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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考虑政府补贴和消费者绿色偏好情形下,为探究制造商开通在线渠道的动机,以及不同渠道

结构中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和社会福利的变化,构建制造商领导、零售商跟随的 Stackelberg 模型;比较不同

渠道结构下供应链成员的均衡策略,并设计价格折扣和成本分担契约实现供应链协调,最后通过算例对模型

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能够提高制造商开通在线渠道的动机;与单渠道相比,双渠道结构能够明显提

高制造商的利润及社会福利;零售商双渠道的利润是否高于单渠道的利润与消费者绿色偏好有关,当消费者

绿色偏好较高时,零售商双渠道的利润才高于单渠道的利润;价格折扣和成本分担契约可以实现整个供应链

系统协调,并且政府补贴和消费者绿色偏好越高时,供应链整体利润改进的幅度越大,此时制造商和零售商

更有合作的意向。
关键词:绿色供应链;政府补贴;渠道结构;协调契约

中图分类号:F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8X(2022)03-081-08

0　 引　 言

近年来,气候恶化、资源短缺等问题受到全球广

泛关注,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

的冲击,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

之间的关系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在这种背景下,

各国政府纷纷推进绿色经济复苏计划。 2020 年中

国政府积极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大对电动汽

车等新能源行业的补贴,使新能源产业在疫情期间

仍实现了逆势增长。 政府的相关绿色经济政策有力

推进了绿色经济快速发展。 因此,探讨政府补贴如

何有效地影响绿色供应链的作用机理是很有趣的研

究问题。

关于政府补贴对绿色供应链的影响,国内外学

者主要从制造商、零售商及消费者 3 个维度分析了

不同补贴政策对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和利润的影

响,但更多的是在单一渠道中分析政府补贴的效果。

比如贺勇等[1] 研究了政府分别对制造商进行减排

研发补贴和减排量补贴时,制造商减排策略的选择;

Ma 等[2]考虑了政府补贴零售商的情形,发现制造

商和零售商均能从补贴中获益;COHEN 等[3] 探讨

消费者补贴对产品生产及定价的影响;曹裕等[4] 则

综合考虑了无政府补贴、政府补贴绿色制造商和绿

色消费者 3 种情况,分析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成员绿

色努力及定价决策的影响。 以上研究都是将政府补

贴因素作为外生变量,为了深入分析政府的行为,一

些学者开始将政府作为供应链博弈参与方研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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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优补贴,如 Huang 等[5] 在生产成本不同、相互

竞争的两家制造企业中研究政府对节能产品的最佳

补贴水平;江世英等[6] 根据社会福利函数,在政府、

制造商及零售商的三阶段博弈中确定了最优补贴

系数。

另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越来越多制造

商通过网络渠道直接销售产品。 在双渠道结构下研

究供应链最优决策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对于双渠

道供应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固定渠

道结构下供应链研究,包含供应链成员的决策研究

以及双渠道的协调机制,如孙自来等[7] 在不同权力

结构下讨论双渠道供应链中产品定价、需求及收益;

