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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买主单一零部件采购总成本角度出发 ,建立了一个在合作竞争环境下确定零部件最优

供应商数量的模型. 该模型描述了影响零部件总采购成本的各种因素 ,包括市场环境、产品特

征、价格稳定程度、边际利润率、买主与供应商的相对讨价还价能力、合作竞争程度与合作成本

等. 通过对模型的求解与仿真分析 ,研究了这些因素对买主应选择的最优供应商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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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企业面临市场环境和顾客要求的变化直接影

响企业间 ,特别是买主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模式.

传统上买主采用的选择多个供应商 ,不断变换供

应商和让各个供应商之间进行竞争 ,以便降低零

部件采购价格的策略越来越被抛弃 ;取而代之的

是买主与供应商之间建立更长期的紧密合作伙伴

关系 ,如买主选择的供应商数量下降、采购合约周

期延长、相互共享的信息、资源等越来越多 ;此现

象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汽车制造业越来越明

显[1 ,2 ] .

目前管理学术界对企业间关系的研究非常关

注 ,既有理论方面的研究 ,各种解释新的企业间关

系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特点等的理论 , 如交易成本

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基于资源的竞争优势理论

等[4 ] ,也有各种研究组织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理

论[5 ,6 ] ,如开放系统理论、权变理论、种群生态学、

组织生态学、合作竞争理论、商业生态系统理论

等 ;同时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 ,如关于近十年来日

本和美国汽车制造业买主 - 供应商关系的变化趋

势以及采购与供应管理的变化趋势[1～3 ] ;有关供

应商选择问题也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7 ,8 ] .

供应商选择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

买主采购某种物品时 ,选择谁作为供应商 ;二是选

择多少个供应商. 人们对选择谁作为供应商研究

得比较多[7 ] ,而对应选择多少个供应商 ,即如何平

衡交易成本与采购物品的价格使采购总成本尽可

能低 ,研究较少. 文献[8 ]用定量模型得出了在非

完备合约的情形下 ,买主应选择的最优供应商数 ,

得出了“在买主为供应商投资提供激励能获得很

大收益的情形下 ,无论选择更多供应商的合作成

本多么低 ,买主选择与少数供应商保持更紧密的

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最优选择”这一重要结论 ,但

其模型没有反映现实中选择供应商应考虑的一些

关键因素 ,如产品市场环境、产品特征、价格稳定

程度、供应商的生产能力与边际利润率、买主与供

应商相对地位等. 而这些因素是影响买主/ 供应商

关系、买主采购战略与供应商数量优化的重要因

素. 本文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基础上 ,依据合作

竞争理论 ,建立合作竞争环境下的供应商数量优

化模型. 通过对模型的求解与仿真 ,分析了合作竞

争环境下各种因素对买主应选择的最优供应商数

量的影响 ,以及最优供应商数量随各种条件变化

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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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应商数量优化问题模型

设某个企业需要购买某种零部件 ,在市场上

可以寻找到多家该零部件的供应商. 所要解决的

问题是根据该种零部件的市场价格及稳定程度、

产品特征、供应商生产能力与边际利润率、买主与

供应商相对地位等因素确定最优的供应商数量 ,

使零部件采购总成本最低. 合作竞争理论认为 ,企

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既有合作的成分、

也有竞争的成分 ; 影响企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相

关因素是动态变化的 ,合作与竞争构成一个对立

统一体[5 ] .

在具体建立供应商数量优化模型之前 ,假设 :

1) 买主采用外购该种零部件的战略 ,可选择

一家或多家供应商 ;

2) 生产零部件的供应商越多 ,竞争越激烈 ,

零部件的市场价格越稳定 ;

3) 买主选择的供应商越多 ,讨价还价能力越

强、采购价越低 (供应商的利润率越低) ;

4) 供应商生产该零部件的成本随着买主采

购数量的增加而下降 (生产规模效益) ;

5) 买主与供应商合作可以降低供应商生产

该种零部件的成本 ;且合作程度越高 ,降低的成本

越多 ;

6) 买主与某一家供应商的合作成本随合作

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

设买主年采购该零部件的总数量为 Q ,选择

从 S1 , ⋯ , S x 等 x 家供应商处采购 ,则年总采购成

本为

TC = ∑
1 ≤i ≤x

( Qi ×w i + ri) (1)

式中 : Qi ———买主从供应商 S i 处采购的数量 ;

w i ———供应商 S i 的单位供货价格 (买主的

单位采购价) ;

ri ———买主与供应商 S i 的合作 (或称交易)

成本 ;

其中 :当 Qi 为零时 , ri 存在 ,意指交易前就发生了

如调查、谈判等相关成本[9 ,10 ] .

