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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制造业企业在设计与构造供应链时所面临的一个核心 问题是如何对纵向整合度进行权

衡
,

通过一个单期
、

单制造商和单供应商的两级供应链模型研究这一 问题
.

制造商生产最终产

品所需的零部件被分为两 类
,

核心零部件与非核心零部件
.

对于非核心零部件制造商既可以选

择 自制从而提高纵向整合度
,

也可以选择外包给上游供应商
.

首先给出了制造商的最优整合外

包策略
,

然后分析了整合外包策略对上
、

下 游企业及供应链整体绩效带来的影响
,

最后讨论了

几种基于整合外包方式的供应链改进与协调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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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当今市场需求 日益多样化
、

各种产品市场

寿命周期越来越短 的情况下
,

企业在制定供应链

战略和设计供应链结构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如何平衡纵向整合度与业务外包之间的关系
.

近些年来
,

随着技术进步及市场环境发生深刻变

化
,

外包迅速发展
,

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如虚拟企业

不断出现
,

纵向整合似乎成了一种过时的战略
.

然

而也可 以看到这样的案例
:
在竞争激烈

、

外包行为

极为普遍的服装行业中
,

西班牙的 z A R A 却采取

了一种高度纵向整合的策略
,

这家企业拥有从分

布在世界各地的 650 家专卖店开始到织布和印染

几乎整条供应链
,

2 0 01 年其净利润率是 ro
.

5 %
,

而其主要竞争对手如 H &M 为 9
.

5 %
,

GA P 的净利

润几乎为 0
,

这两家根本就没有 自己的生产工

厂川
.

国内也有类似的案例
.

因此不论外包还是

整合
,

只要运用得当
,

都会成为企业构造具有独特

竞争力供应链的决定性因素
.

本文拟通过一个单

期
、

单制造商和单供应商的两级供应链模型来研

究外包整合策略给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和供应链

整体带来的影响
,

以及如何通过不同的外包整合

策略来改进供应链绩效并实现供应链协调
.

在该

模型中
,

作为供应链下游方的制造商要分别对两

种制造能力进行决策
:
一种是核心能力

,

指制造商

企业在这一领域具有较强竞争力或者根本无法从

外部获取相关能力
,

因此只能由制造商自己提供 ;

另一种是非核心能力
,

制造商可以选择不同的自

制与外包程度
,

即全部 自制
、

部分自制或全部外

包
.

本文将分析这些不同的整合外包策略对供应

链双方的影响
.

到目前为止
,

已经有不少文献从不同角度研

究了如何平衡纵向整合与业务外包之间的关系
.

在经济学领域
,

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包的应用

环境和作用分析
、

企业边界研究以及行业分析等
,

如文献〔2」研究了产业中一体化与外包组织形式

之间的均衡
,

指出在一个产业中不可能同时大量

存在一体化的组织和从事外包供应的专业化组

织
,

并指出产业中高度的资产专用性趋势则会抑

制产业中的外包活动 ; 文献「3 1研究了外包对产

业均衡价格的影响
,

并指出在规模经济条件下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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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可以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 ;文献「4 〕和「5〕从契

约理论出发分析了一体化与非一体化所涉及的企

业边界问题
.

在战略管理领域
,

关于外包的研究主

要是探讨外包在企业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机制以

及外包战略的具体实施策略
、

方法及效果评价

等〔6 一 ’”〕
,

比如文献「ro 」给出了一些判断标准来帮

助企业区别哪些活动属于不应该外包的核心能

力
,

哪些活动应该外包给供应商
,

并根据企业对外

包活动灵活性和控制程度的不同需要讨论了各种

外包形式
.

在运作管理领域
,

关于外包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类问题
:
第一

,

生产计划问题
,

如文

献「1 1 ] 和「12 ]研究了如何在生产计划制定过程

中综合考虑外包决策问题 ;第二
,

能力计划及分配

问题
,

如文献「1 3 ]研究了在需求与供应都不确定

条件下企业进行生产能力的外包决策问题 ;第三
,

外包供应商选择问题
,

如文献「14 ]研究了如何根

据外包供应商在降低成本方面的改进潜力选择供

应商进行动态外包决策的问题
.

