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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企业资源理论在竞争优势方面的研究成果及作者以往的研究，提 出供应链竞争优 

势来源的租金贡献分析与评价方法．文章首先概括了资源理论对竞争优势问题的解释，以及作 

者在供应链资源观模型构建，供应链上下游成员在交易价格与变动成本之间存在的传递关系 

等方面进行的研究．随后，提出成员企业租金贡献的概念，并给出成员企业租金贡献和供应链 

竞争优势的相应表述，由此认为供应链竞争优势来源于各个成员企业的租金贡献，但不是它们 

的简单加和，而是通过水平结构上的依次传递，逐步；12集到供应链最终成员企业而形成的．最 

后，文章给出供应链竞争优势来源的租金贡献评价方法的模拟评价，说明了该方法在供应链竞 

争优势分析、供应链构建、成员企业选择与评价等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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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有关供应链建模与竞争优势等问题一直是供 

应链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刘丽文分析和归纳了供 

应链管理思想产生的必然性和发展过程 ；陈志 

祥等提出了基于多 Agent的供应链构建模式与方 

法 2 ；高涌等运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供应链的 

成因问题_3 ；还有学者运用平衡记分卡等方法研 

究供应链竞争力的评价指标设计问题，以及运用 

模糊评价等方法来研究供应链竞争能力的评价问 

题等一i ，5 J，上述研究为供应链竞争优势问题的深 

入探讨提供了各种思路．本文拟从企业资源理论 

对竞争优势问题的研究成果出发，以本文前期在 

供应链的资源观模型构建和供应链竞争优势来源 

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为基础 6 J，从成员企业租金 

贡献角度来研究供应链竞争优势的来源和评价 

问题 ． 

① 收稿日期：2005—01—04；修订 日期：2006—03—22 

1 供应链的资源观模型及竞争优势 

分析 

1，1 企业竞争优势的资源观解释 

企业资源理论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是对竞争 

优势及竞争优势的来源问题给出了更令人信服的 

描述和解释 加j．该理论提出，企业是 由异质性 

的资源组成的，其中战略资源能够为其企业带来 

李嘉图租金或熊 比特 租金 等 内生性租金l_1 ， 

Peteraf',lr~其描述为下图 1一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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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 =均衡价格，阴影 =高效生产者可能获取的租金 

图 I 异质性资源要素所产生的稀缺性租金 

Fig．1 Scarcity rents th heterogeneous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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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理论认为，战略资源要素市场是不完备 

的，对这类资源的获取会受到路径依赖 、因果关系 

模糊、时间压缩不经济等因素的限制 "’H一，因而 

使战略资源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 

可替代性，即“VRIN”特性(Value，Rareness，Inim— 

itabilitv and Non。substitutability) ，由此战略性资 

源所创造的租金就有可能长期持续，并转化成企 

业的竞争优势一10, ．由图 l，这种租金是资源优 

势企业所获得的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即 

R=(P 一AC)×Q 

层次 l 

层次2 

层次 4 

其中，尺表示资源优势企业获得的长期租金，即竞 

争优势，P 表示市场价格，AC表示资源优势企业 

的平均生产成本，Q表示该企业向市场提供的商 

品或服务的数量． 

1．2 供应链的资源观模型及竞争优势分析 

1．2．1 供应链的资源观模型 

基于资源理论的研究成果，本文曾提出供应 

链的资源观构建模式，并给出相应的供应链的资 

源观模型，如下图2 J． 

水平结构 

图 2 供应链的资源观模型 

Fig．2 The RBV model of supply chain 

在图 2中，将层次4中的成员企业看作是基 略联盟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应用问题_】 培J，依据供 

本资源单位，功能类似的各个资源单位构成层次 应链的资源观模型及资源理论对竞争优势的论 

3中的某一类资源；层次 3中的各类资源通过共 述，本文认为供应链这类战略联盟的竞争优势来 

同投资和长期合作等会形成层次 2中的一些新资 源于两个层面：一是各成员企业 ，即各基本资源单 

源，本文称之为聚合资源． j；层次 2中的聚合资源 位创造的竞争优势；二是聚合资源所创造的竞争 

与层次3中的各类资源共同构成层次 l中的供应 优势．由于聚合资源本身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各 

