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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移动“彩信’’业务为背景，对移动互联网供应链的协调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 

明：在一定的市场需求下，移动网络运营商与服务提供商进行联合，共同决策网络建设规模和 

产品的销售价格，收入共享契约可最大化供应链的利润，并实现移动互联网供应链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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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00年以来，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先后推出 

了“移动梦网”和“联通在信”移动数据应用服务， 

并都在短信业务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业内外专家 

分析指出⋯：其成功的因素并不在于 20世纪 9o 

年代初就已经很成熟的短信技术，而在于其创造 

了一个运营商、服务／内容提供商、手机厂商等构 

成的供应链(以下简称移动互联网供应链)的合作 

共赢商业模式——信息服务收入共享分成． 

契约作为供应链协调的一种有效方式，近年 

来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为关注l2 J，其中收 

入共享契约又是近年来供应链协调研究的热点模 

型，在传统的制造业、流通业等供应链协调中都取 

得了较好的运用[8 61．然而，与传统的供应链相 

比，移动互联网供应链具有如下特点： 

1)该供应链向用户提供的产品是信息产品． 

与传统产品相比，信息产品生产的显著特征是巨 

大的初始固定生产成本和几近为零的边际生产成 

本．因此，在构建其利润函数时，必须同时考虑固 

定生产成本和可变生产成本．另外，由于信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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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弹性都比较大["]，因而，在根据随机需求 

进行合理销售量的决策时，必须同时考虑价格的 

决策． 

2)移动通信产品是技术型网络产品．移动通 

信网络(包括交换能力)完成信息产品传递的过程 

也是其产品生产(销售、服务)的过程，只要建好了 

网络，运营商就能进行产品生产，如果运营商的网 

络能力有了而没有客户上网使用，那么就成为无 

形的“产品积压”．另外，区别于传统供应链中订货 

量是连续值，网络运营容量的投入只可能是一个 

离散系列值． 

因此，在研究移动互联网供应链协调模型时， 

必须要引进新的模型参数，必须考虑信息产品传 

递与网络运营生产的同时性、网络运营容量为离 

散值的决策等问题．那么，现有移动互联网供应链 

的收入共享契约条款[18,19]能否最大化移动互联 

网供应链的利润?利用该契约，如何才能公平、合 

理地进行利润(收入)的分配?最佳分配比例如何 

确定?这些显然都是移动互联网供应链上的各方 

成员都非常关注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以最新推出 

的移动“彩信”业务为背景，对移动互联网供应链 

的协调机制进行了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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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彩信"业务移动互联网供应链模 