近些年来国内对

外包 的研 究主要集 中在战略
、

IT 以及物流领

域 [” 一 ‘, 」
,

比如文献 [ 1 5 」将制造规范概念引人外

包决策
,

指出从企业长期竞争力和长期绩效出发
,

外包决策必须考虑制造业核心知识在企业和供应

商之间的流动问题 ;文献「1 8〕以 H a rt 产权理论为

基础
,

应用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信息技术外包

过程
,

指出任何产权结构都会存在专用性投资不

足的问题
.

由于企业外包活动是供应链管理的一

个组成部分
,

而供应链管理思想强调的是系统集

成管理‘2“
,

2 , 了
,

因此近年来有一些文献从供应链系

统的角度来考查外包
,

如文献〔22 ]研究了关于外

包的三种供应链契约对供应链双方投资决策的影

响问题
.

相比之下
,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揭示企业

关于整合外包的不同策略对供应链双方以及供应

链整体的影响
,

并就基于整合外包方式的供应链

改进与协调策略进行了讨论
.

部件
,

也可以外包给供应商生产
.

生产一个单位的

最终产品只需要一个单位的核心零部件和一个单

位的非核心零部件
.

制造商为生产核心零部件所

投资的生产能力被称为核心能力
x 。 ; 为生产非核

心零部件所投资的生产能力被称为非核心能力
: 。 .

核心能力
x 。

与非核心能力
: 。

的度量分别为核

心和非核心零部件的最大产出数量
.

制造商所面

临的市场需求是随机的
,

但概率分布已知
.

市场需

求用产品数量表示
.

模型有关符号在表 1 中列出
.

表 1 模型符号

T a b l e 1 N o t a t io n s

瓜
:
制造商期望运作收益 ;

虱
:
制造商最大期望运作收益 ;

几
:
供应商期望运作收益 ;

刃
:
供应商最大期望运作收益 ;

: 。 :
制造商的核心能力 ; x 。 :

制造商的非核心能力
;

p :
制造商单位产品销售价格

; p
, :
供应商单位产品销售价格 ;

c 。 :
制造商单位核心能力投资成本

;

c 、 :
制造商单位非核心能力投资成本 ;

c , :
供应商单位生产成本 ;

D :
制造商的市场需求 ; y :

需求 D 的随机变量
;

f(
·

)
,

F(
·

) :
需求 D 的概率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

1 模 型

考虑由单制造商与单供应商组成的一个单期

供应链
.

制造商只生产一种产品
,

所需零部件被划

分为两类
,

其中一类为核心零部件
,

这类零部件只

能由制造商生产
,

无法通过市场获取 ;另一类零部

件为非核心零部件
,

制造商可以 自己生产这类零

本模型还有如下一些假设
.

假设 1 :
供应链双

方对待风险的态度均为中立 ( r i s k n e u t r a l )
,

即双

方决策的依据是各 自的期望收益最大化
.

假设 2 :

制造商生产的非核心零部件只供 自己使用
,

不进

人中间产品市场
.

假设 3 :
供应商的生产能力无

限
,

且不考虑供货提前期
.

假设 4 :
不考虑产品生

产的提前期
.

假设 5: 气 < “二

制造商所面临的决策问题是在期初对其核心

及非核心能力做出投资决策
,

并根据已有的供应

商供应价格信息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外包非核心零

部件的生产
.

在本模型中
,

采用报童模型的概念来

描述能力决策问题
.

也就是说
,

将企业期初对能力

的决策视为传统报童模型 中的采购量
,

能力投人

不足会失去销售机会
,

而能力投人过剩则会造成

浪费
.

反映到本模型中
,

当 D > x 。

时
,

超过部分的

产品需求不被满足
.

在许多季节性
、

流行性及短寿

命周期产品所属行业中
,

如 rr
、

服装
、

家电等行

业
,

此类模型较为具有实际意义
.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

关于 C
。

和 C
。 ,

其

含义为制造商期初的一次性核心和非核心能力投

资的单位成本
,

制造商在生产过程中不再考虑与

能力利用相关的成本
.

相关研究已经表明
,

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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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使用成本不会影响研究结果的一般性〔” 1
.

此外
,

根据假设 3
, c ,

的具体含义是供应商已有能

力的使用成本或生产成本
.