链整体资源，陈志祥等、马士华的研究也提出了供 个成员企业为提高合作效率，通过共同投资及长 

应链的层次问题 ．各类资源及资源单位之间 期合作而形成的贯穿整个供应链的公共资源，如 

结成水平和垂直两种结构关系 "一，在水平结构 相互连接的信息系统、技能和经验等的相互传播、 

中，不同类型的资源之间存在互补协作关系，它们 文化和理念等的相互适应等等，这类资源散布于 

相互衔接完成从供应到销售的全部流程；在垂直 各个成员企业中，并通过进一步提高各个成员企 

结构中，同一类型的资源单位之间存在增强替代 业的竞争优势来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竞争优势，这 

关系，它们共同合作使该类资源能够满足供应链 也是供应链运作模式优于单个企业运作模式的原 

整体资源的要求 ，成员企业通过这两种关系构 因之一_】 ．由此本文认为供应链竞争优势从根本 

成整个供应链 ． 上仍体现于各个成员企业所创造的竞争优势，依 

1．2．2 供应链竞争优势来源分析 据公式(1)，成员企业所创造的竞争优势可以用下 

Das与 Teng及谢恩等都研究了资源理论在战 式表述 

▲T，●●●●● 垂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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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P 一AC )X Q ，i=1，2，⋯，凡 (2) 

公式(2)中，i表示供应链中第i个成员企业， 

相应的变量代表与第 i个成员企业所对应的变 

量， 表示各成员企业所创造的竞争优势．同样， 

供应链整体竞争优势应该是供应链中所有最终成 

员企业获得的租金 的总和，由公式 (1)得到公 

式(3) 

=  (P —A )X Q (3) 

公式(3)中，P 是指供应链最终成员企业提 

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 ；Q 是相应的最终产 

品或服务的数量．由资源理论，具有“VRIN”特性 

的战略资源的数量上在短期内不会迅速增加，其 

所能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产量也就不会在短期内 

大幅度增长_1 ，这样，在公式(3)中，要考察的关 

键指标就是各个最终成员企业的平均成本 Ae是 

如何形成的． 

2 成员租金贡献与供应链竞争优势 

来源分析 

2．1 成员企业之间成本转移关系 

假设在图2的供应链模型中，水平结构层次3 

中有 m种资源；垂直结构层次4中有 几个资源单 

位．在供应链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每个成员企业都 

有可能接受若干相邻上游成员企业所提供的产品 

或服务(水平结构第一列除外)，并加上 自身提供 

的那部分的产品或服务后，向若干相邻下游成员 

企业传递(水平结构最后一列除外)．这样，上游成 

员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交易价格，就会转移 

成为相邻下游成员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变 

动成本的一部分l7]．由财务管理理论，企业的利润 

与产品价格、单位变动成本 、产量及固定成本之间 

存在如下关系：利润 ：(产品价格 一单位变动成 

本)X产量 一固定成本，由公式(2)可以得到成 

员企业 ，创造的竞争优势的本量利关系表达式 

R = P 一．VC 1 X Qij—FC ， 

i= 1，2，⋯ ，m；J= 1，2，⋯，n (4) 

表示成员企业 的单位变动成本，FC 

表示固定成本，其他与公式(2)意义相同．其中 

VCo=VC +P{ ) ， 

i=2，3，⋯，m； = 1，2，⋯，凡 (5) 