型描述 

目前开展的“彩信”业务中，移动通信运营商 

(以下简称 MP)、内容／服务提供商(以下简称 

sP)、用户的关系有如下几种方式_l8J： 

方式 1 用户发送彩信至sP 

、／／ 用户向中国移动支付通信费 

方式2 用户从 sP的web或wap页面点播彩信 

、／／ sP向中国移动支付通信费 

、／／ 点播方用户向SP支付信息服务费， 

并由中国移动代收 

、／／ 用户支付的信息服务费 15％作为中 

国移动服务分成的收入 

方式3 用户发送彩信至sP并点播彩信 

、／／ sP向中国移动支付不均衡通信费 

、／／ 点播方用户向 sP支付信息服务费， 

并由中国移动代收 

、／／ 用户支付的信息服务费 15％作为中 

国移动服务分成的收入 

为便于分析，本文对移动互联网供应链模型 

仅以方式 2进行模型抽象： 

1)假设只考虑一个 MP、一个 sP和用户构成 

的如图1所示的二级供应链．该供应链中，MP将 

进行信息产品传递的网络服务以单位价格 卖 

给sP，sP将其生产的信息产品以单位价格P卖给 

用户． 

图 1 抽象的移动互联网供应链模型 

Fig．1 Nonobjective le h】te嘣  chain medal 

2)模型仅考虑一个指定的销售周期 H，且SP 

向用户只提供一种“彩信”业务产品． 

3)在销售周期 内，假设当该产品单次点播 

的销售价为 P时，客户点播该产品的需求为确定 

分布的随机变量 D(P)，其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 

分别为 ，(g J P)和 g J P)(q≥0)，并设 ，(g J 

P)关于 P可微．考虑到实际情况，显然可进一步 

假设需求随价格增加而递减，即OF(g I P)／ap> 

0．假设在销售期 H内SP用于生产该“彩信”产品 

的固定成本分摊为 c 且该值与通信规模无关； 

该产品单次点播的可变服务成本为 c小 

4)假设 MP用于该产品生产的固定成本投入 

(如多媒体信息中心MMSC的建设成本)与通信容 

量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作为决策变量的通信 

容量是一个离散系列值{ql，g2，⋯， }． 

万次 

图 2 MP固定成本投入与通佰■的关系 

Fig．2 Relation of 1MP fixed costs and communication capacity 

令MP按通信容量为 规模的投资方案进行 

网络建设时，其对应在销售期 H内的固定成本分 

摊为end0；假设发送一条“彩信”MP的可变通信成 

本为 c l，与此同时，MP向sP收取的单位通信费 

为 ． 

5)令．s( l P)表示“彩信”产品价格为P时 

通信量的期望值，则 ， 

．s(g I P)=E{min(g ，D(p))}= 
r ∞  

I min(g ， ) I P)dy= 
U 

r C／ r∞ 

I p)dy+g I Y I p)dy= 
U ’ q 

rn 

g一 F( I p)dy (1) 

6)“彩信”业务移动互联网供应链的决策变 

量为：“彩信”产品的销售价P和移动运营商的通 

信规模 ． 

根据以上假设，如按目前“彩信”业务双方收 

益的条款，假设用户支付的信息服务费的 部分 

作为 MP的收入分成，可得该契约模型的利润函 

数如下 

MP的利润函数 

力 (g ，P)=wS(g I P)+加S(qi I P)一 

c lS(gf I P)一cxo (2) 

SP的利润函数 

(qi，P)=(1一声)pS(qi I P)一wS(qi I P)一 

c l S(gf I P)一CsO (3) 

供应链的利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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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f，P)=pS(gf I P)一(C l+C 1)· 

S(qi I P)一CmiO—Cs0 (4) 

显然，由于 C 0、Cs0、C 1、Csl等参数的同时引 

入，q 为离散值等问题的考虑，式(2)～(4)利润 

函数形式不同于已有的收入共享契约的利润函数 

形式【 引，上述收入共享契约能否协调移动互联 

网供应链以及协调参数 和W的确定等问题有待 

进一步研究． 

2 收入共享契约分析 

2．1 该 约 穆黾型 胃E古 使 侠 肚 链 利 濉J最 大 化 

根据式(4)，固定 q ，对 力(q ，P)求关于 P的 
一 阶导数和二阶导数 ，可得 

： s(g I p)一(p—c l—c 1)· 

fqf塑 d (5) J 
0 Op 

： 一 2』： d 一 ap2 一一 0 却 “ 一 

(p—c 。一c 。)．『： d (6) 
由式(5)、(6)知，在一定条件下，n(q ，P)存 

在极大值，于是有如下定理． 

定理 1 当满足条件 >0，p≥ 

C l+C l时，对每一通信容量 q ，存在唯一的p 

使供应链的利润最大化． 

证明 由于 >0和 > 
cIp dp‘ 

0，P≥ Cml+Csl，可得 

： 一 2』：‘ d 一(p— ap2 一一二J 0 却 “ 一 一 

c 。一 。) 
0 Op 

d < 0 
J 一 

因此，n(q ，P)是关于P的凹函数． 

当D1：C +c。1时．考虑到 ( I D1)≤ ，有ml F 1 

鱼 I=．s(g I p·)一(p·一cm·一 ·)· 
p =pl 

0 I J 却 I 一 
p= pl 

一  ( Ip1)dy≥0 (7) 

令 △= 

0，得 △>0； 

l 由 > 
p pl 

考虑到 >0， 为p的单 d
p‘ cIp ‘ 

调增函数，因此当P2>Pl时， 

I d >△： I 
P ：P 

0 l d 成立 J ap I 一一 
P Pl 

因此，当取p：> + +罢时，育 

l= 却 I — 
p p2 

一  l dy— 
P P2 

(P2-Cml--Csl I dy≤ 
P P2 

gf一(P2一Cml—Cs1)· 

0 ap I≤ 一罢△=0 J I △一一 
p P2 

(8) 

由式(7)、(8)可得，对每一通信容量 q ，一定 

存在唯一的P 使 I =。，此时供应 
P Pi 

链的利润达到最大．故定理 i得证． 

根据定理 I可得结论：对不同的通信容量 

qj(J=1，2，⋯，凡)，都对应唯一一个最优定 价 

p ，使供应链的利润达到此容量下的最大值 

力( ，P1 )． 

设采用通信容量 q 0pl和对应最优的定价p品 

时，12(q 0pl'Po pt)_
。
m ax {D(q ，Pi )}·也即，当MP 

的通信容量为qopt SP对该产品的定价为p盎 时， 
该契约模型可最大化整个供应链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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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该契约模型能否协调 和 SP的行为? 