假设 5 反映的是如下

常识
:
制造商如果要实行后向整合策略

,

就需要增

加相关成本
,

比如上游产品技术的获得及保持成

本
、

管理成本以及可能的不适当的规模效应带来

的成本
,

因此制造商后 向整合的成本通常要 比专

门供应商的成本更高一些
.

制造商的决策顺序如下
:
第 1 步

,

在期初对核

心和非核心能力
x 。 、 , 。

做出决策 ; 第 2 步
,

根据市

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决定外包的数量
,

当 D 蕊 : 。

时

不外包
,

当D > x 。

时外包的数量为D 一 x 。 ,

但不会

超过
x : 一 x 。 .

于是制造商的收益函数为

是核心 能力与非核心能力
,

这二者是相对独

立的
.

引理 1 由式 ( 2 ) 表达的制造商的收益函数

是
: 。

和 x 。

的凹函数
.

证明 为检验 H
。

的凹性需要求出 H es se 矩

Z日Z
H

_ a Z
H

_
、

阵 A
.

其中 A =

}
日‘ “xn 叙

·

l 由式 2 可得

} a
名

刀
”

a
‘

刀
~

}

\ 日x o

dx 。

口x
二了

a Z

风
a x 言

a ,

瓜
。x

三

一 (尸 一 尸
,

)f(
x 。

) < 0 = 0

二 一 p J( x 。

) < 0

a ,

Hm
日x 。

a x ,

a ,

风
日x 。

a x 。

二 0

风
=

EP m i n ( D
, x 。

) 一EP
:

而
n
「(D峭

。

)
+ , x 。一 x n

一 c e x e 一 c n x n

x 。

簇 x e

x 。 , x 。

妻 0

式中
,

第 1 项为制造商的期望销售收人
,

第 2 项为

制造商的外包成本
,

表明制造商要优先利用 自己

的非核心能力
,

其中 ( D 一 x 。

)
+ = m a x ( o

,
D 一 x 。

)
·

第 3 和第 4 项分别代表了制造商对核心和非核心

能力投资的总成本
.

约束条件
x 。

蕊 二。

反映了假设

2
.

于是式 ( l) 可以展开为式 ( 2 )

风
=

哎曲
,如《xJ( , ,街 一

哎
( ,

X 。

)f(r )、 一 p
:

户
X 。

一
。

)f(r )、

c e x e 一 c n x 。

相应的
,

供应商的收益函数为

Hs
= ( ,

j

一 ,
兀…

( ,

一 ,f( , , d , ·

(2 )

( ,
,

一
,

)上
’

(·
。

一
。

)只 , ) d , ( 3 )

x 。

感

x e , 尤 n

x e

妻 O

2 制造商的整合外包决策

现在讨论制造商实行后向整合策略时的能力

决策
.

对制造商来讲
,

供应价格只是决策的一个

参数而不是决策变量
,

因此制造商的决策变量只

于是显然有 de t A > 0
,

即 A 为负定矩阵
,

因

此 刀
刀

为凹函数
,

证毕
.

令 k = p e n

/ ( e 。
+ e 。

)
,

由引理 l 及 K 一 T 条件

可得制造商的最优能力决策为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
,

当制造商的非核心能力投

资成本高于供应价格时
,

制造商就不再选择 自制
,

这符合一般的常识
.

但当非核心能力成本低于供

应价格时
,

制造商也不是立刻选择全部自制
,

而是

有可能选择部分自制和部分外包
,

这正说明了考

虑不同程度的整合外包策略的意义
.

从上 面的分

析中可以看出
,

制造商外包与否取决于三个参数
,

尹
: 、e 。

与无
,

k 可以表示为 k 二 m e 。 ,

其中 m 二 尸/

( 。
。

+ c 。

)
.

令
: = Ps /c

, .

于是 m 和 :
分别反映了制

造商和供应商毛利率的高低
.

可以看出
,

第一
,

在
s

一定的情况下
, c 。

越高
,

制造商就越可能倾向于全

部外包 ;第二
,

在
、和 。。

不变的情况下
,

m 越高
,

制

造商越倾向于部分外包
.

反映到管理实践上
,

上述

性质充分说明了外包的作用一方面
,

在竞争激烈

的行业中
,

每个供应链环节的利润率都不会很高
,

企业间成本的微小差距也会造成制造资源的流动

与集中
,

也就是说
,

如果制造商为后向整合所支付

的成本过高
,

它就不会坚持这种策略
.

