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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面临指数需求的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的协调问题. 首先证

明收益共享合约在稳定条件下能实现该供应链协调;当突发事件导致零售商面临的需求规模

和供应商的生产成本同时发生扰动时, 供应链的协调被打破,提出了一体化决策时调整生产计

划和零售价格的协调策略;进一步证明了改进的收益共享合约可协调需求和成本同时扰动的

分权供应链;数值实验表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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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 言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提高,使企

业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日益激烈的竞

争, 传统的单个企业以产品质量、功能和分销渠道

为焦点得竞争已经扩展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

应链协调成为了供应链管理的热点研究问题,其

中收益共享合约 ( revenue sharing)是应用较为广

泛的一种协调机制
[ 1 - 7 ]

.与一般合同相比,收益合

约能使供应链成员较好地实现利润共享和风险共

担. Pasternack
[ 1]
指出,在单周期、随机需求的情况

下, 合适的收益共享合约能使整个供应链达到协

调状态; Dana和 Spier
[ 2]
运用收益共享合约协调

了一个供应商面临的下游市场是由完全竞争的销

售商组成,且最终消费需求是随机变化的供应链;

G iannoccaro和 Pon trando lfo
[ 3 ]
运用收益共享合约

协调了三级供应链; Gerchak和 W ang
[ 4 ]
则在具有

随机需求的装配系统中研究了收益共享合约;

C achon
[ 5]
对收益共享合约的优缺点进行了全面的

总结;郑惠莉和达庆利
[ 6]
运用收益共享合约实现

了移动互联网供应链的协调; 陈菊红
[ 7]
运用收益

共享合约协调了需求具有价格敏性的供应链.上

述收益共享合约的研究都是假设供应链系统处稳

定环境中,然而在供应链管理的实践中,企业通常

会遇到各种突发事件, 如何快速找到最优的方案

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

突发事件 (如 911恐怖事件、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  非典 !、2008年初中国南方的冰冻灾害和

5. 12四川大地震 )可能会对协调的运作稳定、良

好的供应链系统造成不同层面的巨大影响, 它可

能造成需求的巨大波动、供应商不能及时或中断

原材料供应、交通设施不可用或延迟使用、工厂、

仓库以及办公设备不可用以及信息通道堵塞,当

然可能更直接的对商品或服务进行破坏. 这些影

响将直接导致供应链不再协调或者原有计划不再

可行.故对于协调供应链系统如何应对突发事件

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
[ 8]

.

供应链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 supply chain d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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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ption m anagem ent)概念首先由 C lausen
[ 9]
等人提

出. 其首先在解决航空公司应对突发事件的领域

中得到很好的应用; Q i
[ 10]
等人对突发事件造成确

定型需求变化进行了研究,并运用数量折扣的契

约来协调突发事件下的供应链; X iao
[ 11]
运用价格

补偿合约协调了促销投资敏感系数发生扰动的供

应链; Xu
[ 12]
等人运用数量折扣合约研究了突发

事件导致成本发生变化的二级供应链; X iao和

Q i
[ 13]
运用数量折扣合约研究了成本和市场规模

发生变化的供应链; X iao
[ 14 ]
运用数量折扣协调了

需求发生扰动的一个供应商和两个竞争零售商组

成的供应链; Chen
[ 15]
运用数量折扣合约研究了需

求扰动时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占主导地位及多个附

加的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国内对供应链突发事

件应急管理的研究还刚起步,其相关研究相对零

散. H uang
[ 16 ]
运用数量折扣合约研究了需求发生

变化的具有指数需求函数的供应链; 于辉等人分

别运用数量折扣合约
[ 8]
和回购合约

[ 17]
研究了突

发事件导致需求发生变化的供应链的协调应对;

张菊亮和陈剑
[ 18]
采用未售货物补偿合约协调了

生产成本扰动的供应链;刘春林
[ 19]
等人研究了供

应链需求突然增加时供应点间的协作问题, 并提

出了多个供应点协作的数学模型及算法; 孙亮和

马永红
[ 20]
运用收益共享合约研究了市场需求分

布扰动的供应链;冯花平
[ 21]
等人研究了最大需求

和价格敏感系数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形, 并运用数

量折扣合约协调该供应链.考虑非线性需求的突

发事件协调应对相对较少
[ 12、16]

