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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B2B 电子商务平台为企业间交易提供了一个场所. 以买方市场为背景 ,根据效益最大化

原则 ,通过构建买方企业拉动型企业间电子商务系统中买方和卖方的效益模型 ,研究了买方利

用设置替代水平、恢复速率和补贴水平诱导卖方加入电子商务平台的策略 ,分析了技术进步和

规模经济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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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电子商务得到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 电子商务可以大大减少商品流

通的中间环节 ,大大加速整个社会的商品流通 ,有

效地降低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 ,提高企业的工

作效率和经济效益 ,显著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引起

了企业家的广泛关注[1 ] . 目前国内外形成了多种

类型的企业间电子商务 ,目前最常见的有买方企

业拉动型、卖方企业推动型和中立交易平台型等

3 种[2 ] .

买方企业拉动型企业间电子商务主要是用于

帮助买方企业以比传统的采购渠道更有效的方式

采购到自己所需的商品. 卖方企业推动型企业间

电子商务主要是用于帮助卖方企业将自己的产品

和服务推销给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用户. 中立交

易平台型企业间电子商务系统是许多买方企业和

卖方企业共同聚集的场所 ,买卖双方通过第三方

企业提供的中立交易平台寻找到自己的交易伙

伴 ,达成协议 ,实现交易.

企业在某个企业间电子商务应用领域 ,究竟

应采用什么企业间电子商务应用模式 ,应由其所

处市场的结构、产品的特点、应用企业间电子商务

欲达到的目标等决定. 具体而言 ,在参加交易的买

卖双方企业中 ,如果某一方更有权利决定产品的

性能和价格 ,由其建立电子商务系统更容易形成

交易量. 目前国内外市场上绝大多数商品的交易

都属于买方市场[3 ] ,也就是说 ,由买方企业建立企

业间电子商务系统更容易形成交易量 ,系统更容

易成功. 因此 ,目前国内外许多企业间电子商务的

应用模式都属于买方拉动型.

买方企业在建立企业间电子商务系统时 ,必

须考虑采用有效的诱导策略让卖方企业尽快参与

到电子商务系统中来 ,使买方企业的采购尽快由

传统方式转换到电子商务方式 ,以降低成本. 买方

企业采取什么诱导策略 ,如何应用诱导策略 ,是需

要仔细研究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电子商务学术界

只有一些相近的研究工作 ,如研究在 EDI(电子数

据交换)或 Extranet (企业外部互联网) 的环境下制

造商策略对供应商的影响问题[4 ,5 ] .

买方企业拉动型电子商务的显著特点之一是

往往只存在一个或少数几个买方企业 ,但有许多

供应商参与激烈竞争[2 ] . 本文重点研究一个买方

企业吸引两个与其有交易关系的卖方企业尽快加

入到买方企业已建设好的电子商务平台中的经济

策略 ,并且对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些因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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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 　模型假设和构建

1. 1 　一般假设

为分析清晰起见 ,做如下假设 :考察对象为一

个买方企业 (以下简称买方)和两个有竞争关系的

卖方企业 (以下简称卖方) ,两个卖方企业的产品

可以相互替代 ;在传统交易方式下 ,买方和卖方之

间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交易关系 ;买方已经建

立了电子商务平台 ,希望卖方尽快利用此平台交

易 ,买方不希望传统商务方式和电子商务交易方

式长期共存 ;买方为保持卖方之间的竞争关系 ,希

望两个卖方长期共存 ,并且最终都能加入电子商

务平台.

买方不能强迫卖方加入电子商务平台 ,必须

要采用一些经济策略诱导卖方 ,可以采用的策略

有 :1)设置替代水平. 如果一个卖方已加入电子商

务平台 ,另一个卖方还未加入 ,将未加入者的一部

分商业份额转移给先加入者. 2)制定恢复速率. 采

用适当的方式恢复后加入者的商业份额. 3) 设置

补贴水平. 给加入者一定的补贴 ,使其尽早加入电

子商务平台.

设两个卖方分别为 i , j . i 比 j 先加入电子商

务平台 ,加入时刻分别为 Ti , Tj ( Ti
≤Tj) .