RANJAN 等[8]则在定价决策中考虑了产品绿色水平

和零售商销售努力的影响;侯艳辉等[9] 在双渠道逆

向供应链中研究政府补贴及宣传投入对供应链定价

及利润的影响;黄红伟等[10]发现两部定价契约可以

降低零售商销售努力和平台扣点费率带来的负面影

响,从而提高供应链整体利润。 二是不同渠道结构

的选择,如 Li 等[11] 通过比较单双渠道下的决策结

果得出是否采用双渠道结构取决于产品绿化成本及

消费者渠道忠诚度;Yang 等[12] 在 Li 等的基础上又

考虑了不同渠道采用不同定价策略的情况;叶欣

等[13]则从长期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制造商开通网络

渠道的条件。

综上所述,在政府补贴及双渠道供应链的研究

中,已有的文献很少讨论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渠道结

构的影响,而本文考虑了消费者绿色偏好和政府补

贴制造商的情形,在不同渠道结构中分析供应链成

员的决策及社会福利。 主要解决以下问题:政府补

贴是否能增加制造商开通在线渠道的动机;在政府

补贴和消费者绿色偏好综合影响下,不同渠道结构

中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及社会福利的变化;在渠道

间存在竞争的情形下,分析多种因素对供应链协调

机制的影响。

1　 问题描述与基本假设

以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为研

究对象,其中制造商生产绿色产品并考虑以下两种

渠道策略之一将产品出售给最终消费者:传统渠道

或双渠道(传统渠道和在线渠道),政府作为市场的

调控者,会通过补贴政策来激励制造商进行绿色产

品生产。 在考虑消费者绿色偏好的情况下,首先分

析政府补贴对制造商渠道选择的影响;然后,探讨开

通在线渠道后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的变化;最后,设
计双渠道模式下供应链的协调机制。 此外,引用社

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制造商以及零售商的行为

对社会的影响。 所使用的符号说明见表 1,上标 l 描
述不同决策模型下的情形, l ∈ {S,D,I,SC} 。

表 1　 符号说明

Table
 

1　 Symbol
 

description

符　 号 含　 义 符　 号 含　 义

w / 元件 批发价格 t
单位补贴额对产品绿色

度的敏感系数

pd / 元件 直销价格 c
单位边际制造成本对产

品绿色度的敏感系数

pr / 元件 零售价格 k
消费者对产品绿色度的

偏好

g 产品绿色度 d
传统渠道和在线渠道产

品价格的差异程度

qr 件
传统渠道销

售量
F 元 二部定价中的固定费用

qd 元
线上渠道销

售量
πl

R 元 l 模型中零售商的利润,
 

η 元
产品研发的

边际成本
πl

M 元 l 模型中制造商的利润,

λ / % 成本分摊率 SWl l 模型中的社会福利

为方便模型的构建,给出假设:
(1)

 

单位产品的边际制造成本是关于产品绿色

度 g 的线性函数,用 C(g)= cg 表示,0<c<1。
(2)

 

制造商通过产品研发来提高产品绿色度,研
发成本 I 是关于产品绿色度的凸函数,I=ηg2 / 2,η>0。

(3)
 

政府根据产品的绿色度对制造商进行补

贴,单位产品补贴额 s= tg,0<t<1。
(4)

 

根据 Krass 等[14]的研究,假设社会福利 SW
由供应链总利润、消费者剩余 CS、环境改善程度 EI
以及政府补贴支出构成,CS = (p0 -p) q / 2,EI = gq,p0

是需求为 0 时的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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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假设市场规模为 1,则单渠道下的需求函

数为 q= 1-pr+kg,双渠道下的需求函数为 qi = 1-pi +

kg+d(p j-pi),i,j∈ r,d{ }且 i≠j。

2　 模型求解与分析

2. 1　 单渠道供应链分散决策模型

在单一渠道下,制造商通过零售商销售产品,制

造商首先确定产品绿色度 g 及批发价格 w,零售商

跟随制造商的决策确定产品零售价 pr,供应商和零

售商的决策模型如下:

max
pr

πS
R = (pr-w)q (1)

max
w,g

πS
M = (w-cg+s)q-ηg2 / 2 (2)

 

定理 1　 单渠道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优决策为

gS∗ = - -c+k+t
-c+k+t( ) 2 -4η

wS∗ = c2 +t k+t( ) -c k+2t( ) -2η
-c+k+t( ) 2 -4η

pS∗
r = c2 +t k+t( ) -c k+2t( ) -3η

-c+k+t( ) 2 -4η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此时制造商和零售商最优利润及最优社会福利