另一方面
,

如果供应链中某一个环节的利润率很高
,

这一环

节上的企业就有可能倾向于向后整合
,

因为高利

润率一方面会为企业提供实行后向整合策略所需

要的资源
,

另一方面企业也需要更加稳定的供应

来保护 自己高利润率的主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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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制造商的能力决策

T a b l e 2 M a n u fa e t u r e r ’ 5 e a p a e i t y d e e i s i o n s

制制制造商的能力决策策

情情况 111 ’。 = F
一 ‘

(些介兰 )))
PPP : > kkk

价
尸

一‘

(旦毛兰 )
PP

情情况 22222 P 一 P
: 一 c 。

、、

eee 。
感 P

,
簇 kkkkkkkkkkkkkkkkkkk

情情况 333 二 _ 。一 l 了P 一 P : 一 c 八八

PPP
:
感 c 。。 汤 ‘ 一 止

《

—
,,

PPPPP 一 P :::

丫丫丫。 = 000

命题 1 在非核心零部件完全外包的情况

下
,

降低
。。

对制造商收益的贡献率大于降低 p
:

对

制造商收益的贡献率
.

证明 对于非核心零部件完全外包的制造

商
,

给定供应价格 p
,

和单位核心能力成本
c 。 ,

就有

一个最优的
x 。

(p
: , c 。

) 和相应的制造商最大期望

运作收益 H点(p
: , c 。

)
.

由表 2 知当非核心零部件

完全外包时制造商的最优决策为 无
。

(p
: , c 。

) =

F
一 1

{巴二兰二立
、 P 一 P

s

_ _
,

沂
_

十是有于
二 =

叩
。

一 [ 1 一 F (凡)〕
c J( 凡)

在众多论述外包作用的文献中
,

都强调外包

非核心业务可以使企业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其具有

战略优势的核心业务
,

但是严格来讲
,

任何资源的

投人都需要讲究效率
,

如果对非核心业务的投人

回报超过核心业务
,

那么企业就可能会重新定义

其核心与非核心业务
.

在本模型中
,

可以从数量上

说明外包对企业专注核心业务的积极意义
.

由上文讨论可以看出
,

后向整合策略的实质

是制造商通过对非核心能力的投资使其非核心能

力的供应价格得到降低
.

设户
;

为制造商实行后 向

整合 策 略 后 的平 均 供 应 成 本
,

则 有 p
, =

忍{e n

m i n (刀
, x 。

) + 尸
,

m i n
「( D 一 x 。

)
十 , x 。 一 x 。

」}
E m i n ( D

, x 。

)

可以证明
,

当
c 。 < p

:

时有 户
, < p

: ,

当
c 。

〕 p
,

时有

P
: = P

, ·

换个角度解释这个问题
,

制造商实行后向整

合策略 (不管是部分整合还是全部整合 ) 相当于

找到一家虚拟供应商
,

制造商将非核心零部件的

生产以低于 p
,

的价格完全外包给这家虚拟供

应商
.

需要说明的是
,

制造商采用后向整合策略时

的投入不是一个显性变量
,

它既包括为拥有非核

心能力而必须的技术
、

人员储备
,

也包括为规模不

经济以及因为期初的一次性投人 cn x 。

而带来的能

力浪费的风险 ( 比如当D < x 。

时)
.

现在考虑如果

制造商将这部分投资不是用于向后整合
,

而是将

其用于对核心能力的改造
,

使其表现为核心零部

件单位成本
。。

的下降
,

那么情况又如何 ?对此有命

题 1 成立
.

一 C e

(尸 一尸
:

)zf( 凡)
’

_

旅
,

和二二 =

虎
。 (尸 一 尸

。

)f( 无
c

)
’ 将 无

。

(P
: ,

e 。 ) 代人式 (2 ) 有斌
二 H

。

(无
。

(尹
。 , e 。

)
,
p

, , e 。

) =

( , 一 ,
,

)
兀
“’

‘’亡‘
’

、 , ) 、
·

于是有

嘿
=

广
F ( , ) d , 一 *

。 ,

嘿
=

。尸
: J 0 d C c

所以

a H 二 a H二

—
<

—日c 。

即
, ( 4 )

式 ( 4 ) 说明制造商的最大期望收益对 c 。

的敏

感度要高于对 p
:

的敏感度
,

即降低
c 。

对制造商收

益的贡献率大于降低 p
:

对制造商收益的贡献率
.