进一步假定 :

7) 市场上有多家该种零部件的供应商 ,且每

一家供应商都具有足够的生产能力 ;

8) 买主以相同的采购数量从 x家供应商处采

购 ,且供应商的单位供货价格都是 w ( x) .

将 Qi = Q/ x 与w i = w ( x) ( i = 1 , ⋯, x) 代

入式 (1) ,可以得出如下供应商数量优化模型 :

min
x ≥1

TC = Q ×w ( x) + r ( x) (2)

其中 : r ( x) = ρ ri ,表示买主与这 x家供应商的合

作总成本.

1. 1 　确定采购价格 w ( x)

1. 1. 1 　完全竞争模式下的采购价格与供应商数

量之间的关系

假设买主所选择的 x 家供应商具有相同的初

始生产成本 Cs ,采购价 w ( x) 为

w ( x) = Cs + Cs ×f ( x) (3a)

式中 : f ( x) 表示 x 家供应商的单位产品 (边际) 利

润率.

完全竞争理论认为 ,买主不能通过改变供应

商的数量以及与供应商的合作程度来影响供应商

的生产成本 Cs ; 买主只能通过增加供应商数量

(供应商相互竞争) , 减少供应商的边际利润率 f

来降低采购价 w ( x) . 由假设 3) 知

f′( x) < 0 ,且 f (1) = ɑ, f ( + ∞) = 0 (3b)

其中 : a 表示买主只选择一家供应商时 ,供应商的

边际利润率. a 的大小决定了采购价格的空间大

小 (将 a 简称为采购市场价格稳定程度) ; a 越小 ,

采购价格的空间越小.

1. 1. 2 　合作模式下的采购价格与供应商数量之

间的关系

合作理论认为 ,买主可以通过改变与供应商

的合作程度来影响供应商的生产成本与市场价格

稳定程度. 增加采购数量获得采购价格数量折扣 ,

以及与供应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降低供应商的生

产成本 ,以达到降低采购价格 ,是买主除利用供应

商的相互竞争以外 ,两种最常用的采购战略.

采购数量对供应商的生产成本 Cs 的影响

根据学习理论 ,在供应商生产能力允许的范

围内 ,随着产量的增加 ,生产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

将减少 ,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将提高 ,单位产品直接

生产成本将下降 ;由学习曲线可知 :增加产量与生

产改进成对数关系[9 ] . 因此 ,可进一步假设 :

①供应商的生产成本 Cs 与其产量 (供货

量) z 成对数关系

ln Cs = c + d ×ln z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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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当买主从一家供应商购买该零部件的年

总数量为 z = Q0 ( z = 2 Q0) 时 ,供应商的单位生

产成本 Cs = C0 ( Cs = q ×C0 , q < 1) ;

将假设 ②的条件代入式 (4a) 可得

Cs = C0 ×Q - d
0 ×zd , d = ln q/ ln2 < 0 (4b)

因此 ,买主选择 x 家供应商时 ,供应商的单位

生产成本 Cs 为

Cs = C0 ×Q - d
0 ×( Q/ x) d , d = ln q/ ln2

(4c)

一般而言 , q 可取 95 %、90 %、85 %、80 %等数

值. q 的取值大小与零部件的特征有关 ,如果零部

件是生产工艺简单 (成熟) 的标准化产品 , q 的值

较大 ;如果是生产工艺复杂 (或不成熟) 的专用产

品 , q 的值较小[9 ] .

供应商合作伙伴关系对供应商生产成本的

影响

如果零部件是新型产品、或者是需要专用设

备或专用技术的专用产品 ,增加产量带来的生产

成本下降的潜力较大 ,即式 (4c) 中 q的值较小. 但

要真正实现这种潜在的生产成本下降 ,需要买主

与供应商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11 ] ;合作程度 v

越大 , q 越小.