,且都只考虑突发

事件引起需求或成本单方面的变化, 国内外还没

有见到考虑成本和需求同时发生扰动时非线性需

求供应链的协调应对. 在实际中,恐怖活动、自然

灾害、新的产业政策等原因会导致市场需求发生

扰动
[ 14]

;原材料价格变化,新技术的使用等原因

也会导致生产成本发生不同程度的扰动
[ 12]

. 本文

研究突发事件造成市场需求和生产成本同时发生

变化的供应链协调应对,不失一般性,考虑在市场

及运筹管理
[ 22]
和突发事应急管理

[ 12]
被广泛采用

的指数需求函数,类似于文献 [ 16] , 采用指数需

求函数 d = D # e
- kp

, 分析突发事件对供应链的影

响, 并设计一种改进的收益共享合约应对该突发

事件,同时研究收益共享合约的另一种性质 ∀ ∀ ∀

抗突发事件性.

1� 基准的收益共享合约协调模型

考虑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所组成的供

应链,供应商控制着批发价格 w和零售商的收益

占渠道总收益的比例 �; 而零售商若接受供应商

提出的收益合约 (w, � ), 则以每单位产品 w 的价

格订购 Q件产品,供应商必须满足零售商所有的

订货量. 同时, 我们假设所有信息是对称的, 供应

商与零售商都知道自己与对方的成本结构、收益

函数等, 并且双方都能对需求作准确的预

测
[ 10、13]

.假设市场需求 d是零售价格的指数函数,

且有 d = D# e
-kp
,其中D表示市场规模 (最大可能

需求 ), k > 0为价格敏感系数
[ 16]
, 显然零售价格

为 p =
1

k
# ln

D

Q
;供应商的单位产品成本为 c,供

应链、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分别为 f, f s, fr; 显然

f (Q ) = Q# (
1

k
ln
D

Q
- c),由一阶最优性条件可

知, 当零售商的订购数量为 Q = D # e
- ( 1+ kc)

, 零售

价格 p = c+
1

k
时, 此时供应链渠道利润达到最大

值fmax =
1
k
D e

- ( 1+ kc)
.

引理 1� 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

供应链在收益共享合约 (w, � )下能达到协调,如

果对于任意的 � (0 < � < 1), 使得 fr (Q ) = � ∃

f (Q ) (或 fs (Q ) = (1 - � ) ∃ f (Q ) )即零售商的利
润 (或供应商的利润 ) 是供应链渠道总利润的仿

射函数
[ 5]
.

由文献 [ 5]可知,在上述假设下,当 w = �# c

时收益共享合约 (w, � )能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2� 一体化供应链在突发事件下的最
优应对

一体化供应链 (或集权供应链 ) 是供应商和

零售商属于同一集团,由同一管理者统一决策,以

供应链渠道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情形. 考虑突发

事件导致供应商的生产成本和零售商面临的市场

需求的市场规模同时发生变化时一体化供应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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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应对策略.假设突发事件导致生产成本 c变

为 c+ �c,市场规模D变为D + �D;从而相对于零

售价格 p, 零售商所面临的市场需求变为 d =

(D + �D ) e
-kp
,显然要求D + �D > 0, c+ �c > 0才

有意义, 突发事件下零售价格变为 p =
1

k
∃

ln
D + �D

Q
. 若突发事件发生后实际的市场需求为

Q,相比突发事件之前的最有生产量 Q, 相应的生

产量的变化为 �Q = Q - Q. 当 �Q = Q - Q > 0

时, 供应商必须增加生产以满足增加的订货量;当

�Q = Q - Q < 0时,将有 - �Q的产品不会变成最

终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供应商会有过剩的原材料,

他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以低于购买价格将其卖

掉
[ 10, 12]

,故突发事件发生后, 供应链的渠道总利

润为

f (Q ) = Q (
1
k

ln
D + �D

Q
- c - �c) -

� � �  1 (Q - Q )
+
-  2 (Q - Q )

+
( 1)

其中 ( x )
+
= m ax{ 0, x },  1 > 0, 表示当 �Q > 0

时, 必须重新购买新材料来增加产量所发生的单

位额外成本;  2 > 0表示当 �Q < 0时,必须将多

余材料以低于成本价格来减少产量而遭致的单位

额外成本,且有  2 < c+ �c. 设突发事件下供应链

系统利润 f (Q ) 最大时的最优生产量是 Q
*
, 在

D + �D > 0, c + �c > 0条件下,通过比较突发事

件前后的生产量,有如下定理 1.