证毕
.

命题 1 给出了一个简单的量化方法
,

使制造

商可以从投资效率的角度来判断是进行后向整合

还是投资于降低核心能力成本
.

当相同的投资水

平下有元/P
,

) 氏/c
。

成立时
,

制造商就应该专注于

核心能力的改进
,

其中 :
。

为改进后的单位核心能

力投资成本
.

3 整合外包策略对供应链双方的

影响

这一节讨论整合外包策略对供应链双方会产

生 什 么 样 的 影 响
.

用 N B I ( N o B a e k w a r d

Int eg ra tio
n ) 上标表示制造商不实行后 向整合策

略
,

刀护
了
和 刀夕卿 以及相应的刀之

留
’

和 刀少
脚

’

表示这

种策略下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期望收益及相应的最

大期望收益
,

有以下命题 2 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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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2 比较制造商实行和不实行后向整合

策略的情况
,

当供应价格相同时
,

有
a

.

H筑 )

衅
’ ; b

.

Hs* 蕊

酬
’ ; c

.

II:
一

衅
’

毛

酬
‘ 一

Hs*
.

在证明命题 2 之前需要进一步讨论一下斌
和 刀护

‘’

的性质
.

对此
,

有引理 2 成立
.

引理 Z a :
对于不向后整合的制造商

,

在区

l司尹
‘ 二 [ e , ,

尹 一 e 。

」内
,

刀之尸
’

是关于尸
,

的单调减函

数 ; b :
对于向后整合的制造商

,

当p
;

〕 k 时 H点与

p
。

无关
,

在区间p
, E
「

c : ,

k] 内
,

H二是关于p
,

的连

续的单调减函数
,

但 II: 在区间p
, 。

「
c 。 ,

k] 内关

于 p
,

的下降斜率要小于 刀之尸
, ’

关于 p
:

下降斜率
.

(证明见附录 A )

有了引理 2 就可 以证明命题 2成立
,

证明见附

录 B.

命题 2 表明
,

制造商的后向整合策略使供应

链中的利润分配变得对制造商有利
,

而且这种变

化是单向的
,

即制造商收益的增加是建立在供应

商收益减少的基础之上的
.

命题 2 还表明
,

后 向整合策略造成了供应链

效率的下降
.

从模型上看
,

后向整合策略引起供应

链效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制造商非核心能力成

本高于供应商成本的假设造成的
.

在这种假设之

下
,

不论制造商选择部分自制还是全部自制
,

其 自

制部分的成本都要高于供应商
,

也就是说自制部

分的效率要比供应商的效率低下
.

下面进一步分析如果制造商不进行 向后整

合
,

而专注于核心业务的改进
,

会对供应链双方产

生什么影响
.

对此有命题 3 成立
.

命题 3 制造商对非核心零部件采取完全外

包策略的情况下
,

制造商核心能力成本的降低可

以同时提高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收益
.

证明 由命题 1 知核心能力成本的下降可

以使制造商的收益得以提高
.

对供应商来讲
,

由式

专注核心业务
,

从而共同做大市场提供了一种可

能
.

在下一节中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

4 供应链绩效改进与协调策略

由命题 2 可知
,

后向整合策略使供应链的利

润进行了重新分配
,

其中制造商的收益增加而供

应商的收益减少
,

但这种重新分配的结果却是整

条供应链效率的下降
,

而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假

设 5
.

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外包是提高供应

链整体效率的主要方向
.

本节将就这个问题进一

步讨论
.

4
.

1 基于预先订购的供应链绩效改进策略

制造商对非核心能力的投资实际上相当于引

人了一个新供应商
,

制造商在期初一次性支付给

这家新供应商
。nx

。 .

预先订购策略是指当 p
; > cn

时制造商不再自建非核心能力
,

而是在期初支付

给供应商 Pr : 。 ,

其中 p
:

( c :

簇 p
;

感 c 。 ) 为由双方协

商确定的订购价格
,

然后供应商在期内根据制造

商需求的实现情况最多提供
x 。

数量的零部件
.

命题 4 在制造商实行后向整合策略的供应

链中
,

采用预先订购可以实现供应链绩效的改进
.