1. 2 　合作总成本与供应商数量之间的关系

买主与供应商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一般

需要对建立和维护这种合作关系增加投资 ,即合

作总成本 r ( x) 将增加. 因此 ,可以假设

r = r ( v , x) 　且 9r
9v

> 0 ,
9r
9x

> 0 (5a)

其中 : v 表示买主与供应商的合作程度 ;
9r
9v

> 0 与

9r
9x

> 0 意指 r 随 v 与 x 的增大而增大.

1. 3 　合作竞争模式下的供应商数量优化模型

合作竞争理论认为 ,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是同时发生的 ,买主与供应商之间的相互关系不

是单纯的合作或竞争关系 ,而是合作与竞争共存

的合作竞争关系. 买主一般会同时考虑与供应商

竞争 (讨价还价) 和合作 (生产改进潜在效益) ;因

此 ,由公式 (3a) 、(4c) 可知 ,当买主选择 x 家供应

商时 ,采购价为

w ( x) = C0 ×Q - d
0 ×( Q/ x) d ×[1 + f ( x) ]

(5b)

将式 (5a) 、(5b) 代入式 (2) ,可得合作竞争环

境下的供应商数量优化模型 :

　TC( x 3 ) =min
x ≥1

{ Q ×C0 ×( Q/ Q0) d ×x - d ×

　　　　　　[1 + f ( x) ] + r ( v , x) } (6)

其中 : x 3 表示买主应选择的最优供应商数 , d =

ln q/ ln2 < 0 .

式 (6) 中的 TC 可分解成 3 项 , 第 1 项

QC0 ( Q/ Q0) d x - d 代表 x 家供应商的供货 (生产)

总成本 ,它随供应商数量 x 的减少、合作程度的加

深 ( d 减小) 而减少 ;第 2 项 QC0 ( Q/ Q0) dx - df ( x)

代表 x 家供应商的总利润 ,供应商的利润率 f ( x)

随供应商数量 x 的增加而减少 ;第 3 项 r ( v , x) 代

表合作总成本 ,它随供应商数量 x 的增加而增加 ,

且随合作程度的加深 ( v增大) 而增加. 式 (6) 中包

含了供应商数量 x (竞争程度) 、合作程度、合作总

成本等基本因素 (参数) ,且参数 d 还与产品特征

有关 ;因此 ,供应商数量优化模型 (6) 较为合理地

描述了零部件采购总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

2 　模型求解

根据谈判理论[12 ] ,并借鉴确定学习曲线的方

法 ,可以对买主讨价还价能力对采购价格的影响

作进一步假设 :当买主所选择的供应商数量 x 增

加一倍的时候 ,所获得的采购价下降到原来的 p

倍. 由公式 (3b) ,类似于式 (4c) 的推导 ,可得

f ( x) = ɑxb , b = ln p/ ln2 (7)

将合作总成本 r ( v , x) 进一步分解为

r ( v , x) = r0 + k0 ×x (8)

式中 , r0 ———不随供应商数变化的固定合作成本 ;

k0 ———买主增加一个供应商所带来的合作

总成本增量 (简称边际合作成本) ;

且 r0、k0 与合作程度 v 有关 ; v 越大 , r0、k0 越大.

将式 (7) 、(8) 代入式 (6) ,可得

　TC( x 3 ) = min
x ≥1

{ Q ×C0 ×( Q/ Q0)
d ×x - d ×

　　　　(1 + ɑ×xb) + r0 + k0 ×x} (9)

求解模型 (9) 可得 :

定理 1 　若市场上有多家该种零部件的供应

商 ,且每一家供应商都具有足够的生产能力 ,则买

主应选择的最优供应商数 x 3 为

x 3 = mɑx{ 1 , x^} (10)

其中 : x^由下列各式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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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1 , 　　　　　d < b ;

+ ∞,

　　d ≥b 且 k = d = 0 ;

[ ɑ×( b - d) / d ] - 1/ b ,

　　d ≥b ≠0 且 k = 0 ;

[ ɑ×( - b/ k) ] - 1/ ( b- 1)
,

　　d = 0 且 k ≠0 ;

(11)

当 d ≥b , k ≠0 , d ≠0 时 , x^ 是方程

y = k ×t - d ×xd+1 - b - d ×x - b -

　　　　ɑ×( d - b) = 0 (12)

的唯一正解 ;

其中 : t ≡Q/ Q0代表买主总采购量 / 供应商最低

供应量的比率 ;

k ≡k0/ ( Q ×C0) 代表边际合作成本 / 总采

购价值的比率.