定理 1� 当突发事件导致零售商面临的市场

需求和供应商的生产成本发生扰动时, 在一体化

条件下, 若 �D > 0且 �c < 0, 则 Q
* % Q; 若

�D < 0且有 �c > 0,则 Q
* & Q.

证明 � 下面利用反证法证明当 �D > 0且

�c < 0, 则 Q
* % Q成立, 第 2个结论可以类似证

明. 假设当 �D > 0且 �c < 0,有 Q
*
< Q成立.在

突发事件发生之前, 供应链的渠道最优生产量为

Q,对任意的生产量 Q,有 f (Q ) =Q (
1

k
ln
D
Q
- c) %

f (Q ) = Q (
1
k

ln D
Q
- c) 成立, 显然会有 f (Q ) %

f (Q
*
)成立.当突发事件导致零售商面临的市场

需求的市场规模和供应商的生产成本发生扰动

后, 根据假设有 Q
*
< Q成立,在生产量为突发事

件后供应链渠道最优量 Q
*
时, 供应链的渠道总

利润函数变为

f (Q
*
) = Q

*
(

1

k
ln
D + �D
Q

* - c - �c) -

� � � �  2 (Q - Q
*
)

� = Q
*
[

1

k
ln(

D

Q
*

D + �D
Q

) - c] -

� � � � �cQ
*
-  2 (Q - Q

*
)

� = Q
*
(

1

k
ln
D

Q
* - c) +

Q
*

k
ln
D + �D

Q
-

� � � � �cQ*
-  2 (Q - Q

*
) &

� Q (
1
k

ln D
Q

- c) +
Q

*

k
lnD + �D

Q
-

� � � � �cQ*
-  2 (Q - Q

*
) &

� Q (
1
k

ln
D
Q

- c) +
Q
k

ln
D + �D

Q
-

� � � � �cQ -  2 (Q - Q
*
) <

� Q (
1

k
ln
D + �D

Q
- c- �c) = f (Q ),这与Q

*

为 f (Q )的最优值矛盾,故当 �D > 0且 �c < 0,则

Q
* %Q成立.

定理 1表明当突发事件导致供应链的需求增

加而生产成本减少时, 供应商必须通过增加生产

来应对扩大了的市场需求; 当突发事件导致供应

链的市场需求减少而生产成本增加时, 供应商必

须通过减少生产来应对缩减了的市场需求.

从定理 1可知, 当 �D > 0且�c < 0,则 Q
* %

Q成立,于是最优化供应链渠道总利润 f (Q )等价

于最优化严格凹函数 f1 (Q ) = Q (
1
k

ln
D + �D

Q
-

c - �c) -  1 (Q - Q )且满足约束条件 Q %Q.

由一阶最优性条件
!f1 (Q )

!Q
= 0可知, Q 1 =

(D + �D ) e
- [ 1+ k( 1+ c+ �c ) ] 时 f 1 (Q )有最大值. 下面

分两种情形考虑约束条件 Q % Q.

情形 1� 当 Q1%Q,有 (D+ �D ) e
- [ 1+ k( 1+ c+�c ) ] %

D e
- ( 1+ kc)

即 �D %D [ e
k( 1+�c ) - 1],有Q 1满足约束条

件 Q %Q,即 Q 1 %Q成立,此时 f 1 (Q )在 Q 1时达

到 最 大 值. 令 Q
*
case1 = Q 1 = (D +

�D ) e
- [ 1+ k( 1+ c+ �c) ] ,相对于最优订货量 Q

*
case1的最

优零售价格为 p
*

case1 =
1
k
+  1 + c+ �c = p +  1 +

�c, 其 最 优 的 收 益 为 f
*
case1 =

1

k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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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e
- [ 1+ k( 1+ c+ �c) ] +  1D e

- [ 1+ k( c+ �c ) ]

情形 2� 当 Q 1 < Q即 0 < �D < D [ e
k( 1+�c ) -

1]时, Q 1不满足约束条件Q %Q.由于 f1 (Q )在区间

[Q, + ∋ )上单调下降,故 f1 (Q )在 Q = D# e
- ( 1+kc)

