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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首先构建了一次交易供应链协调问题中基于一般性假设下非对称信息甄别的供应链次

最优 ( Se co nd
一

be st )协调模型
,

论证了 系统最优协调不 可得
,

之后将供应链一次交易关 系拓展至

长期合作关系
,

提出 了关于供应链协调 问题的
“

长期合作期望
”

这一研究立足点
,

在此基拙上

通过考察两类具体子问题
,

揭示 了长期合作背景下供应链上下 游企业之间的重复主从博弈对

信息非对称时的供应链协调问题的影响
: 若代理人 ( 零售商 ) 私有信息具有跨期关联

、

且事后

不 可验证
,

则将造成信息甄别的棘轮效应 ; 若私有信息在事后 有可能被识 别
,

则在委托人 ( 制

造商) 的触发战略 (Tri gg er St ra te gy )激励下供应链 Pa re to 最优协调能否达到取决于事后被识别

的概率
、

零售商的信息租金
、

对称信息下 自身的收益以及无伙伴关系时的保留效用之间的数量

关 系
.

论文给出了上述各个结论相应的定量分析与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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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供应链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中普遍面临以下

的系统性困难
:
组织间的冲突与竞争 ;不确定性以

及信息障碍
.

针对这些存在的困难
,

目前主要采用

合作
、

协调与激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

在信息不完

全
、

不对称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
,

这种模

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
.

可 以说关于供应链协

调问题的研究是目前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的重大

课题川
.

由于企业
、

供应链的顾客需求进一步呈现出

个性化
、

多样化
,

导致产品生命周期急剧缩短
、

需

求不确定性急剧增长
,

基于 N e w s ve n do r
模型对一

次订购情形下单周期产品 (或说季节性产品 )供

应链的协调问题逐渐成为了研究的一个主要方

向
,

其中
,

就信息不对称对供应链协调造成的障碍

及此情形下的供应链协调机制设计问题展开的研

究是其热点
,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

比如在信号博弈

模型层面
,

e a e h o n 与 L a五v i e re [’〕通过契约给供应

商以固定支付来获取信息以实现非对称信息下的

供应链协调 ; La riv ie re 〔’〕发现限制零售商退货能

够实现可信任的信息共享
,

等
.

在供应链中隐藏行

动的道德风险方面
,
P ri es 产1研究了质量保修合同

中的道德风险 ; 李丽君
、

黄小原和庄新田〔’」考查

了在供应商的质量预防投人成本和销售商的质量

评价投人成本均为不可观测的信息的情况下供应

商和销售商都可能会发生签约后道德风险的问

题
,

等
.

相关的研究目前在信息甄别方面占了更大的

比例
: e h a rl e ,

与 x av i e r [ 6 ] 、

e h a rl e s [ 7 J以及 e h a rl e s 、

zh
o 。
与 Ta ng 【s〕针对成本信息不对称时的库存策

略
、

数量折扣策略以及契约设计问题进行了研究 ;

L au A
.

H
.

与 La u H
.

5
.

讨论了市场需求信息不对

称时的供应链库存策略图 ; G an g H a 。
基于一种以

中间商为核心的
“

泛
”

两阶段供应链讨论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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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机制
、

合同的类型以及有关其他各成员的

信息的问题〔‘“】; L ut z e
研究了需求信息不对称时

的交货期承诺契约
,

发现对最小可能的买方的服

务水平进行交货期承诺是有效率的
,

而对高水平

买方的交货期承诺比最优承诺期短【川
.

国内学者

中索寒生
、

金以慧研究了零售商具有成本私有信

息时上游供应商的最优回购契约〔‘, 〕; 姬小利
、

王

宁生针对 VM I 且供应商的定价方式为数量折扣

的情形
,

讨论了为实现系统协调
、

具体应采用什么

样的折扣方案
,

之后对供应商不知道零售商对产

品的售价
、

只知道售价的具体分布函数的信息非

对称情形下的博弈进行了分析￡”
几郭琼

、

杨德礼

将供应链中交易的产品标的为相应的金融产品
,

假设了零售商拥有一个一般私有信息变量
,

讨论

了期权合同方式的协调作用 [’4 J ;等等
.

总起来说
,

关于信息不对称环境下 的供应链

协调问题还没有形成非常成熟的体系
,

如 目前关

于逆向选择
、

信息甄别的研究多是基于某一特定

具体信息的非对称情形进行讨论
.