证明 　因为d TC
d x

= Q ×C0 ×( Q/ Q0) d ×

[ - d ×x - d - 1 + ɑ×( b - d) ×xb- d - 1 ] + k0

记 　t ≡Q/ Q0 ; k ≡k0/ ( Q ×C0) ;Ψ ≡Q ×C0 ×

td ×xb- d - 1 > 0 ;

y ≡k ×t - d ×xd+1- b - d ×x - b - ɑ×( d - b) ;

则 　d TC
d x

= Ψ ×y = 0 Ζ y = 0

情形 1 　当 d < b 时 ,
d TC
dx

= Ψ ×y > 0 ]

x 3 = 1;

情形 2 　当 d ≥b 时 ,方程 (12) 有唯一非负

解 x^ ,因此 x 3 = mɑx{ 1 , x^} ;

①k =0, d =0时,
d TC
dx

= Ψ×y < 0 ] x 3 = + ∞;

②k = 0 , d ≠0 时 ,求解方程 (12) 易得 x^ =

[ ɑ×( b - d) / d ] - 1/ b ;

③k ≠0 , d = 0 时 ,求解方程 (12) 易得 x^ =

[ ɑ×( - b/ k) ] - 1/ ( b - 1)
;

④k ≠0 , d ≠0 (必有 b ≠0) 时 , 易知 , 方程

(12) 有唯一正解 x^. 证毕.

定理 2 　若生产该零部件的每一家供应商的

最大生产能力为年生产 V 件 ,其它条件不变 ,则买

主应选择的最优供应商数 x 3 为

x 3 = mɑx{ Q/ V , x^} (13)

其中 , x^与定理 1 相同.

证明 　只须将模型 (9) 的约束条件 x ≥1 改

为 x ≥Q/ V ,证明与定理 1 相似. 证毕.

实例 　设某个企业 (买主) 每年需要外购某

种零部件10万个 ,挑选了7家供应商 ;若从其中的

5 家供应商采购该零部件 , 且每一家的采购数量

相同 (2 万个) , 则供应商具有相同的单位生产成

本 (10 元) 与相同的供货价 (11 元) ;假设当买主只

从一家供应商采购全部零部件时 ,供应商的单位

产品利润率为 35 %;并假设该零部件的学习曲线

为 q = 92. 5 %( d = - 0. 112 5) . 且买主每年与每

一家供应商发生的合作 (交易) 成本为 1 万元. 下

面利用模型 (9) 求解买主应选择的最优供应

商数 x 3

求解 　已知 , Q = 10 , Q0 = 2 , C0 = 10 , d = -

0. 112 5 , k0 = 1 , r0 = 0 , a = 0. 35 且 w (5) = 11

因此 , f (5) = (11 - 10) / 10 = 0. 1; t = Q/ Q0 =

5 , k = k0/ ( Q ×C0) = 0. 01 ;

将 a = 0. 35 与 f (5) = 0. 1 代入式 (7) ,可得

b = - 0. 778 4 ( p = 0. 583) ;

由定理 1 知 , x 3 = max{ 1 , x^} , 其中 x^ 是

方程

y ≡0. 01 ×50. 112 5 x1. 665 9 + 0. 112 5 x0. 778 4 -

　　　0. 233 = 0 (14)

的唯一正解. 经近似计算得 x^ = 2. 02 , 因此 ,

x 3 = 2. 02 ;

验证

Cs ( x) = C0 ×Q - d
0 ×( Q/ x) d =

　　　　　10 (0. 2 x) 0. 112 5 (15)

f ( x) = ɑxb = 0. 35 x - 0. 778 4 (16)

w ( x) = Cs ( x) ×[1 + f ( x) ] =

　　　10 (0. 2 x) 0. 112 5 (1 + 0. 35 x - 0. 778 4) (17)

TC ( x) = Q ×w ( x) + r0 + k0 ×x =

　100 ×(0. 2x) 0. 112 5 (1 + 0.35x - 0. 778 4) + x (18)

供应商的生产成本 Cs ( x) 、利润率 f ( x) 、供货

价 w ( x) 以及买主的年总采购成本 TC ( x) 的计算

结果如表 1 所示 ( x = 1 ,2 ,3 ,4 ,5 ,6 ,7) .