证 明 由于 p
r

蕊 c 。 ,

因此制造商用于非核心

零部件的投资支出减小了 ( c 。 一 p
:

) x 。 ,

而供应商

的收益函数则变为

几
= ( ,

!

一 ,丁:}(
,

一 )f( , ,办 · ( ,
J -

一 ,上…
(·

。

一
。

),( , )、
+ 。

r二。 -

·,

兀
”

爪 , )、一上:
·

J( , ,街 ( , ,

由于 p
r

) c : ,

因此供应商会有部分利润的增

加
,

这是因为

, rx
。

一
,

兀nxf(
, ) d , 一

,

厂xJ(
, ) dx=

无
。 =
厂

‘

{巴二卫二三
三

P 一 P
: )可知

,

当
C ·

下降时
,
‘
·

上升
,

‘,
;

一
,

, ·
。

+ ·:

兀
“

F ‘; , d , > 0

因此制造商对供应商的需求增加
,

于是供应商的

收益增加
.

证毕
.

命题 3 表明
,

与后向整合策略不同
,

制造商专

注于核心能力的改进可以使供应链双方的绩效同

时得到改进
.

这就为供应商采取措施促使制造商

( 6 )

证毕
.

注意到式 ( 6) 中即使 p
。 = c ,

供应商都会有利

润的增加
,

这是因为制造商是在期初一次性支付

给供应商 p
, : 。 ,

而供应商是按照制造商的实际需

求向制造商分散提供产品的
,

当 p
: = c ,

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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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增加的部分实际上相当制造商为需求不确定

性向供应商支付的溢价
.

但是当 p
r 二 c 。

时
,

对制

造商来讲采用预先订购就没有增加任何收益
.

命题 4 只表明预先订购可以实现供应链的改

进而不是协调
,

这是因为这种方式并没有从供应

链整体决策的角度考虑问题
,

而只是简单的将供

应链中效率不高的制造商非核心能力投资部分进

行了转移
.

下文要介绍的两部制定价则可 以实现

供应链的协调
.

4
.

2 基于两部制定价的供应链协调策略

两部制定价 ( T w o P ar t T ar iff ) 是指在通常根

据产品交易数量而支付的费用之外
,

再额外支付

一笔固定费用
.

这种做法广泛用于公用事业和服

务业
,

比如日常的固定电话收费就是一种两部制

定价
—

固定的月租费外加根据实际使用数量

而支付的使用费
.

但在一定条件下
,

也可以成为供

应链的一种协调方式〔” ]
.

以下讨论在本文所设定

的供应链环境下
,

如何制定基于两部制定价的供

应链协调策略
.

设在期初由制造商付给供应商固定的一笔费

用 T
,

然后供应商在整个周期内根据制造商的实

际需求以其成本价
c :

为制造商提供非核心零部

件
,

数量最大不超过制造商期初设定的核心能力
.

这种策略对供应商来说
,

由于其生产能力足够大
,

出于充分利用生产能力的考虑
,

供应商是愿意接

受的 ;对于制造商来说
,

这种策略可以使其以一定

的付出在必要时得到灵活的供应数量
,

因此也是

愿意接受的
.

在诸如机械
、

电子等生产能力比较充

分的行业
,

这种策略都有现实的应用意义
.

关于这

种策略
,

有以下命题 5 成立
.

命题 5 在本文所设定的供应链环境下
,

采

用两部制定价策略可以实现供应链协调
.

证明 只需证明存在一个 T 使协调后供应

链双方的收益之和等于一体化决策时的收益
.

首先计算一体化决策时供应链的收益 H,
.

几 达到最优时有就
= F

一 ,

{理二二二二
二

丫
\ P 一 c , ,

对供应商来讲
,

设协调以后的收益函数为研
口 ,

则有

衅
= 0 + T = T (8 )

因为协调后应有衅
> 双 成立

,

其中Hs 由式

( 3) 定义
,

于是有下式成立
,

T > Hs (9)

对制造商来讲
,

设协调以后的收益函数为衅
,

则有

二
二 ( , 一

,

)
厂、

)dr+ ( , -

C :

)上二
X :of( , )、 一 。c x

罗
一 :

( 10 )

因为 T 为制造商与供应商协商的一个固定值

(常数 )
,

因此显然对式 ( 10) 有引理 1成立
,

由一阶条

件可得衅 达到最优时有对
= F 一

(

~
)

P 一 c 。

就
.