分别为

πS∗
M = - η

2 -c+k+t( ) 2 -8η

πS∗
R = η2

-c+k+t( ) 2 -4η( ) 2

SWS∗ =

-
 c2-2 k+t( ) -2c -1+k+2t( ) + k+t( ) k+3t( ) -7η( ) η

2 -c+k+t( ) 2-4η( ) 2

证明　 由逆向归纳法可知,零售商作为博弈中的

跟随者,应先求解其最优决策,再求解制造商的最优决

策。 πS
R 是关于 pr 的严格凹函数,令 ∂πS

R / ∂pr = 0,可得

pS∗
r = 1 + kg + w

2
。 将 pS∗

r 的表达式代入式(2)中,

式(2)关于 w 和 g 的海赛矩阵为

-1 c+k-t
2

c+k-t
2

k(t-c)-η

æ

è

ç
ç
ç
ç

ö

ø

÷
÷
÷
÷

,

由海赛矩阵判定多元函数极值条件可知,πS
M 在满足

η> 1
4

-c+k+t( ) 2 时是关于 w 和 g 的严格凹函数,令

∂πS
M / ∂w=0,∂πS

M / ∂g=0,可得 wS∗和 gS∗,将 pS∗
r 、wS∗及

gS∗代入式(1)和式(2)中可得供应链成员的最优利润

和最优社会福利,定理 1 证毕。

2. 2　 双渠道供应链分散决策模型

该情形下,制造商首先确定产品绿色度 g ,批发

价格 w
 

以及直销价格 pd ,最后零售商确定传统渠道

的产品价格 pr ,则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决策模型如下:

max
pr

πD
R = (pr-w)qr (3)

max
g,w,pd

πD
M =wqr+pdqd-(cg-s)q-ηg2 / 2 (4)

定理 2　 双渠道分散决策下,制造商和零售商

的最优决策为

gD∗ = 3+4d( ) c-k-t( )

3+4d( ) -c+k+t( ) 2 -4 1+d( ) η

wD∗ = pD∗
d = 3+4d( ) c-t( ) c-k-t( ) -2 1+d( ) η

3+4d( ) -c+k+t( ) 2 -4 1+d( ) η

pD∗
r = 3+4d( ) c-t( ) c-k-t( ) - 3+2d( ) η

3+4d( ) -c+k+t( ) 2 -4 1+d( ) η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双渠道分散决策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优利

润及最优社会福利分别为

πD∗
M = - 3+4d( ) η

2 3+4d( ) -c+k+t( ) 2 -8 1+d( ) η

πD∗
R = 1+d( ) η2

3+4d( ) -c+k+t( ) 2 -4 1+d( ) η( ) 2

SWD∗ =

η - 3+4d( ) 2 2+c-k-3t( ) c-k-t( ) + 1+d( ) 19+24d( ) η( )

2 3+4d( ) -c+k+t( ) 2-8 1+d( ) η( ) 2

证明　 根据逆向归纳法, πD
R 是关于 pr 的严格

凹 函 数, 首 先 令 ∂ πD
R / ∂ pr = 0, 可 得 pD∗

r =

1+kg+w+dw+dpd

2(1+d)
。 将 pD∗

r 的表达式代入式(4) 中,

由海赛矩阵判定多元函数极值条件可知, πD
M 在满

足 η > 3 + 4d
4(1 + d)

- c + k + t( ) 2 时是关于 w 、 pd 和 g

的严格凹函数, 令 ∂πD
M / ∂w = 0, ∂πD

M / ∂pd = 0,

∂πD
M / ∂g = 0,可得 wD∗ 、 pD∗

d 和 gD∗ ,将求解的最优

决策代入式(3)和式(4)中求得供应链成员的最优

利润和最优社会福利,定理 2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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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1　 在分散式单渠道和双渠道结构下,有:

(1)
 

政府补贴对供应链各均衡结果的影响为

∂gl∗ / ∂t>0,∂ql∗ / ∂ t> 0,∂πM
l∗ / ∂ t> 0,∂πR

l∗ / ∂ t> 0,

∂SWl∗ / ∂t>0;

(2)
 