达到最大值,令 Q
*
case2 = Q = D# e

- ( 1+ kc)
,此时相应

的最优零售价格为 p
*
case2 =

1
k
+ c+

1
k

ln
D + �D

D
=

p +
1
k

ln
D + �D

Q
,供应链的最优利润为

f
*
case2 = Q

*
case2 (P

*
case2 - c - �c)

= D e
- ( 1+kc)

(
1

k
+

1

k
ln
D + �D
D

- �c)

同理, �D < 0且 �c > 0有, 则Q
* & Q成立,

于是最优化供应链渠道总利润 f (Q ) 等价于最优

化严格凹函数 f2 (Q ) = Q (
1

k
ln
D+ �D
Q

- c- �c) -

 2 (Q - Q )且满足约束条件 Q & Q. 由一阶最优

性 条 件
!f 2 (Q )

!Q
= 0 可 知, Q 2 = (D +

�D ) e
- [ 1+ k( c+ �c-  

2
) ]
时 f 2 (Q )有最大值.下面分两种

情形考虑约束条件 Q & Q.

情形 3� 当 (D + �D ) e
- [ 1+ k( c+ �c-  2) ] &

D e
- ( 1+kc)

,即 �D & D [ e
k( �c- 2) - 1]时,有 Q 2 & Q

成立.此时 f 2 (Q )在 Q 2时达到最大值, 令 Q
*
case3 =

Q 2 = (D + �D ) e
- [ 1+ k( c+ �c-  2) ] 相应的最优零售价

格为 p
*
case3 =

1
k
+ c+ �c-  2 = p + �c -  2,最优

利润为

� f
*
case3 = Q

*
case3 (p

*
case3 - c - �c) -  2 (Q - Q )

� =
1
k
(D + �D ) e

- [ 1+k( c+ �c-  
2
) ]

-  2D e
- ( 1+kc)

情形 4� 当 (D + �D ) e
- [ 1+ k( c+ �c-  2) ] %

D e
- ( 1+kc)

,即D [ e
k (�c-  2) - 1] & �D & 0时,有Q 2 >

Q成立, 此时 Q 2为不可行解. 由于 f2 (Q ) 在区间

( - ∋ , Q ]上单调递增,故 f2 (Q )在 Q =
D - kc

2
达

到最大值.令 Q
*
case4 = Q = D e

- ( 1+ kc)
,此时相应的最

优零售价格为 p
*
case4 =

1
k
+ c+

1
k

ln
D + �D

D
= p +

1
k

ln
D + �D

D
,供应链的最优利润为

f
*
case4 = Q

*
case4 ( p

*
case4 - c - �c)

= D e
- ( 1+kc)

(
1

k
+

1

k
ln
D + �D

D
- �c)

总结上面的结果,得到如下定理.

定理 2� 突发事件导致价格需求函数的市场

规模 D发生变化 �D,生产成本 c变化 �c,当零售

商的零售价格为 p
*
,订货量为Q

*
时,整个供应链

系统的利润达到最优, 从而实现了一体化供应链

在该突发事件下的最优应对.

p
*
=

p +  1 + �c� � � 若 �D%D [ e
k( 1+�c) - 1]

p +
1

k
ln
D + �D

D
� 若 D [ e

k(�c-  2) - 1] <

� � � � � � � � �D < D [ e
k( 1+�c ) - 1]

p + �c -  2 � � � 若 �D & D [ e
k(�c- 2) - 1]

(2)

� Q
*
=

(D+ �D ) e
- [ 1+k( 1+c+�c ) ]若 �D%D [ e

k( 1+�c)- 1]

� D # e
- ( 1+ kc) � � 若 D [ e

k(�c- 2) - 1] <

� � � � � � � � �D < D [ e
k( 

1
+�c )

- 1]

(D+ �D ) e
- [ 1+k( c+�c-  2) ]若 �D & D [ e

k(�c- 2) - 1]

(3)

定理 2表明,当市场需求的变化较小时, 只需

保持原有的生产数量和调整零售价格就能使供应

链达到最优利润, 零售价格的调整量只与市场需

求有关,与生产成本的变化无关, 原有的生产数量

在突发事件下仍然具有一定得鲁棒性, 需求变化

和成本变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抗衡和制约的作

用, 也就是说一种扰动带来的不利影响被另一种

扰动带来的有利影响抵消. 当市场需求的变化较

大时,需同时调整生产数量和零售价格才能使供

应链达到最优利润, 此时最优的生产数量与市场

需求的改变成正比, 而最优零售价格只与生产成

本及违背成本有关,与市场需求的变化无关.