即式 ( 10) 可改写为

刀菜
二

H,
一 T ( n )

因为协调后应有衅
>
风 成立

,

其中凡 由式

(2) 定义
,

因此由式 ( 11) 应有风
< H,

一 T
,

于是有

T < H,
一

虱 ( 12 )

将式 (9) 和式 ( 12 ) 合并有
,

Hs < T < H, 一

Hm
上式中右项减去左项得

几
一 ( Hm

+ 且 ) =
几

一
Hs

。。

其中
:

Hs
o 。
为双方单独决策时的收益之和

.

由命题 1

知后向整合策略造成了供应链整体效率的下降
,

因

此必有几
一

且
。l 。 > 0 成立

.

由式 (8) 和式( 1 1) 知协

调后双方的总收益为衅
+
衅

=
Hl

,

于是可知 T 总

是存在的
.

证毕
.

下面进一步分析 T的取值范围
.

令H,* 为一体化

陋
的最优期望收益

,

将就
二
厂

‘

(号策
兰)代

、
(7 ) 可得 H,*

= (, 一
:

)

厂
。 , ) dx.

当 p
:

妻 无时
,

T E (0
,

H,*
一

斌 )
,

其中

H,= ( , 一
,

)

加
: )、· (, 一

,

)
小, , )、 一

ccx: = (。一
,

)丁:。
, )、

二
仁

e 。 ,

无J 时
,

T 。 (买
,

II,*
一

属 )
= (p

,

一
:

)

小
一 、 )f(r , dr+

:P
.

只当辽

= (, 一
:

) (·: 一

兀
:; ( , )、卜

·。·

: (7 )

对式 (7 ) 显然有引理 1 成立
,

由一阶条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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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

)上
’

(、 一 ; 。

)f( , )、

二
= (, 一 p

:

)
广rf( , )、 · p

;

广。
: )、

当尸
, 二 [ e : , e 。

) ] 时
,

T 。 (从
’ ,

H,*
一

斌 )
,

其中

二
= (,

:

一
:

)
厂
、

、 , )、 · ( ,
。

一
:

)
万。

: )、

二
= ( , 一 p

:

)
广xf( , ) d ,

上面各式中的 ‘
。 、
无
。 、
无
。

和 芜
。

见表 2
.

可见
,

与

预先订购不同的是
,

即使当 p
,

( c 。

时
,

两部制定

价也可以采用
,

并可以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

T 取值区间的长度实际代表了供应链协调后

产生的全部收益
.

当 T 取值区间下限时
,

表示供应

链协调产生的收益全部被制造商独占; 而当 T 取

值区间上限时
,

则表示供应链协调产生的收益全

部被供应商独占 ;当 T取值区间中的某一值时
,

表

示供应链协调产生的收益由双方分享
,

在现实中

该收益的分享比例视制造商与供应商在供应链中

的竞争地位及侃价能力来确定
.

采用两部制定价的优点是
:
首先

,

加强了供应

商与制造商之间的合作关系
,

这是因为由于存在

预先支付的固定费用
,

所以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

的关系由短期即时采购演变为在整个生产周期内

的长期合作
.

第二
,

两部制定价可以实现对供应链

协调产生收益的任意分割
,

因此也更容易使双方

实现合作
.

4
.

3 其它供应链改进契约的讨论

除了预先订购与两部制定价外
,

命题 3 实际

上也为供应链整体收益的改进提供了一个可能的

途径
.

供应商可以设计一种契约
,

将供应价格与制

造商核心能力成本联系起来
,

如果制造商的核心

能力成本下降
,

则相应的供应价格也下降
,

这样一

方面促使了制造商更加专注于核心能力的改造
,

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制造商后向整合的冲动
.

如

果契约设计合适
,

就会实现供应链双方整体收

益的提高
.

下 面进一步分析这种契约存在的可

能性
.

由式 ( 3 )
,

当全部外包时供应价格的下降不

一定就会使供应商的收益下 降
,

这是因为 由式

无
。 = F

一 l 刀卫i‘ 玉)
P 一 P

,

可知
,

当 p
:

下降时
,
无
。

上升
,

即供应商的最终需求扩大了
.