政府补贴对于制造商渠道决策的影响为

∂(πM
D∗ -πM

I∗) / ∂t>0。

推论 1(1)无论在哪种渠道策略下,政府提高对

制造商的补贴,都能够提升产品绿色水平,鼓励制造

商生产更多的绿色产品,并且能提高供应链整体的

利润及社会福利。 推理 1(2)随着政府补贴的提高,

制造商更倾向于引入在线渠道。

推论 2　 在分散式单渠道和双渠道下,各均衡

结果关系如下:

(1)
 

对于零售商,f1( t,k) >0 时,pr
D∗ <pS∗

r ;f1( t,

k) < 0 时, pr
D∗ > pS∗

r , 其 中 f1 ( t, k ) = 2η

c-k-t( ) c+cd+3k+5dk- 1+d( ) t( ) +2dη( ) 。

(2)
 

gD∗ > gS∗, qD∗ > qS∗,CSD∗ > CSS∗,EID∗ >

EIS∗,SWD∗ >SWS∗,πD∗
M >πS∗

M 。

(3)
 

存在 k∗∈( c-t,c-t+2 (1+d)η
3+4d

),当 k∈

(c - t, k∗ ) 时, πI∗
R > πD∗

R , 当 k ∈ ( k∗, c - t +

2 (1+d)η
3+4d

),πD∗
R >πI∗

R 。

推论 2(1)描述了消费者绿色偏好及政府补贴

对单双渠道下零售商定价策略的影响,将在后面的

算例中分析 k 和 t 对定价的具体影响。 推论 2(2)说

明制造商引入在线渠道不仅能提升产品绿色度、增

加生产量、提高自身的利润,还能提高消费者剩余和

社会福利。 与传统单一渠道相比,由于存在渠道竞

争,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从在线渠道中购买产

品,从而获得更多盈余,并且随着绿色产品市场份额

增加和绿色度的提升,环境也会得到改善,进而提高

社会福利。 推论 2(3)描述了制造商采用双渠道策

略后对零售商利润的影响,可以看出,只有当消费者

对产品绿色偏好较高时( k 较大),零售商双渠道的

利润才高于单渠道的利润,否则单一渠道更有利于

零售商获取较高利润,因此在双渠道下,零售商可以

通过绿色营销等手段来提高消费者的绿色偏好,从

而提高自身的利润。

2. 3　 双渠道供应链集中决策模型

在集中决策下,双渠道供应链各成员以供应链

总体利润最大化来进行决策,决策模型如下:

max
g,pr,pd

πI = pdqr+pdqd-(cg-s)q-ηg2 / 2 (5)

定理 3 　 双渠道集中决策下,供应链最优决

策为

gI∗ = - -c+k+t
-c+k+t( ) 2 -η

pI∗
d = pI∗

r = 2 c-t( ) c-k-t( ) -η
2 -c+k+t( ) 2 -2η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供应链整体的最优利润为 πI∗ =- η
2 -c+k+t( ) 2-2η

,

最优社会福利为 SWI∗ =η -2 2+c-k-3t( ) c-k-t( ) +3η( )

4 -c+k+t( ) 2-η( ) 2 。
 

证明　 由海赛矩阵判定多元函数极值条件可

知,πI 在满足 η> -c+k+t( ) 2 时是关于 pr,pd 和 g 的

严格凹函数。 令∂πI / ∂pr = 0,∂πI / ∂pd = 0,∂πI / ∂g =

0,可得 pr
I∗,pI∗

d 和 gI∗,将求解的最优决策代入式

(5)中可得供应链整体的最优利润和最优社会福

利,定理 3 证毕。

推论 3　 双渠道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下各均衡

结果关系如下:

(1)
 

对于制造商,当 t∈(c-k,c+k)时,pI∗
d >pD∗

d ;