3� 分散化供应链在突发事件下的协
调机制

分散化决策是供应链成员属于不同的企业,

以各自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情形.一体化决策时,

供应链对于突发事件引起的价格需求函数的市场

规模和生产成本同时发生变化时的最优应对策略

是零售商选取零售价格 p
*
及订购量 Q

*
, 如果分

散化决策时供应链成员间签订适当的合约使零售

商选取 p
*
及 Q

*
,则分散化供应链达到了一体化

时供应链最优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此时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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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供应链在突发事件下达到了协调, 本文考虑

运用收益共享合约协调突发事件下的供应链系统.

令 S (Q ) =  1 (Q - Q)
+
+  2 (Q - Q )

+
,对于任

意的收益分配比例 � (0 < � < 1),零售商支付给供

应商的批发价格为 w (Q ) = � ( c + �c +
S(Q )

Q
).

定理 3� 由突发事件引起分散化决策供应链

的市场规模和生产成本同时发生变化时, 通过收

益共享合约 (w, �, Q
*
) 能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并

且能任意分配供应链的最优利润.

证明 � 在收益共享合约 (w, �, Q
*
)下,对任

意的收益分配比例 � ( 0 < � < 1),零售商的利润

函数为

fr (Q ) = �Q
1

k
ln
D + �D

Q
- wQ

= �Q 1
k

lnD + �D
Q

- � ( c+ �c + S (Q)
Q

)Q

= � [Q (
1
k

ln
D + �D

Q
- c - �c) -

�  1 (Q - Q )
+
-  2 (Q - Q )

+
] = �f (Q )

因此, 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供应链渠道总利

润的仿射函数,从而对于零售商而言最优的订货

量也为系统的最优订货量Q
*
,并且可以通过调整

系统合约参数 �来任意分配整个供应链的利润,

故改进的收益共享合约 (w, �, Q
*
)能实现突发事

件下需求和生产成本同时发生变化时的供应链的

协调.并且当 �D = 0且 �c = 0时, 有  1 =  2 =

0,此时供应链系统的利润函数为 f (Q ) = Q #

(
D - Q

k
- c), w = � c, 故收益共享合约 (w, �, Q )

也能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即改进后的收益共享合

约协调机制在突发事件前后都能实现供应链的协

调, 该收益共享合约具有抗突发事件性
[ 8 ]
; 当突

发事件只导致需求函数的市场规模发生变化时,

�c = 0,上述研究得到了文献 [ 16]相似的结论.

4� 数值实验

当突发事件导致市场需求和生产成本发生变

化时,突发事件将会影响供应链的最优生产数量

及定价,从而影响供应链系统的最优利润以及该

利润在成员间的分配, 下面通过数值实验检验突

发事件对供应链的影响.相关参数假设如下: D =

100, c = 2, k = 0�2, �D = { - 20, 20}, �c =

{ - 0�4, 0�4},  1 =  2 = 1, 零售商和供应商谈判

的结果是按四六分成的比例分配所在渠道的销售

收益, 即 � = 0�6. 在稳定条件下, 由价格需求关

系可以得出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为 Q = 24�66,

相应的最优零售价格为 p = 7, 系统最优利润为

fmax = 123�30. 当突发事件导致需求和生产成本

同时扰动时,共有 4种扰动情形,各种不同扰动水

平发生后,分原策略和新策略两种情形考虑突发

事件下供应链的应对策略, 若没有意识到突发事

件对供应链造成的影响, 不能及时做出调整零售

价格的决策, 则继续采用原有的零售价格策略

(称为原策略 )
[ 10, 16, 21]

, 比较供应链系统采用改进

的收益共享合约 (新策略 )和原有策略所得到的

利润,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不同扰动水平对供应链的参数及总利润的影响

Tab le 1 Th e effect of d i fferen t d isrupt ions on th e param eters and total pro fit of supp ly ch ain