由表 1 可知 ,当 x = 2 时 ,买主的年总采购成

本 TC 最小 (110. 6 万元) ,即买主选择 2 家供应商

每年每家分别采购 5万个是最优抉择 ,这与定理 1

的结果 x 3 = 2. 02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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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选择不同的供应商数目 x 时 ,买主的年总采购成本 TC

以及供应商的生产成本 Cs、利润率 f 、供货价 w

x 1 2 3 4 5 6 7

Cs 8. 34 9. 02 9. 44 9. 75 10 10. 2 10. 38

f ( %) 35 20. 4 14. 88 11. 9 10 8. 68 7. 69

w 11. 26 10. 86 10. 84 10. 91 11 11. 08 11. 18

TC 113. 6 110. 6 111. 4 113. 1 115 116. 8 118. 8

3 　相关因素对最优供应商数量的影
响分析

为了讨论相关因素对最优供应商数量的影

响 ,先限制这些因素 ,即参数 b、d、a、k、t 的取值

范围 :

(1) d = ln q/ ln2 的取值范围

产品特性 标准化产品 专用产品 新产品

1 - q ( %) 0 2. 5 5 7. 5 10 12. 5 15 17. 5 20

d 0 - 0. 036 - 0. 074 - 0. 113 - 0. 152 - 0. 193 - 0. 234 - 0. 228 - 0. 322

(2) b = ln p/ ln2 的取值范围

买主地位 弱 中等 强

1 - p ( %) 20 30 40 50 60 70 80

b - 0. 322 - 0. 515 - 0. 737 - 1 - 1. 322 - 1. 737 - 2. 322

(3) a 的取值范围

价格变动空间 极小 小 中等 大 极大

a 0. 1 0. 15 　　　　0. 2　　　　　0. 25　　　　0. 3　　　　　0. 35 0. 4 0. 45 　　　　 0. 5

(4) 边际合作成本 / 总采购价值比率 k ≡k0/ ( Q ×C0) 的取值范围

边际合作成本 / 总采购价值 极小 中 极大

k 0 0. 001 0. 01 0. 05 0. 1 0. 3

(5) 买主总采购量 / 供应商最低供应量比率 t ≡Q/ Q0 的取值范围

总采购量 / 供应商最低供应量 极小 小 中 大 极大

t 0. 1 0. 2 0. 4 0. 8 1 1. 25 　　 2. 5 5 　　 10 　　

　　下面以定理 1 的条件与结果为例 ,对 x^ 进行

仿真 (求近似值) ,分析买主应选择的最优供应商

数 x 3 随各种因素变化的规律. 根据定理 1、2与仿

真结果 ,可得出如下结论 :

(1) 由定理 2 知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当单个供应商的生产能力不能满足买主的需求

时 ,买主应选择的最优供应商数量将随着供应商

的生产能力增大而减少 ;

(2)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随着零部件

市场的成熟、竞争的加剧 , 供应商利润空间减少

( a 减小) , 买主应选择的最优供应商数将减少

(图 1) ;

(3) 当买主增加单个供应商的采购量 , 或者

买主与供应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且合作成本与总

采购价值比率 k 变化较小、所带来的供应商边际

生产成本下降超过买主增加供应商数量带来的边

际采购价格下降 ( d < b) 时 ,买主选择少数供应

商集中采购或与供应商合作提高供应商的生产效

率 ,获取供应商因规模效益带来的成本下降好处

是最优选择 (定理 1、2) ; 前者是那些供应商生产

技术基本成熟、但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利用的产品 ,

后者是供应商需要为生产进行专门投资的专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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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新产品 ;

(4)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随着供应商

规模效益潜力的增大 (1 - q 增大) ,买主应选择的

最优供应商数将减少. 但这种变化趋势的强弱受

其它因素的影响 ,例如 ,边际合作成本 / 总采购价

值比率 k 越小 ,变化强度越大 (图 2) ;

图 1 　价格波动空间 a 的大小对最优供应商数量的影响

图 2 　生产可改进潜力 d 对最优供应商数量的影响 ( t = 1)

　　(5) 当买主相对于供应商处于绝对劣势 ( b =

ln p/ ln2 ,1 - p很小) 时 ,买主应选择的最优供应商

数将很小 ;因为 ,此时 ,买主增加供应商数对买主

的讨价还价能力影响很小 ,带来的采购价格下降

很小 ,但增加供应商数将导致合作成本的增加 ;

随着买主相对地位的增强 (1 - p 变大) ,买主

增加供应商数对买主的讨价还价能力的影响增

大 ;买主选择的最优供应商数将逐渐增大. 此时 ,

买主寻求更多的供应商发挥其增强的讨价还价能

力 ,可获得更低采购价格 ,达到总成本的下降 ;

当买主的相对地位继续增强 ,并逐渐处于主

导地位 (1 - p很大) 时 ,买主选择的最优供应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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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逐渐由大变小 ;此时 ,买主已逐渐掌握零部件价

格的主动权 ,选择较少供应商同样能获得低采购

价格.