1. 2 　商业份额

定义 V t
i , V t

j 分别为 i , j 在 t 时刻单位时间的商

业份额 (以下简称份额) ,则

V t
i =

V0
i , t < Ti

V0
i + V r , Ti ≤ t < Tj

mɑx( V0
i + V r - βΔt , V0

i) , t ≥ Tj

(1)

V t
j =

V0
j , t < Ti

V0
j - V r , Ti ≤ t < Tj

min ( V0
j - V r +βΔt , V0

j) , t ≥ Tj

(2)

其中 :V0
i , V0

j 为 0 时刻 i , j 的份额. 设买方单位时

间的商业交易量一直维持不变 ,为 V0
i + V0

j . 在 Ti

时刻 , i 首先加入了电子商务平台 ,并且获得了额

外的份额 V r , V r 反映了替代水平 ,范围为 0 ≤V r ≤

V0
j ,0 和 V0

j 分别代表不替代和完全替代两种极端

情况 . 这里假设 i 有足够的冗余能力来完全替代

j . 在 Tj 时刻 j加入了电子商务平台 ,这时开始逐步

恢复 j的份额.Δt = t - Tj ,β为 j的份额的恢复速

率.β为无穷大时就相当于立即恢复 ,当β为 0 时

就相当于不恢复.

1. 3 　效益

定义πi ( V t
i) ,πj ( V t

j) 分别为 i , j 在未加入电

子商务平台且份额为V t
i , V t

j 时单位时间的效益. 假

定所占份额越大 ,效益越高. 电子商务可以提高供

应链效率 ,降低成本 ,这表现在 :降低组织成本 ,降

低存货成本 ,降低运输成本和提高供应链的协调

能力 ;同时可能会增加一些使用成本 ,如增加了过

程成本及文档准备和传输成本[4 ] . 总的来说 ,一般

情况下采用电子商务的效益大于成本. 定义

εi ( V t
i) ,εj ( V t

j) 为 i , j 在加入电子商务平台后由电

子商务平台所带来的在份额为 V t
i , V t

j 时单位时间

的网络增值效益 (由电子商务带来的增加的效益

和增加的成本之差) , 设其大于 0 , 并随份额的增

大而增大.

下面写出各阶段的效益表达式 :

π0
i = πi ( V0

i) ,0 ≤ t < Ti

π1
i = πi ( V0

i + V r) +εi ( V0
i + V r) ,

　　　Ti ≤ t < Tj

π3
i = πi ( V t

i) +εi ( V t
i) , t ≥Tj

(3)

π0
j = πj ( V0

j) ,0 ≤ t < Ti

π2
j = πj ( V0

j - V r) , Ti ≤ t < Tj

π3
j = πj ( V t

j) +εj ( V t
j) , t ≥Tj

(4)

其中 :π0
i ,π1

i ,π3
i 为 i 的各阶段效益 ; π0

j ,π2
j ,π3

j 为 j

的各阶段效益.

1. 4 　建设成本和补贴水平

一个企业加入电子商务平台需要有一定的前

期投入成本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该成本会

越来越低[6 ] . 由于这个原因卖方会推迟加入以期

待更低的建设成本. 定义建设成本 C ( t) =

C0e -τt ,其中 : C0 为 0 时刻加入电子商务平台的成

本 ,τ反映技术进步率. 买方为促进卖方尽快加入

电子商务平台 ,可以给予卖方一定的补贴 ,定义补

贴水平为θi ,θj (0 ≤θi ,θj ≤1) ,分别表示对 i , j的

补贴占总建设成本的百分比.

1. 5 　总效益函数

由以上模型的假设和定义并且考虑资金的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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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效应[4 ] ,可以写出 i , j 考虑建设成本的总效益

函数 Pi , Pj :

Pi =∫
T

i

0
π0

ie
-γtd t +∫

T
j

T
i

π1
ie

-γtd t +

∫
∞

T
j

π3
ie

-γtd t - (1 - θi) C0e -λT
i (5)

Pj =∫
T

i

0
π0

je
-γtd t +∫

T
j

T
i

π2
je

-γtd t +

∫
∞

T
j

π3
je

-γtd t - (1 - θj) C0e -λT
j (6)

其中 :γ表示利率 ;λ = γ +τ;e -γt 项将效益转换

为以 0 时刻为基准的效益.