情形 �D �c
零售价格 生产数量 批发价格 供应链利润

原策略 p^ 新策略 p*
原策略 q̂ 新策略 q* 原策略 w 新策略 w*

原策略 f^ 新策略 f*

1 20 - 0. 4 7 7. 6 29. 60 26. 25 0. 96 1. 0 154. 90 155. 91

2 - 20 - 0. 4 7 5. 88 19. 73 24. 66 0. 96 0. 96 101. 61 105. 54

3 20 0. 4 7 7. 91 29. 60 24. 66 1. 44 1. 44 131. 22 135. 88

4 - 20 0. 4 7 6. 4 19. 73 22. 24 1. 44 1. 51 85. 83 86. 54

� � 从表 1的第二种扰动情形和第三种扰动情

形可以看出,当突发事件导致需求和生产成本同

时减小或增大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并不会对原有

的生产计划产生影响, 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

抗衡和制约的作用, 原始的最优生产数量可以保

持不变,只需零售价格发生变化,以平衡市场需求

量的变化,也就是说一种扰动带来的不利影响被

另一种扰动带来的有利影响抵消, 这说明突发事

件下收益共享合约具有一定的鲁棒性. 当突发事

件导致需求和生产成本同时发生不同方向的扰

动, 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超过一定的条件时,从表

1的从第一种情形可以看出, 当突发事件导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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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本减少和市场需求都增加时, 突发事件下的

最优生产数量比稳定条件下的最优生产数量要

大, 供应商通过增加生产来应对突发事件;从第四

种情形可以看出, 当突发事件导致供应链生产成

本增加和市场需求减少时, 突发事件下的最优生

产数量比稳定条件下的最优生产数量要小, 供应

商通过减少生产来应对突发事件, 此时,供应商的

生产计划和协调策略都要随之进行调整, 从而使

得供应链能够获得最大的利润. 从表 1还可以看

出, 突发事件导致生产成本和需求同时发生变化

时, 采用改进的收益共享合约得到利润比保持原

有的价格策略得到的利润要高, 这充分说明了用

收益共享合约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性和意义.

5� 结 � 论

考虑非线性需求供应链应对突发事件的协调

机制的研究并不多见. 本文在一体化情形下和分

散化情形下,考虑当零售商面临指数需求函数情

形, 在稳定条件下, 收益共享合约能实现供应链协

调; 当突发事件导致需求函数和生产成本同时发

生变化时,当突发事件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和需求

减少时,供应商会通过减少生产来应对需求的减

少, 当突发事件导致生产成本减少和需求增加时,

供应商会同增加生产来应对增加的需求 (定理

1).当市场需求的变化较小时, 并不会对原有的

生产数量产生影响,只需调整零售价格就能使供应

链达到最优利润;当市场需求变化较大时,需同时调

整生产数量和零售价格才能使供应链达到最优利润

(定理 2).改进的收益共享合约在突发事件前后都能

实现供应链的完美协调,并能在供应链成员间任意

分配利润,改进的收益共享合约具有抗突发事件性

(定理 3).数值实验说明了供应链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的重要性以及改进的收益共享合约的有效性. 在信

息不对称条件下, 考虑更加复杂的供应链对突发事

件的协调应对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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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ordinationm echanism of supp ly chainswhen demand and cost

are disrupted

CAO E r�bao1, 2
, LAIM ing�yong1, 2

1. Co llege of E conom ics and T rade, H unan Un 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 ina;

2. H unan Prov ince Laboratory o f Log istics Inform ation and S im ulat ion T echnology, Changsha 410079, China

Abstract: The coo rd ination problem o f a supply cha in w ith one supp lier and one reta iler w ho is confronted

w ith exponen tial dem and w as studied. It is proved that a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can be used to coordinate

the supply cha in under norm al env ironm en.t But the coordination m ay be broken o ffwhen dem and scale of re�
ta ilers and product ion costs w ere d isrupted sim ultaneously, and the optim a l strategies about adjusting price and

production quantity replied to the disruptions is proposed under the centralized dec ision�m ak ing. It is also

proved that the im proved revenue sharing con tract can coord inate the decentra lized decision�m aking supp ly

cha in when dem ands and costs are d isrupted sim ultaneously. F inally, a num erical exam ple is presented to il�
lustrate the e ff iciency o f the proposed m ode.l

Key words: revenue sharing; supply chain m anagem en;t d isruption m anagem en;t coordinat ion m echan ism;

gam 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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