当供应链的利润最大时，该模型的利润函数 

如下： 

MP的利润函数 

力 (qopt，p )= o ptS(qopt I p )+ 

( 一Cm1)S(qopt I p品t)一CmoptO-= 

( + 一c 1)· 

S(q opt I p )一CmoptO (9) 

SP的利润函数为 

(qopt，p )=(1一声)p (qopt I p )一 

( +Cs1)S(qopt I p )一CsO= 

((1一 )Popt一( +c 1))· 

S(qopt I p )一CsO (1O) 

供应链的利润函数 

n(g。pI，p )=Po ptS(q0pt I p )一(Cml+ 

c 1) (g叩t I p )一CmoptO—c 0= 

(p 一(Cml+c 1))s(g。pt I p )一 

(CmoptO+Cs0) (11) 

分析式 (9)、(10)、(11)知，力 (qopt,Po pt)、 

(qopt,p )和 力(qopt，p )均是关于 (qopt I 

p )的一元函数，因此，若存在参数， ∈[0，1]， 

满足 

( o pt+ 一c 1)= 

(p 一(c l+c 1)) 

( 一 )p 一(埘+cs1) (12) 

(1一 )(Po pt一(c l+c 1)) 

c po= (cn，D +CsO) 

CsO=(1一 )(c肿pD+c 0) 

则有 

力 (g opI，Po pt)= 力(qopt，p ) (13) 

(qopt，p )=(1一 )力(qopt，p ) (14) 

由于 ∈E0，1]为常数，因此，由式(13)、(14) 

知，当供应链获得最大利润时，MP和sP也分别与 

供应链同时获得最大利润，分别得到供应链最大 

利润的 部分和(1一 )部分，从而实现供应链的 

协调． 

联立求解式(12)得 

：  ： —  型盟一 (15) 
Cs0 + CmoplO 

= (1一声)C l一如 l (16) 

根据式(15)，显然有0< = <1，即满足 

收人共享的比例系数要求，且 (或 )与需求无 

关，仅由MP和sP的成本参数确定．根据式(15)、 

(16)知，若满足MP向SP收取的单位通信费tt7的 

边界条件 =(1一声)cm-一 ->o，必须有等> 
·cmoptO成立

． 因此，当MP和SP相关成本参数满足 
Cs0 

条件 > 时，只要根据式(15)、(16)来设置 

契约的协调参数 和l1)，就可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综上，对于本文构造的收人共享契约模型，当 

业务需求分布满足条件 型 >o，MP的通 
印 一 

信容量为 q 0pt，sP对该产品的最优定价为p ≥ 

C 。+C 。时，该契约模型可最大化整个供应链的 

利润；此时，若供应链的成本参数进一步满足条件 

> ，~nmptO
，供应链的协调参数 和 分别根据 

Csl CsO 

式(15)、(16)确定，那么在供应链获得最大利润的 

同时，MP、SP也可同时获得最大利润，分别得到供 

应链利润的 部分和(1一声)部分，利润的分割比 

例与收人共享的比例相同( = )，并且利润的 

分割比例与需求无关，仅取决于二者的成本参数． 

3 算例仿真分析 

假定销售周期 日=1年．在销售期内，C = 

100万元，C。l=0．1元，C l=0．2元，通信容量与 

固定成本分摊之间关系如表 1所示．根据式(12)、 

(13)可求出MP与sP同时获得最大利润时的供应 

链协调参数 和 值如表2所示．由表2可看出： 

随着 gl的增大，该模型通过增加 MP的收人分成 

比例 值降低 MP的风险，通过降低 值降低sP 

的风险，从而实现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协调． 

裹 1 通信容量与固定成本分摊 

Table 1 Communication capacity and fixed o apportionment 

通信容量 固定成本分摊 

qi(万次) cJ啪(万元) 

l 000 10 

5 000 30 

lO000 50 

2o000 80 

3O000 l2O 

35 000 135 

40000 l5O 

45 000 l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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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参数 和 