同时
,

值得注意

的是
,

在当前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个不足
,

即圈于

短周期
、

季节性产品一次订货的基本特点
,

因此无

论供应链中信息结构是完全的还是非完全
、

非对

称的
,

现有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一次性的供应链

伙伴合作关系的前提之下
,

而事实上
,

实践中更常

见的情况是
,

固然供应链中某种特定具体产品的

交易行为是一次性的
,

但是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伙

伴合作关系却经常是稳定的
、

长期存在的
.

因此
,

针对这些实际问题
,

本文将进一步贴近实践
,

尝试

从以下方向展开研究
:
首先在较宽松的一般性的

假设前提下分析私有信息带来的逆向选择及其甄

别对供应链 P ar et o
最优协调的负面影响

,

其后将

一次性供应链合作关系拓展至供应链成员之间具

有长期合作关系 (期望 ) 的情形
,

在对这种长期关

系的具体属性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

具体针对包含

事后不可验证的跨期关联私有信息以及事后可验

证的私有信息等两种情形下的信息甄别
、

逆向选

择问题进行探讨
.

节开始之前向供应商以批发价订货
.

不失一般性
,

设决策双方均为风险中性
,

其决策函数为期望收

益最大化
.

在对称信息状态下
,

零售商的唯一决策变量

是其采购批量 Q :
对于零售商而言

,

其面临的问题

就是根据市场需求预测分布
、

产品进价以及售价

等因素来确定自身的期望收益 E n 。 ,

进而通过最

大化 期望 收益 得到其 最优 订货 批量 Q声

盯落>Ta xE n *

( 最优批量的存在性与唯一性证明见

参考文献 「15 ] )
.

此时
,

制造商获得相应的收

益 君fl s ( Q万)
·

为改变在交易中的被动情形
,

制造商考虑对

零售商施加激励 ,( i
, ,

i : ,

…
,

i
。

) ( I 可 以是回购策

略
、

数量折扣策略等等
,

i、( k = 1
,

2
,

…
,

n) 是相应

激励策略所选定的激励变量 ) 以使得零售商在此

激励下的采购批量上升
,

从而提高制造商自身的

收益
.

此时从委托
一
代理的角度看

,

制造商可以

看成是委托人
,

而零售商则是代理人
.

若记 E n s
, , 、

E n * , ,

分别为存在激励时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期望

收益
·

Q万
,
了 = ar 龟隽ax E n * , ,

为零售商相应 的最优

订购批量
,

则根据 M ye rs on 的显示原理〔‘“」知制造

商的决策问题为

m严 E fl s
,

,

E fl * , , 妻 E ll :

( IR

E fl :
,

, ( Q;
,

, ) =

珍给 E ll ;
,

, ( Q) ( I C

( 1 )

其中
:
第一个约束 IR 为代理人个人理性约束 ( 或

说参与约束
,

I n d i v i d u a l R a t i o n a l i t y )
,

即接受激励

的收益不能低于不接受激励时的期望收益 ( 或保

留效应 )
.

需要强调的是
,

若二者是初次合作
,

则

处于主导地位的供应商可以使零售商仅获得保留

效应〔‘, 〕;第二个约束 Ic 为代理人激励相容约束

( In e e n t i v 。 C o m p a t ib l e )
,

即在激励下代理人总是

选择使 自己的期望收益最大化的决策
,

此处表现

为零售商选择其最优采购批量
.

1 模型假设与一般描述
2 含非对称信息甄别的供应链协调

模型

考虑一个单产品一次订购的两阶段供应链
,

上下游分别为制造商和零售商
,

零售商在销售季 由于供应链各成员企业是独立的利益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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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供应链上源于主观和客观因素的私有信息是

普遍存在的
.

为讨论方便
,

本文给出以下概念

约定
:

非对称信息 ( A s y m m e t r i e I n fo r m a t i o n ) :
本文

基于委托
一
代理的角度把信息不对称 ( 私有信

息 ) 的概念界定为 :
影响代理人决策从而影响委

托人期望效用的
、

代理人拥有而委托人不拥有的

私有信息
.

供应链 P ar et 。
最优协调策略

:
称制造商的激

励策略 I
‘

( il*
,

iz*
,

…
,

in* ) 为供应链 Pa re to 最优协

调策略
,

当且仅当 I
’

满足 ( 1 )
,

且此时相应的采购

批量实现了供应链总期望收益的最大化
.

在供应链成员就季节性产品进行一次性合作

时
,

本文针对事前非对称信息的甄别问题提出以

下命题
:

命题 1 若供应链中代理人 (零售商 ) 拥有

私有信息 人
,

则
: ( l) 供应链 P ar et 。

最优协调策略

I
‘

不存在 ; ( 2) 制造商将不得不向零售商支付信

息租金以获取该信息
.