而命题 3 表明制造

商核心能力成本的下降肯定会使供应商的收益上

升 因此供应商是有可能设计出一种这样的契约的
.

具体如何设计
,

将作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内容

5 结论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建立了一个单期
、

单制造商和单供应商

的两级供应链模型
,

首先对制造商的最优整合外

包策略进行了详细分析
,

结论表明
,

并不是任何情

况下只要自制成本高于外包价格
,

制造商就会立

即选择全部外包
,

而是有可能采取部分外包的策

略
,

并且还应该考虑投资效率的问题
,

这些结论为

现实企业制定合理的整合外包策略提供了一定的

参考借鉴
.

进而讨论了这种整合外包策略对供应

链双方及整个供应链绩效的影响
,

指出尽管后向

整合策略可以使制造商的平均供应成本下降从而

提升自身的收益
,

却会因为自制成本高于供应商

的成本而使整个供应链系统的绩效下降
.

在此基

础上
,

进一步给出了几种使供应链绩效得到改进

和协调的策略
.

本文还有若干可以考虑扩展的地方
,

例如
,

考

虑供应商能力有限以及多供应商的情况
,

进一步

深人研究 4
.

3 中提出的供应链改进契约
,

考虑其

它供应链协调策略 ( 比如供应价格折扣等 ) 等
.

这

些将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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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相同的供应价格有虱
>

刀黔
’

成立
,

即 a
.

成立
.

11
.

对供应商来讲
,

制造商不向后整合时供应商的期

望收益函数衅
川 为式 ( B

.

1 )
,

而制造商向后整合时供应

商的收益函数几 为下式
.

几
二

( , !

一 ,
几
‘: 一 ,f( , , 、 · ( , 。 -

·,

)上
’

(
X 。

一
。

),( : )方

对于相同的 , : ,

显然有 *吧
= F

一 ,

(卫二二二三
三

)
= 戈成

、 P 一 P : ,

‘1 = ‘属
一

衅
’‘

, I
, : = 、 二 “

f拭
, , d了 · O 立

,

因此有
,

H:
一

衅
引 ’ 二 -

即 b
.

成立
.

(, :

一 , (、
一

广
F ( , )、)‘ 0

,

由引理 “知对任意p , > “
,

有衅
’ <

衅
’

1 成
P 口 二介

立
,

因此必有 △; > O成立
,

即对相同的供应价格有 H二 >

刀黔
‘

成立
,

即 a
.

成立
.

五对供应商来讲
,

当p :

) k 时显然有Ha*
二 0

,

侧
川 ’ > 0

,

因此有双
‘ < 刀少

‘“
,

即 b. 成立
.

in. 令 八、 =

斌
一 刀之甲

’ > 0
,

A
: 二

衅
‘’ 一

Hs*
> o

,

于是有
,

△二 一 A
。 =

风
+

H:
一 (刀护

了’ + 刀卿
‘

) ( B
.

2 )

将式( A
.

7 )
、

( A
.

4) 与( B
.

l) 代入上式并整理得

1
.

将式 ( 2 )
、

( 3 )
、

( A
.

4 ) 与 ( B
.

l ) 代人式( B
.

2 ) 并

整理得

△、 一 △
, =

拼、
, dr+ 叮圳、

-

· ;

咬
(, /

·

)f( : , d : 一工{
(一

“
·

, f( , , 电一“
C

一
, 一

:(: 一
,

)

厂rf( , )、 · ( , 一
。

)
乐

*

鞠
, )、 一

。* :
了

」
知有 * : = *尸

= F
一 ,

{理二鱼二兰
(

)
P 一 P

:

,

于是有 △二 一 八
。 二

△用 一

妙心油
,岭买喇加

, 一

ccx
。 一

cnA

[(, 一
。

)

厂
, , )、· (, 一

:

)
乐

*

鞠
, )、一

。*
:Bl ]

e : 一 e 。

)戈
n

情况 3

一
:

兀
“

F ( : ) d : 、 0
,

即 C
·

成立
·

在 区间 p : E 仁
c 。 , c 。

」内
,

显 然有 属
二

刀黔
’ ,

几
’ = 刀州

’ ,

及 △、 = 八
:

成立
.

综上所述
,

命题 2 成立
.

证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