2 　模型求解和策略分析

2. 1 　卖方最优加入时刻

先考虑β = ∞的情况 ,即 V t
i , V t

j 在 t ≥ Tj 时

分别为 V0
i , V0

j . 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 ,卖方将在总

效益达到最大的时刻加入电子商务平台 ,据此计

算卖方最优加入时刻.

由
9Pi

9Ti
= 0 可得 T 3

i =
1

λ - γln
λC0 (1 - θi)

π1
i - π0

i
,

(λC0 (1 - θi) ≥π1
i - π0

i) ,由λ>γ可得
92 Pi

9T2
i T

3
i

<

0 ;当λC0 (1 - θi) < π1
i - π0

i ,则有
9Pi

9Ti
< 0. 综上可

以得出 i 的最优加入时刻

T 3
i =

1
λ - γln

λC0 (1 - θi)

π1
i - π0

i
,

　　(λC0 (1 - θi) ≥π1
i - π0

i)

0 , 　(λC0 (1 - θi) < π1
i - π0

i)

(7)

同理 , j 的最优加入时刻为

T 3
j =

1
λ - γln

λC0 (1 - θj)

π3
j - π2

j
,

　　(λC0 (1 - θj) ≥π3
j - π2

j)

0 , 　(λC0 (1 - θj) < π3
j - π2

j)

(8)

这里 ,需要有
1 - θi

π1
i - π0

i
<

1 - θj

π3
j - π2

j
,以保证 Ti

≤Tj .

可见如果补贴水平使
1 - θi

π1
i - π0

i
>

1 - θj

π3
j - π2

j
, i , j 的加

入时刻和先后顺序可能会发生改变. 当λC0 (1 -

θj) ≥π1
i - π0

i 时 ,最优加入时刻为

( T 3
i , T 3

j ) =
1

λ - γln
λC0 (1 - θi)

π1
i - π0

i
,

　　 　　　　　　
1

λ - γln
λC0 (1 - θj)

π3
j - π2

j
(9)

2. 2 　恢复速率制定

恢复速率不影响先入者的加入时刻 ,所以仅

需考虑后加入者的情况. 当β< ∞时 ,设 j在 T′j 加

入达到最优 ,若λC0 (1 - θj) ≥π3
j (β = ∞) - π2

j ,

则有

9Pj

9Tj T
′
j

= π2
je

-γT
′
j - π3

j ( T′j ,β < ∞) e -γT
′
j +

λC0 (1 - θj) e -λT
′
j = 0 ≥

π2
je

-γT
′
j - π3

j (β = ∞) e -γT
′
j +

λC0 (1 - θj) e -λT
′
j ] T′j ≥

1
λ - γln

λC0 (1 - θj)

π3
j (β = ∞) - π2

j
= T 3

j

若λC0 (1 - θj) < π3
j (β = ∞) - π2

j , j 将在 0 时刻

加入 ,仍然有 T′j ≥ T 3
j .

所以更严厉的恢复政策只会使后加入者推迟

加入 ,而买方却不得不忍受更长时间的传统商务

方式和电子商务方式共存的交易方式. 因此立即

恢复份额是最优的恢复政策 ,今后将只对这种情

况进行讨论.

2. 3 　替代水平设置

为讨论替代水平对加入时刻的影响 ,对 T 3
i ,

T 3
j 求偏导.

9T 3
i

9V r
=

- 1
(λ - γ) (π1

i - π0
i)

·
9π1

i

9V r
< 0 (10)

9T 3
j

9V r
=

- 1
(λ - γ) (π3

j - π2
j)

· -
9π2

j

9V r
< 0

(11)

即替代水平 V r 增加 ,使先入者和后入者的加

入时刻都提前. 当替代水平增加使得λC0 (1 - θj) =

π3
j - π2

j 时 , i , j 都将在零时刻加入 ,称此时的替代

水平为最优替代水平 V 3
r (临界替代水平) , 高于

此水平不会使加入时刻更提前 ,也不会真正被实

行 ,反而会挫伤 j 的积极性.