即某一成员企业的单位变动成本 等于自 

身所发生的变动成本 ，加上相邻上游成员企 

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交易价格 PI 注意到， 

由于垂直结构关系的存在，所有成员企业的交易 

价格都会尽可能低于市场价格，即 P <Pi i，否 

则，该企业就有可能失去成员企业的资格． 

上述交易价格与变动成本之间的传递关系表 

明，每个成员企业在水平结构中承担两种职责：一 

是成员自身要为供应链竞争优势做出贡献，即做 

到 P <P ；二是要将上游成员企业已经做出的 

贡献经过本企业向下游企业传递．这样，每个成员 

企业 自身创造出多少租金，将其贡献了多少，包括 

上游成员的价格让步后又创造多少租金，相应贡 

献了多少，就成为随之而来的问题． 

2．2 成员企业的租金贡献 

注意到公式(4)中 表示的是某一成员企业 

所创造的总的租金，其中既包括了该成员自身创 

造的租金，也包括了上游成员通过交易价格让步 

而转移过来的那部分租金．由公式(5)，将其中的 

交易价格 ) 用相应的市场价格P 一。) 替换， 

则剔除了上游成员企业以价格让步方式对该成员 

企业变动成本的影响，得到公式(6) 

VCo =VC；+P 一1) 

i=2，3，⋯，m； = 1，2，⋯，凡 (6) 

将公式(6)带人公式(4)，就得到某一成员企 

业自身所创造的租金 的表达式： 

R；=(P 一 )X Qo—FCo． 

i=1，2，⋯ ，m；J= 1，2，⋯，凡 (7) 

比较公式(7)与公式(4)可以看出，公式(7) 

表示某一成员自身所创造的竞争优势，公式 (4) 

则是在该成员处累计创造的竞争优势，后者要大 

于前者．从上述比较中可以看出，成员企业将 自身 

所创造的租金以交易价格让步方式向相邻下成员 

企业传递，交易价格 P；的确定，取决于供应链中 

同一垂直结构内各成员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以 

及成员企业自身对利润的追求程度：制定较高的 

交易价格，成员自身留存利润较多，但有可能失去 

成员企业的资格；制定较低的交易价格，则 自身获 

利水平降低，但能确保成员企业资格．为此，本文 

提出成员企业租金贡献的概念．假设某一成员企 

业制定的租金贡献的比率为 (0≤ k ≤ 1)，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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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员的留存比率为(1一k )，本文将成员企业自 

身所创造的全部租金中，以交易价格让步方式贡 

献出去的那部分定义为该成员企业 自身所提供的 

租金贡献 R：，由公式(7)得到 

R；= ((Pij—VCO-)×Qij—FCO．) 

i= 1，2，⋯ ，m； = 1，2，⋯ ，n (8) 

根据公式(4)，相应得到在某成员处包含了上 

游成员租金贡献的总的租金贡献 R 为 

尺 =k【，((Pi—VC )×Q̈ 一Fc̈) 

i= 1，2，⋯ ，，n； = 1，2，⋯ ，n (9) 

至此，本文区分了成员企业自身所创造的租 

金，做出的租金贡献，以及成员企业所传递的总的 

租金，和总的租金贡献等概念，并给出了相应的表 

达式． 

2．3 供应链整体竞争优势表述与来源分析 

在上述这些公式中，只有产品的交易价格是 

未确定的，通过引入成员企业租金贡献的概念，可 

以计算它们相应的交易价格．由于供应链的实际 

运作过程中，成员之间交易的是完成的产品或服 

务，而不是某一成员企业 自身所发生的变动成本， 

所以在计算某一成员企业向下游提供商品的交易 

价格 JD：时，应包括相邻上游成员企业以价格让步 

方式转移过来的那部分变动成本 P{ )，由公式 

(8)，成员企业自身留存利润存在如下等式 

(1一k (P 一 ；一PIf_1)，)X Q 一 

FCq)=(P；一 ；一 i )X Qo一 
得到 

P；=(1一k )(P — c；一 

P i
— 1) )+k~fCo-／Qo-+ 

；+P{ ) (10) 

在公式(10)中，当租金贡献比率 k =0时， 

交易价格等于市场价格 P；=PO；当 k =1时， 

P 等于单位生产成本，成员 自身没有留存利润． 

确定了上游成员企业的交易价格，就能得出相邻 

下游成员的交易价格及产生的相应租金，由公式 

(4)和公式(5)，得到供应链水平结构最后层次中 

某 ·成员企业 ，所创造租金为 

R删=(P 一VC，nj)×Q州一F 

=1，2，⋯ ，n (11) 

该成员企业发生的总的变动成本为 

VC + 一 1)i 

= 1，2，⋯ ，n (12) 