证明

此时代理人 (零售商 ) 拥有与其订购批量决

策有关的私有信息 A
.

假设委托人 ( 制造商 ) 不知

道 A 的真实值
,

只知道其作为随机变量 的先验分

布信息 A E A
,

A 为零售商的类型空 间
.

记 {拭 二

(人
,

I( 人 ) ) }人
二

川 其中
,

为此信息不对称情形

下制造商的激励配置集 I ( 入) 二 ( 11

( 人)
,

1
2

( 入)
,

…
,

i
。

(入) )
·

零售商将具有说谎的冲动
,

若虚假的 人( 记为

无) 带来的收益 召刀
尺

(久) 比披露真实值时更大的

话
—

本文关心的是这样的虚假值 入
。(久。 尹 劝

总是存在的
,

即便只有一个
,

因此这一假设是 自然

的
.

从而制造商的决策函数将被迫改变为

哗
x E

*

(E刀3
, ,

(入 I A ) )

为信息显示机制
,

其作用在于
:
对于任意的信息值

人 它都能使得零售商在说真话时才能获得 自己的

最大期望收益
.

对于任一给定的 人
,

类似于 1
,

零售商具有最

优订购批量 久.,( 入) = ar 龟男ax E H R,I ( A)
,

从

而 IC 条件中的 Q 应取值为 久
, ,

(劝
·

在非对称信息情形下
,

处于信息劣势的制造

商将提出一个合同菜单 } 衬 = (人
,

I (人) ) }人
E

A }供零售商斟酌
、

选择
,

对零售商所声称的信息

值 人
,

根据合同菜单
,

制造商将给出相应的激励

I( A )
.

式 ( 2 ) 的含义在于
,

制造商希望找到一个

适当的合同菜单以激励零售商说出信息 人 的真

实值
,

并在此基础上 能够实现 自身收益的最

大化
.

由 ZC 条件可知
:

嗯 ,,( 入 } ‘卜 m̂ax “几 ,,(A }‘) 〕

,,(x l̂)
=

赞呱,,(A la) (IC)

,,( 人 ! 人) 妻 认 ( IR )

(2 )

其中渭刀
召

,

, (天 l 劝 表示零售商在私有信息的真

实值为 人
、

并声称其为天时所获得的激励相容的

期望收益 ; 期望算子 E *
表示对随机收益 函数

君刀民, ( 人 }人) 关于 人 求期望值
.

此处 IC 条件称之

E H *
, ,

(入。 } ^ ) > E fl ;
,

, ( 3 )

即此时零售商的期望收益总要严格大于信息

对称时
.

这说明为了使得零售商说实话
,

制造商不

得不比信息对称情形下付出额外的转移支付 ( 式

( 3 ) 左右两端两项 的差值 ) 作为信息激励成本
,

称这类激励成本为信息租金
.

至此
,

命题 1 的 ( 2)

得证
.

( l) 是显然的
,

采用反证法给出证明
:

设 P ar et 。
最优系统收益能够达到

,

则 I
’ =

I
’

(人) ( V人 二 A ) 存在

劝 i厂
= i* (入) ( l 蕊 k 蕊 n )

,

V入 二 A

劝 i * ( A ) 三 i厂( 1 蕊 k 感 n )

这说明制造商给出的激励合同菜单与非对称

信息 人无关
,

这与 (2) 中的IC 条件矛盾
,

即无法保

证零售商说真话
.

从而命题 1 的 ( 1) 得证
.

命题 1 说明
,

由于非对称信息的存在
,

制造商

会给出一个从供应链整体收益来看是次最优

( s e c o n d
一

b e s t) 的激励
,

这使得供应链的总期望收

益无法获得其在集中决策模式下的最大值
,

即

因为产生 了无谓的代理成本而无法实现 P ar et o

最优协调
.

命题 l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信息共享障

碍在供应链中的危害性以及消除的必要性和 困

难性
.

EHeQ,̂EHs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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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期合作期望下的信息甄别

在上面的讨论中
,

给定一个信息甄别间题
,

委

托人 (制造商 ) 决策的前提是以最小的代理成本
、

最少的信息租金从代理人 (零售商 ) 处获得其私

人信息
.

考虑到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的长期性
,

有

必要分析这种重复博弈的关系对代理人私有信息

以及委托人的激励模式的影响
.