当 t>c+k 时,pI∗
d <pD∗

d ;对于零售商,若 f2( t,k) >0,则

pI∗
r >pD∗

r ,若 f2( t,k) <0,则 pI∗
r <pD∗

r ,其中 f2( t,k) =

c2 -2c 2k+t( ) + k+t( ) 3k+t( ) -2η。

( 2)
 

gI∗ > gD∗, qI∗ > qD∗, CSI∗ > CSD∗, EII∗ >

EID∗,SWI∗ >SWD∗,πI∗ >πD∗
M +πD∗

R 。

推论 3(1)说明政府补贴较低( t 较小)时,制造

商只能通过较低的价格来吸引消费者从在线渠道购

买产品,但政府给予制造商较高补贴( t 较大)时,能

够提高制造商的议价能力,此时制造商能够提高在

线产品的零售价格以增加边际利润。 从推论 3(2)

可以看出,集中决策下产品绿色度、市场份额、社会

福利水平及供应链整体利润均大于分散决策,因此

供应链成员应该对分散决策下的双渠道供应链进行

协调以达到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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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渠道协调分析

通过一个价格折扣———成本分担契约 {wSC,λ,
F} 研究制造商引入在线渠道后供应链的协调问题。
在该契约下,制造商给予零售商一个较低的批发价格

wSC 并收取零售商一笔固定费用 F ,而零售商承担制

造商一定比例( λ )的绿色研发成本, 0 ≤λ≤ 1,决策

模型如下:
max
pr

 

πSC
R = (pr-w)qr-ληg2 / 2-F (6)

max
g,w,pd

 

πSC
M =wqr+pdqd-(cg-s)q-(1-λ)ηg2 / 2+F

 

(7)

s. t.
πSC

M n≥πD
M

πSC
R ≥πD

R
{

 

(8)

定理 4　 (1)
 

当 wSC∗ = 2 1+d( ) c-t( ) c-k-t( ) -dη
2 1+d( ) -c+k+t( ) 2-η( )

,

λ∗ = k
2 1+d( ) -c+k+t( )

,F1≤F≤F2 时,供应链能够达到

完全协调。
(2)

 

协调后制造商和零售商最优决策 gSC∗ =

gI∗,pSC∗
d = pI∗

d ,pSC∗
r = pI∗

r 。
(3)

 

协调后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优利润及最优

社会福利分别为

πSC∗
M =

F+η - c-k-t( ) 2c 1+d( ) -k-2t-2d k+t( )( ) +η+2dη( )

4 1+d( ) -c+k+t( ) 2-η( ) 2

πSC∗
R = -F+ η ck-k k+t( ) +η( )

4 1+d( ) -c+k+t( ) 2 -η( ) 2

SWSC∗ =η -2 2+c-k-3t( ) c-k-t( ) +3η( )

4 -c+k+t( ) 2 -η( ) 2

其中,

F1 = -
 η -c+k+t( ) 2c 1+d( ) -k-2t-2d k+t( )( ) +η+2dη( )

4 1+d( ) -c+k+t( ) 2-η( ) 2

 

-
 

3+4d( ) η
2 3+4d( ) -c+k+t( ) 2-8 1+d( ) η

F2 = η ck-k k+t( ) +η( )

4 1+d( ) -c+k+t( ) 2 -η( ) 2

 