至此，本文得出供应链最终产品成本的内在 

形成过程如公式(12)，以及最终成员企业的竞争 

优势表达式如公式(11)． 

由公式(3)和公式(11)，供应链整体竞争优 

势 R 就是水平结构总后层次中所有最终成员企 

业所创造的竞争优势的总和，即 

= ∑ =∑ ((P 一 )× 一 ) 

= 1，2，⋯ ，n (13) 

注意到，由公式(11)和(12)，最终成员企业产 

生 的租金还受到相邻上游成员企业交易价格 

P{ )的影响，如果上游成员企业提供较低的交 

易价格，则为下游成员企业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来 

确定自身的交易价格以及相应的租金，这表明相 

邻上下游成员企业在交易价格与变动成本之间存 

在的转移关系，会贯穿供应链的水平结构．由供应 

链的资源观模型分析已经得出：供应链竞争优势 

来源于各成员企业分别创造的竞争优势；而通过 

成员企业租金贡献分析进一步得出：供应链竞争 

优势不是它们的简单加和，而是成员企业以交易 

价格让步的方式所提供的租金贡献在水平结构中 

的依次传递，并逐步汇集到供应链最终成员企业 

而形成的，即R ≠∑ R；． 

3 供应链竞争优势来源的租金贡献 

评价方法 

供应链竞争优势来源评价的目的，首先是要 

判定供应链作为一个整体能否产生竞争优势，这 

与供应链的构建问题有关；其次是判断哪些成员 

企业 自身能够创造竞争优势，是否提供了租金贡 

献，这与成员企业选择有关；最后是评价供应链运 

作过程中各个成员企业做出了多少租金贡献，据 

此可以对成员企业采取相应的监督与激励措施． 

3．1 评价方法 

首先可以通过公式(13)来判断供应链能否 

产生整体竞争优势，R >0，则该供应链构建是可 

行的 ≤0，则表明该供应链的构建存在问题． 

其次是进行水平结构对比分析，比较图 2中不同 

水平结构中的各类成员企业自身所创造的竞争优 

势的总和，以及所传递的租金贡献的总和，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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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主要采用某一水平结构中所有成员企业自身租 

