的前提下对补偿策略进行决策#为了得到补偿价格的均衡

解#对供应商期望收益求解关于补偿价格的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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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D"和式!E"#能得到定理如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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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当!LC3CE")!V" S5Q@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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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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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时#供应链管理下的批

发价格依赖性补偿策略理论模型存在唯一的均衡解2 其中=N4 C6C5VCL(!V2

定理 !(在补偿价格相同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销售商在批发价格依赖性下的订购量 V大于批发

价格外部确定为 4 时的订购量Vo2

证明略2

据式!A"可得%

?V

?L

N

(!V"

!3SECL")!V" C5

#从而易得如下结论2

定理 G(当!3SECL")!V" C5Q@ 时#销售商的订购量V随着补偿价格L增加!减少"而增加!减少"$当

!3SECL")!V" C5P@ 时#销售商的订购量V随着补偿价格L增加!减少"而减少!增加"2

从定理 G 可以发现#由于供应商提供给销售商的批发价格是随着订购量的增加而减少#销售商为了获取

最大利润#必然会增加订购量#但由于市场需求具有不确定性2 因此#当销售商因增加订购量而造成的边际

成本等于边际补偿收益时#供应链的各组成部分就得到均衡2

G(均衡分析

在上述理论模型建立中#均衡解是与产品需求分布函数有着内在关系的#假设产品需求 N是服从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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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根据(!%"的表达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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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可得销售商的最佳反应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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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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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可得供应商的最佳补偿策略L所满足的方程#从而可得如下理论模

型的均衡解的结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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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下的批发价格依赖性补偿策略的均衡解!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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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略2

为了分析补偿价格L

!与产品需求均值
+

参数之间的关系#求补偿价格L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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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产品市场是比较复杂的#补偿价格L

!与产品需求均值
+

参数之间的关系是由等式!#G"来确定的2

推论 #(对于随机需求量的市场产品#当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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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时#补偿价格L

!随着产品需求均值
+

的增加!减少"而减

少!增加"2

证明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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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少"2

证明略2

推论 # 和推论 ! 已经给出了在一定条件下的补偿价格与产品需求均值之间的内在关系2 从定理 # 的均

衡解可以看出#产品需求均值的参数
+

对产品的订购量V

!也存在一定的影响2 求订购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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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推论已经构建了产品订购量(补偿价格与产品需求参数
+

的内在关系2 相比之下#批发价格对补

偿策略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其中参数对补偿价格的决策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对式!##"求补偿价格关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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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4的导数#经过复杂的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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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D"#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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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到%

3

V

3

4

-

!

.

L&3&E,!

.

5

!#A"

((推论 D(当LC3CES!

.

5Q@ 时#产品的订购量V

!随着参数 4的增加!减少"而增加!减少"$当LC3C

ES!

.

5P@ 时#则随着参数 4的增加!减少"而减少!增加"2

由式!""所确定的销售商的最佳订购量函数对批发价格参数5的导数得%

3

V

3

5

-

!

.

)!

+

,

.

"!3,E" &!

.

4 &!

+

&

.

"L* &!

+

&

.

"!L&3&E,!

.

5"

?L

?5

!L&3&E,!

.

5"

!

((推论 A(当 !

.

)!

+

S

.

"!3SE" C!

.

4 C!

+

C

.

"L* C!

+

C

.

"!LC3CES!

.

5"

?L

?5

Q@ 时#产品的订购量

V

!随着参数5的增加!减少"而增加!减少"$反之#则随着参数5的增加!减少"而减少!增加"2

通过类似的分析方法#也可以获得产品的订购量V

!和补偿价格L

!与其他外在变量的内在关系2

H(结(论

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我国的企业如何制定批发价格依赖下的补偿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2 从定理

! 知道#批发价格依赖下的产品订购量要大于批发价格外部确定时的产品订购量#因此#企业为了获取市场

占有率#采取批发价格依赖下的补偿策略是行之有效的2 同时#根据推论 # 和推论 ! 的结果#不难发现#产品

面临不同的市场需求#补偿价格的确立是完全不同的2 企业要结合产品的市场状况#根据产品市场需求的

变化合理调整产品补偿价格2 而推论 G 则指出了产品订购量与产品需求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分析产品需

求的变化对产品订购量的影响#供应商!生产商"要根据分析结果制定生产计划和销售策略2 相对于产品需

求来说#产品的批发价格相对稳定2 但由于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等成本的变化#会引致产品批发价格的波

动#推论 H 和推论 D 给出了批发价格中的参数对产品订购量和补偿价格的影响2 企业要根据其内在关系确

定批发价格波动下的补偿策略#以期获得最大利润和市场占有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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