2. 4 　补贴水平设置

买方给予卖方一定的补贴 ,使卖方尽快加入

电子商务平台 ,提高自身的效益 ,同时买方又要考

虑补贴的成本. 因此买方必须要确定合适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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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以使自身净效益最大化.

首先考虑补贴 i 的情况. 补贴 i 后 , i 提早加

入平台 ,买方因为相关份额的交易提早进入电子

商务方式而获益. 定义获益函数

Fi (θi) =∫
T

3
i

(θ
i

= 0)

T
3
i

(θ
i
)

δ( V0
i + V r) e -γtd t =

1
γδ( V0

i + V r) e -γT
3
i

(θ
i

=0) ( (1 -

θi)
-γ

λ-γ
- 1) (12)

其中 ,δ( V0
i + V r) 为买方在 T 3

i (θi) 到 T 3
i (θi = 0)

时段比较没有补贴的情况因为 i 提前加入电子商

务平台的单位时间额外获益.

定义补贴成本函数

Gi (θi) = θiC0e -λT
3
i

(θ
i
)

=

θiC0e -λT
3
i

(θ
i

=0) (1 - θi)
-λ

λ-γ
(13)

则净效益为

Hi (θi) = Fi (θi) - Gi (θi) (14)

当
9Hi (θi)

9θi
= 0 时 , Hi (θi) 有极值 ,为

θp
i = 1 -

C0λ

δ(V0
i + Vr)e- (γ-λ) T

3
i

(θ
i

=0)
+ C0γ

(15)

由0 ≤θi ≤1 ,可得
92 Hi (θi)

9θ2
i θ

p

i

< 0 ,所以当

θi =θp
i 时 Hi (θi) 取得极大值. 定义临界补贴水

平为

　　θc
i = 1 -

π1
i - π0

i

λC0
(16)

当θi
≥θc

i 时 i将在0时刻加入 ,此时 Fi (θi) 的

积分下限将为 0 ,增加补贴不会使 i 更早加入 ,只

会增加买方的成本. 考虑到补贴水平不应为负 ,所

以最优补贴水平为

θ3
i = min (mɑx(θp

i ,0) ,mɑx (θc
i ,0) ) (17)

易证明

　　Hi (θ3
i ) ≥Hi (0) = 0

同理可得

θp
j = 1 -

C0λ

δ(V0
j - Vr)e- (γ-λ) T

3
j

(θ
j
=0)

+ C0γ
(18)

θc
j = 1 -

π3
j - π2

j

λC0
(19)

θ3
j = min (mɑx(θp

j ,0) ,mɑx (θc
j ,0) ) (20)

且

　　Hj (θ3
j ) ≥Hj (0) = 0

如果买方能够同时以最优方式补贴两个卖

方 ,还需要满足限制条件

　　
1 - θ3

i

π1
i - π0

i
<

1 - θ3
j

π3
j - π2

j

2. 5 　买方策略的综合考虑

2. 2 已说明 ,立即恢复份额是最优恢复策略.

2. 3 已经证明替代水平越高 , i 和 j 的加入时刻越

早 ,替代水平的提高和加入时刻的提早 ,都会使买

方获得的网络效益增加 ,而替代水平不直接影响

买方的成本 , 因此买方在替代水平达到最大 , 即

V 3
r = V0

j 时最优. 此时补贴 j 不会带来额外的效

益 ,只会消耗成本 , 因此θ3
j = 0. 由上述讨论可

知 ,买方的最优策略是设置替代水平为完全替代 ,

并且根据θ3
i = min (mɑx(θp

i ,0) ,mɑx(θc
i ,0) ) 确定

对 i 的补贴水平.