-

1+d( ) η2

3+4d( ) -c+k+t( ) 2 -4 1+d( ) η( ) 2 。

证明　 根据逆向归纳法,πSC
R 是关于 pr 的严格凹

函数,首先令∂πD
R / ∂pr = 0,可得 pSC∗

r =
1+kg+w+dw+dpd

2(1+d)
。

为协调双渠道供应链,令协调决策与集中决策下的最

优决策相等,即 gSC∗ = gI∗,pSC∗
d = pI∗d ,pSC∗

r = pI∗r ,可得

λ∗,将最优解代入 pSC∗
r 的表达式中可得 wSC∗,将求解

的最优决策代入式(6)和式(7)可得供应链成员的最优

利润和最优社会福利,由约束条件式(8)可解得 F 的取

值范围,定理 4 证毕。
推论 4　 在价格折扣-成本分担契约下,零售商

的研发成本分摊率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而减小。

4　 实例分析与应用

将通过数值分析进一步展示政府补贴( t )和消

费者绿色偏好( k ) 对单双渠道下制造商和零售商

决策结果的影响以及供应链协调后的效果。 令 η =
10, c = 0. 4, d = 0. 5。

从图 1 可以看出无论制造商是否引入在线渠

道,政府补贴和消费者绿色偏好提高( t 和 k 增大)
都会提升产品绿色度。 而且,在双渠道下,随着政府

补贴和消费者绿色偏好的提高,产品绿色度的提升

效果会更加明显。 图 2(a)描述了单、双渠道结构下

零售商定价的差异,图 2(b)比较了双渠道协调前后

的产品零售价,可以看出当政府补贴和消费者绿色

偏好较小( t 和 k 较小)时,双渠道中产品的零售价

小于单渠道,并且在协调后零售商更有可能采取一

个较低的定价。

t
0.5

0.0
0.0

0.2

0.1

1.00.5

1.5

1.0k

g

gD� gS�

图 1　 单双渠道下产品绿色度的比较

Fig. 1　 Comparison
 

of
 

product
 

green
 

degree
 

under
 

single
 

and
 

dual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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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模型下零售商的定价比较

Fig. 2　 Retailer’s
 

pricing
 

comparison
 

under
 

different
 

models

图 3(a)表明:制造商在双渠道下利润总是大于单

渠道下的利润。 图 3(b)表明:对于零售商而言,总体上

双渠道不利于零售商获取较高的利润,只有政府补贴

和消费者绿色偏好都较高( t和 k都较大)时,零售商双

渠道下的利润才大于单渠道下的利润。 图 4 可以看

出,双渠道下的社会福利总是大于单渠道,且随着政府

补贴和消费者绿色偏好的提高( t和 k越大),社会福利

的改善效果(△SWDS∗ =SWD∗-SWS∗)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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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单双渠道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比较

Fig. 3　 The
 

profits
 

comparison
 

of
 

manufacturers
 

and
 

retailers
 

under
 

single
 

and
 

dual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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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单双渠道下社会福利改进

Fig. 4　 The
  

social
 

welfare
 

improvement
 

under
 

single
 

and
 

dual
 

channels

从图 5 可以看出,协调过后供应链总体利润和社

会福利的改善效果(△πSC∗ = πSC∗ -πD∗,△SWSC∗ =

SWSC∗-SWD∗)都随着政府补贴和消费者绿色偏好的提

高而提高,因此在政府补贴和消费者绿色偏好都较高

( t和 k都较大)的情况下,制造商和零售商更有进行合

作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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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协调后总利润和社会福利改进

Fig. 5　 The
  

total
 

profit
 

and
 

social
 

welfare
 

improvement
 

after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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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以制造商和零售商构成的二级绿色供应链为研

究对象,在政府补贴和消费者绿色偏好的影响下,构
建单、双渠道策略下制造商及零售商的博弈模型,分
析制造商开通在线渠道后对供应链主体最优决策的

影响,并考虑制造商和零售商博弈过程中的社会福

利问题,最后通过设计价格折扣-成本分担契约来

实现供应链的协调,研究表明:
无论在哪种渠道策略下,政府补贴和消费者的

绿色偏好均具有正外部性,即随着政府补贴力度和

消费者绿色偏好的提高,不仅能够提升产品绿色水

平,增加绿色产品市场份额及供应链整体的利润,还
能提高社会福利,并且随着补贴额的增加,双渠道下

制造商的利润及社会福利的改善效果更明显。
制造商采取双渠道策略能够明显提高自己的利

润,但与单渠道相比,双渠道下的零售商需要积极采

取绿色营销等方式来提高消费者绿色偏好才能使自

己获利。
价格折扣-成本分担契约能够使供应链达到完

全协调,且随着政府补贴和消费者绿色偏好的提高,
协调过后供应链总体利润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效果更

明显,此时更易促成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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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and
 