rable 2 Parameter and 

固定成本分摊 
。神／万元 ／％ ／兀 

1O 9．09 O．17 

30 23．07 O．13 

50 33．33 O．1 

80 44．44 O．067 

120 54．54 O．036 

l3l6 57．44 O． 

150 60 O．02 

180 64．28 O．0昕 

若假设用户对该产品的需求服从瑞利分布， 

其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分别为 

g I p)= e一 ， 

F(q／P)=1一e 2p ， 

=口一6p ，q≥0，口>0，b>0 

由式(1)可得当网络容量为 q 、“彩信”产品 

价格为P时通信量的期望值为 

S(q‘I P)=E{min(q ，D(p))}= 

g‘一 F( I P)dy= 

南 d 

令 口=1 000、b=100，本文利用 MATLAB计 

算得出表 1给出的每一通信规模下，该“彩信”产 

品的最佳售价p 及对应的最大的供应链利润 

n(g‘，p )如表3所示． 

表3 最佳销售价及供应链利润 

Table 3 Optimal distribution price and supply chain profit 

● 

0(gI，p7)=n(qi，p )一 
ql／ p ／ n(qj，p )／ n (qI，p )／ n (qi，p )／ 
万次 —— 一co／ 

兀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1 000 3．14 43．44 —66．56 —6．05O91 —6o．5091 

5 000 2．83 211．2 81．2 18．738 46 62．461 54 

1O 000 2．35 4O6．94 256．94  85．646 67 171．293 3 

20 000 1．97 7镐 ．67 568．67 252．742 2 315．927 8 

· 30 000 1．94 1 016．9 796．9 434．672 7 362．227 3 

3500O 1．94 l 2s1．9 l 046．9 6o1．4lO6 445．御 4 

40 000 1．94  1 281．9 1 0B1．9 619．14 412．76 

45 000 1．94 1 281．9 1 0o1．9 644．o78 6 357．821 4 

由表 3知：当 qopt=35 000(万次)，p = 

1．94(元)时，供应链可获最大利润n(qopt，p )= 

1 046．9(万元)．此时，对应于表2，若以比例 = 

57．44％分割供应链的利润，MP向SP收取的单位 

通信费 =0．027(元)，MP和sP可同时获得最大 

利润 n (qopt，p )=601．410 6(万元)和 (qopt， 

p )=445．489 4(万元)． 

4 结 论 

本文以最新推出的移动“彩信”业务为背景， 

对移动互联网供应链的收入共享契约模型进行了 

研究．由于信息产品和通信服务的特殊性，本文模 

型区别于传统供应链收入共享契约模型主要有以 

下两点： 

(1)作为供应链的决策变量，通信容量为离 

散系列值； 

(2)供应链有两个协调参数：声和 ． 

本文的研究表明：最大化供应链的利润需要 

成员之间的紧密合作，就移动互联网供应链而言， 

应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行网络经营规模和产 

品销售价格的科学决策，必须根据 MP和 sP的成 

本参数正确地设置供应链的协调参数 声和 ，才 

能真正实现 MP与sP的“双赢”，从而建立起稳固 

的企业战略同盟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已有的供应链契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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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收入共享契约是公认的协调能力较强的一 

种契约形式，但该契约在实际应用中却存在实施 

难度，其最大实施难度在于供应商对销售商实际 

收入的监控上[13]．由于销售商的道德问题，供应 

商可能无法或以非常高的额外代价才能获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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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meclml~ism of mobile internet 

ZHENG Hui—li 一．DA Qing-li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N肌jing 210096，China； 

2．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N肌jing 210003，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 mobile’S MMS service，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Mobile 

Intemet is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It is foun d that with certain market demand，when mobile internet operator and 

service provider collaborate and make decisions of network construction scale and product’S sale price together，then 

as a result of the revenue—sharing contract，supply chain profit call be maximized and coordination of mobile intemet 

call be realized． 

Key words：mobile Intemet；supply chain management；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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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yer perception style and willi,~ em to 

coo pe rate 

ZHANG Peng-zhu，XUE Yao—wen 

Management School，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52，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ncept of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DWC)，the paper construct the no】H1al condition DWC 

model for infinite cooperating games．The aim is to study 2 problems：how the player is perception style will influ— 

ence the rate of payoff and how accident environment will affect player’S DWC．After studying the 2一people infi nite 

repetition games，we find that the flexible—thinking player could acquire less DWC and rate of payoff than rigidity— 

thinking player；the ahead—thinking player may not get high rate of payoff than lag—thinking player；if both players 

are flexible—thinking ones．the cooperation ma y not be permanence．Th e best cooperating model is that one player is 

flexible—thinking player and another player is,4siaity—thinking player． 

key words：pe rception；willing to coope ration；infi nite cooperating gam es；flexible--think ing ；rigidity--think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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