以上只是理论上的计算. 从长远考虑 ,完全替

代政策不利于 i , j 形成相互制约的竞争关系 , 也

不利于买方和卖方之间形成良好的客户关系 ,进

而会影响买方今后的采购质量 ,从而降低买方效

益. 完全替代政策使市场缺乏充足和活跃的参与

者 ,这是电子市场失败的重要因素[7 ] . 因此买方在

确定替代和补贴策略时应以 V 3
r ,θ3

i ,θ3
j 为指导 ,

充分考虑市场的参与和竞争情况 ,一般不应把替

代水平设为完全替代.

另外 ,如果买方不使用替代、恢复和补贴的诱

导策略 ,从 2. 2、2. 3 和 2. 4 的推导可以看出 ,其结

果不会优于使用诱导策略的情况. 因此买方从自

身经济效益出发 ,应该考虑采用适当的诱导策略.

3 　模型的深入讨论

3. 1 　技术进步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

τ = λ - γ反映技术进步率 ,而

lim
τ→∞

T 3
i = lim

τ→∞

1
τln

(τ+γ) C0 (1 - θi)

π1
i - π0

i
= 0 (21)

同理

　　 lim
τ→∞

T 3
j = 0

这说明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最终电子商务

的应用会越来越普及 ,这是大势所趋.

3. 2 　规模经济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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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长期平均总成本随产量增加而减少

时 ,即效益随产量增加而增加 ,就说企业呈规模经

济 ,反之企业呈规模不经济[8 ] . 即当 V1
≥V2 时 ,

若π′
i ( V1) ≥π′

i ( V2) , i 表现出规模经济. 此时

9T 3
i

9V0
i

=
- 1

(λ - γ) (π1
i - π0

i)

9πi ( V0
i + V r)

9V0
i

-

9πi ( V0
i)

9V0
i

+
9εi ( V0

i + V r)

9V0
i

< 0 (22)

对 j 也有类似结果. 这说明呈规模经济的企

业份额越多 ,应用电子商务越迫切 ,而呈规模不经

济的企业则相反.

另外 ,若份额给定时 ,π1
i - π0

i 越大 ,此企业规

模越经济. 考察

9T 3
i

9 (π1
i - π0

i)
=

- 1
(λ - γ) (π1

i - π0
i)

< 0 (23)

j 与之类似. 说明规模经济程度越高的企业

应用电子商务越迫切.

一般大型企业比小型企业的规模经济程度高 ,

商业份额多 ,所以也会更积极参与电子商务. 买方

更愿意和大企业合作 1 从这个意义上说 ,小企业在

电子商务的商业环境中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4 　结束语

网络不仅改变了市场交易环境 ,还加速了市

场重心从卖方向买方的转移. 处于优势地位的买

方企业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加快发展电子商

务 ,时刻掌握市场动态 ,提高自身经济效益. 本文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从理论上初步分析了买方企业

可以采取的一些策略 ,并给出了最优解. 另外 ,还

就此模型分析了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对电子商务

发展的影响. 这些对企业的经营战略设计有一定

指导意义. 本文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 ,例如

总是指定先加入电子商务平台的卖方 ,对两个卖

方都可先加入的情况考虑不充分 ,暂时也没有考

虑卖方合作的情况[12 ]以及多个买方和多个卖方

共存的情况 ,这些都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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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lectronic commerce is a new model of commerce based on the economy of network. B2B electronic com2
merce platform provides a marketplace for transactions between enterprises. In this paper , the buyers and seller’s

benefit model of buyer-pull B2B electronic commerce system i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ing

benefit in buyer’s market . Buyers’strategies , including setting the level of substitute , the rate of restoration and

the level of subsidy , are studied to induce sellers to join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platform. Finally the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ies of scal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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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and implementing of DSS model system based on process alg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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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y introducing the process algebra to the work of describing DSS model system , a new paradigm , called

DSS model algebra , for modeling DSS model system is proposed. There are some properties for model communication

such as invocation , selection , repeat , synchronization and concurrence involved in the new paradigm. The imple2
ment technology is also discussed. By comparing the DSS model system based on model algebra and model system of

components , it also gives an implement example for model system based on components.

Key words : DSS ; model ; process algebra ;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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