Coordination
 

in
 

Supply
 

Chain
 

Considering
 

Government
 

Subsidy
 

and
 

Consumers’
 

Green
 

Preference

DAI
 

Dao-ming,
 

LIU
 

Lei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hui
 

Bengbu
 

233000,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manufacturer’s
 

motivation
 

for
 

opening
 

online
 

channels,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the
 

optimal
 

decision-making
 

of
 

supply
 

chain
 

members
 

and
 

social
 

welfare
 

in
 

different
 

channel
 

structures,
 

the
 

Stackelberg
 

model
 

is
 

built
  

consider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consumers’
 

green
 

preferences,
 

in
 

which
 

the
 

manufacturer
 

is
 

a
 

leader
 

and
 

the
 

retailer
 

is
 

a
 

follower.
 

Firstly,
 

the
 

equilibrium
 

strategies
 

of
 

supply
 

chain
 

members
 

under
 

different
 

channel
 

structures
 

are
 

compared;
 

then,
 

the
 

price
 

discount-cost
 

sharing
 

contracts
 

are
 

designed
 

to
 

achieve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finally,
 

the
 

calculation
 

examples
 

are
 

given
 

to
 

validate
 

the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government
 

subsidy
 

can
 

increase
 

the
 

manufacturer’ s
 

incentive
 

to
 

open
 

online
 

channel;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channel

 

structure,
 

the
 

manufacturer’ s
 

profit
 

and
 

the
 

social
 

welfare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dual-
channel

 

structure;
 

whether
 

the
 

retailer’s
 

profit
 

in
 

dual-channel
 

is
 

higher
 

than
 

that
 

in
 

single-channel
 

is
 

related
 

to
 

the
 

consumers’
 

green
 

preference.
 

When
 

the
 

consumer’ s
 

green
 

preferences
 

are
 

higher,
 

the
 

retailer’ s
 

profit
 

in
 

dual
 

channel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single
 

channel. Price
 

discount-cost
 

sharing
 

contract
 

can
 

achieve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system,
 

and
 

the
 

higher
 

the
 

government
 

subsidy
 

and
 

consumer
 

green
 

preference,
 

the
 

greater
 

the
 

improvement
 

in
 

the
 

overall
 

profit
 

of
 

the
 

supply
 

chain,
 

and
 

the
 

higher
 

cooperative
 

intentions
 

of
 

manufacturer
 

and
 

retailer.
Key

 

words:
 

green
 

supply
 

chain;
 

government
 

subsidy;
 

channel
 

structure;
 

coordination
 

contract

责任编辑:田　 静

　 　 　 　 　 　 　 　 　 　 　 　 　 　 　 　 　 　 　 　 　 　 　 　 　 　 　 　 　 　 　 　 　 　 　 　 　 　 　 　 　 　 　 　 　 　 　 　 　
　

　
　

　
　

　
　

　
　

　
　

　
　

　
　

　
　

　
　

　
　

　
　

　
　

　
　

　
　

　
　

　
　

　
　

　
　

　
　

　
　

　
　

　
　

　
　

　
　

　
　

　
　

　
　

　 　　　　　　　　　　　　　　　　　　　　　　　　　　　　　　　　　　　　　　　　　　　　　　　　　
　

　
　

　
　

　
　

　
　

　
　

　
　

　
　

　
　

　
　

　
　

　
　

　
　

　
　

　
　

　
　

　
　

　
　

　
　

　
　

　
　

　
　

　
　

　
　

　
　

　
　

　
　

　
　

　

　 　 引用本文 / Cite
 

this
 

paper:

戴道明,刘磊. 政府补贴和消费者绿色偏好供应链策略及协调[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39(3):81—88.

DAI
 

Dao-min,
 

LIU
 

Lei.
 

Strategies
 

and
 

coordination
 

in
 

supply
 

chain
 

considering
 

government
 

subsidy
 

and
 

consumers’
 

green
 

preference

[J].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2022,39(3):81—88.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