金贡献的总和、即公式(8)的和 R；，也可以比 

较供应链运行到某一水平结构处累计创造的租 

金，即公式(4)的和 R 最后，对处于同一垂直 

结构中的各个成员企业进行评价，比较它们各 自 

所提供的租金贡献，评价指标采用公式(10)中的 

：，其中主要考察成员企业 自身所创造的竞争优 

势 ，及租金贡献比率 

3．2 模拟评价 

假设一个由六个成员企业构成的供应链如下 

图3． ll、 l2各生产 200单位产品，分别提供给 

2l、 22各 100单位；M2l、M22各生产 100单位产 

品，分别提供给 31、 32各50单位；M3l、M32各生 

产 50单位最终产品．与各成员企业有关的数据及 

利用前面公式计算出的有关数据见表 1． 

表 l 模拟供应链及成员企业数据 

图3 模拟供应链 

Fig 3．A simulation suppb chain 

Table 1 Simulated supply chain and its partners data 

Jp ； v vc：j FC,j R； ∑R ∑R Jp； 
M  ̈ 6 6 6 200 2oo 6oo O 5 3oo 300 8．5 

l0 500 5o0 

Ml 7 7 7 200 2oo 400 O．5 2oo 200 9 

M2 6 23．5 26 10o 1oo 3oo O 4 120 22() 27 8 

30 3oo 550 

Mzz 6 23．5 26 loo loo 3oo O 6 l8O 330 26．7 

M3l 7 61．5 67 50 50 loo O．8 80 30o 64 

7O 170 555 

M32 6 6o．5 66 50 50 150 O．6 90 255 64．9 

3．2．1 总体评 价 

就本模拟供应链来看，供应链的整体租金贡 

献R =∑R =555>0，最终产品的交易价格 

l：64、P32=64．9，低于市场价格 ，=70，并 

且，所有成员企业自身所创造的租金均大于零，即 

>0，从总体上看，该供应链的构建是可行的． 

3．2．2 水平结构分析 

在表 1所反映的水平结构中，各层次自身所 

提供的租金贡献总和有 ，=500>∑ ，= 

300> R；j=170，这说明本模型中各层次提供 

租金贡献的能力依次递减，这是由于各层次中产 

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与交易价格之问的差额不 

同，以及本模型中产品或服务的数量依次递减这 

两个原因造成的，就本模型而言，产品数量的递减 

对上述关系的产生起到了主要作用．在各层次分 

别传递的总的租金贡献 中，有 Rl ：500< 

= 550<∑ ：555，这说明本模型中的 

租金贡献是在不断增长的．注意到，如果假设另一 

组数据，则可能会出现租金贡献在某一层次减少 

的现象，这说明该层次侵蚀了上游成员的租金贡 

献，原因可能是该层次的竞争激烈，导致市场价格 

下降并不断接近交易价格；或者是该层次所处行 

业整体水平落后，难以降低交易价格，这些因素会 

使该层次中的成员企业难以创造租金；再有，垄断 

性企业制定较低的租金贡献比率，使得上游的租 

金更多地留存在本企业内，也是导致租金贡献受 

侵蚀的原因． 

除了上述供应链内部对比评价之外，还可以 

通过与类似供应链在相应水平结构层次上的对比 

分析，来评价供应链中各个水平层次的表现．此 

外，在水平结构层次评价中，对那些在水平结构中 

参与较多流程的行业，如物流、销售等层次，应给 

予更多的关注，因为这些环节租金贡献能力的变 

化对供应链整体竞争优势的变化显然会造成更大 

的影响． 

3．2．3 垂直结构分析 

在垂直结构第 1列中，成员 M 的 自身变动 

成本 =6低于 2=7，其 自身创造的租金 

。相应高些，而两者制定的租金贡献比率 ．．： 

l2=0．5相同，则成员 l1向第 2层次传递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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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贡献高于 Ml2，制定的交易价格也相应较低， 

P1】：8．5< 2=9，成员 】2有被减少订货量的 

风险． 

在第 2列中，两个成员都发生相同的自身变 

动成本，产生相同的自身租金 1= 2=300；但 

由于 22制定的租金贡献比率 22=0．6高于 

21=0．4，其自身租金贡献 =180高于 1= 

120，其交易价格也相应低些．此外，由于租金贡献 

比率较高，使得成员 2向下游传递的的总的租 

金贡献 麦：330高于成员 2】相应的数值 = 

220，这说明成员企业制定的租金贡献比率不仅影 

响自身的租金贡献，而且影响上游成员企业的租 

金贡献向下游的进一步传递，比率较低的成员可 

能把上游成员提供的租金贡献更多地留在了本企 

业 内部 ． 

在第 3列中，成员 M 自身的变动成本高于 

相应地 自身产生的租金 磁】= 100低于 

2=150；租金贡献比例 31=0．8虽高于 32= 

0．6，但自身的租金贡献仍较低，彤1=80< S2= 

90．由于制定的租金贡献比率较高，上游成员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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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t contribution analyzing and appraising  study of supply ch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DU Shi—hai，DING Hui-ping，JIANG Wen—s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44，China 

Abstract：Using the research work of The Resource—Based View(RBV)theory，combining our former study，this 

paper pus forward the rent contribution analyzing and appraising method of supply chain competition advantage 

source．First，this pape r sums up the main achievements in the RBV in competition advantage explaining，our study 

of supply chain model in RBV and the transf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price and variable cost among chain part— 

nets．Then this paper brings forward the definition and formula of partner rent contribution an d presents the supply 

chain competition in this way．Based on these，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supply ch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composed of partners’rent contributions，an d it is not the simply parallel summation of those contributions，but 

rather the transferring of those contributions one partner after another and gathering to the final partners that form the 

supply ch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Finally，this paper provides the rent contribution method and ves a simulation 

to appraise and explain the usage of this method in supply chain competition an alyzing，supply chain construction， 

partner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Key words：supply chain；competition advantage；rent contribution；analyzing；appra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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