图 3 显示了买主相对地位由弱变强 (1 - p 由

小变大) 时 ,买主选择的最优供应商数由小变大、

再由大变小的变化趋势 ;但这种变化趋势的强弱

受其它因素的影响. 例如 ,对于那些具有下列特征

之一的零部件 : ⑴总采购价值很大或合作成本很

小 ( k 很小) , ⑵供应商利润空间大 ( a 很大) ,这种

变化趋势较强.

图 3 　买主讨价还价能力 b (相对地位) 对最优供应商数量的影响 ( t = 1)

　　(6) 买主只有在边际合作成本与总采购价值

的比率 k 为零、且供应商边际生产成本不变 ( d =

0) 时 ,买主选择的供应商数越多越好 (定理 1) . 标

准化成熟型 ,且市场竞争激烈的零部件才可能近

似满足供应商边际生产成本不变的条件. 对于此

类零部件 ,若买主的年采购价值很大 ,信息技术的

应用将导致边际合作成本 / 总采购价值比率非常

小 (接近于零) ,此时 ,买主选择的供应商数越多越

好 (图 2 ①与图 4 ①) . 这类产品也是企业利用电子

商务采购的首选产品种类 ;

(7) 买主应选择的最优供应商数受到各种因

素的交互影响. 各种因素在不同的条件下 ,其影响

强度各不相同. 图 4 ②显示了在不同的 k、a 组合

下 ,供应商生产可改进潜力大小 ( d 的变化) 对买

主应选择的最优供应商数大小的影响强度差异 ;

图 4 ④则显示了在不同的 k、a 组合下 ,买主相对

地位强弱变化 ( b的变化) 对买主应选择的最优供

应商数大小的影响强度差异 ;

4 　结　论

本文在考虑零部件的市场环境、价格稳定程

度、产品特征、供应商生产能力、买主与供应商相对

地位以及合作强度等因素的基础上 ,建立了合作竞

争环境下的供应商数量优化模型 ;并对模型进行了

求解与仿真 ,分析了买主应选择的最优供应商数随

各种因素变化的规律.虽然在对优化模型的求解与

进一步分析时 ,对采购战略以及与供应商的关系模

式 (合作强度因素)作了简化处理 ,但本文的求解与

分析结果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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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边际合作成本与总采购价值比率 k 对最优供应商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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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ptimal number of suppliers based on co2opetition

ZHONG De2qiang1 ,2 , ZHONG Wei2jun1 , MEI Shu-e1 , ZHANG Xiao2qi2

1. 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 Southeast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6 , China ;

2.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 Institute , Zh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Zhuzhou 412008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on a basis of total acquisition cost , establishes a model for deciding the optimal number of

suppliers when a buyer purchases a component in a co2opetition environment . The model comprehensively describe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total acquisition cost of the component . These factors include market environment , compo2
nent characteristics , price stability , profit margin , 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 between the buyer and its suppliers ,

the degree of co2opetition and coordination costs , etc. By using numeral examples ,we illustrate how these factors af2
fect the optimal number of suppliers.

Key words :co2opetition ; purchase price ; cooperation costs ; total acquisition cost ; the optimal number of supp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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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product configuration based on customers’needs under mass

customization

LIANG Liang , ZHOU Jun , LUO Biao
Business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 Hefei 230026 ,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primarily deals with the optimization method of product configuration in an enterprise with

mass custom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customers’needs. Firstly , the paper introduced some concept of mass cus2
tomization , the meaning and idea of the optimization of product configuration. Secondly , 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relevant concept and method of QFD , which is an important tool of analyzing the customers’needs , and mend it in

some field. According to QFD analysis result , the paper finally expound the process of optimizing the product con2
figuration by using the TOPSIS method.

key words :mass customization ; TOPSIS ; optimization of product configuration ; quantity functional de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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