本文首先对季节

性产品供应链长期合作关系的有关属性进行刻画

与界定
:

1) 就不同的季节 ( 时期 ) 而言
,

供应链双方

交易的产品是不同的 ; 任一期产品的交易关系是

一次性的 ;交易双方的多时期伙伴合作关系是单

期关系的重复 ;

2 ) 就供应链中制造商向零售商提供的激励

而言
,

由于交易产品的季节性特点
,

该激励通常不

会是一种覆盖多个时期的长期合同
,

而是体现为

一系列短期激励合同的集合 ;

3) 就零售商私有信息在时间上的关联而言
,

存在两种情形
:
¹ 跨期相关

,

即该类型私有信息

存在着跨期的影响 (如风险偏好
、

库存成本等信

息 ) ;º 相互独立
,

即在所有 的时期该信息类型不

存在相关性 ( 如产品的需求信息等 ) ;

4 ) 就私有信息的事后评估而言
,

包括事后不

可验证与事后可验证
,

前者指任一期交易后私有

信息是否被披露不能被验证
,

后者则表示有可能
.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以下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

3
.

1 事后不可验证
: 跨期关联信息甄别的棘轮

效应

先同样界定一个概念
:

完全分离均衡
:
若在某激励配置集 } 拭 =

帆
,

I帆 ) ) ! 入
二
川 下

,

I林
:

) 笋 I恤
2

) ( V人
1 兴

人: )
,

即不同的代理人在配置集下有不同的选择
,

则说完全分离均衡存在
.

对于长期合作关系下在各个时期具有相互独

立性的非对称信息
,

若本期非对称信息在未来时

期无法验证
,

则委托人 ( 制造商 ) 唯有采用 2 中的

信息显示机制
,

以牺牲一定的收益来实现供应链

次优协调
,

因此
,

此时的长期合作与博弈的关系体

现为单期交易的简单重复
,

本文在此不赘述
.

对于长期合作关系下具有跨期关联的非对称

信息
,

由于其具有跨期关联性
,

信息披露对未来时

期的影响将使激励问题比一次性交易情形更加复

杂
,

特别的
,

在事后不可验证的情形下
,

本文有以

下结论
:

命题 2 (信息甄别的棘轮效应 ) 供应链长

期合作的重复主从博弈情形下
,

对于事后不可验

证的非对称信息
,

在博弈的第一阶段不存在完全

分离均衡
,

即命题 1 中的非对称信息甄别机制是

无效的
.

证明

已知生产
、

经营季节性产品的供应链中制造

商与零售商具有长期合作关系
,

双方在各个销售

季节的博弈情形与条件是类似的
,

即双方具有简

单重复主从博弈关系下
.

此时零售商拥有私有的

跨期关联信息 入
,

制造商具有 A 的先验分布信息

A
,

A 为有限集或连续集
.

其它与 2 类似
.

以整数 k ( 1 续 k 感 n) 记 n
个合作季节 ( 时期 )

各自的序号
,

则类似 2
,

若在时期 1 制造商给出 IC

条件以使得零售商披露 入 的真实值
: E斌!{

1

(人 }

人

卜 mxa
x

EH 欲{
,

(天 } 入) ( 注
:
上标表示所处时

期 )
,

则从第二个时期开始
,

供应链双方将不存在

信息不对称
,

因此
,

从 1 的讨论可知
,

在后面时期

中
,

主导型制造商将通过适当的激励使得零售商

仅取得其保留效应
.

不失一般性
,

设零售商对于保

留效应的贴现因子 占 = 1
.

从而首期说真话时零售

商所能获得的总收益 (记为 E马 ( T) ) 为

E。 ( T ) =

(哪
·

呱!{
1

( “I A , )
+
旦‘” +

旦‘
, , + … +

旦‘
“

, = 犷 +

艺 旦(‘, (4 )

其中
,

U( ‘) 为零售商第 k 个时期的保留效应
, :
为

其信息租金
.

注意到 A 中至少有一个 无。 笋 大 能使得

E
衅{

、

(无。 ) > E
川{

、

( A ) 二
旦“ , ,

因此
,

若零售商

谎称 A 二 久。
,

则其 能获得 的期望收益 ( 记为

EHR ( L ) ) 为

君刀
泥

( L ) = 君刀轰!{
,

(无。 }入) 十君刀欲人(天
。) +

… + 君
玻{

二

(天。)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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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声刀轰!{
,

(天
。

}A) 是零售商在第一时期制造商

给出形如 2 中的显示机制之后谎称真实值为 久
。

时的期望收益
.

由于该显示机制使得零售商在说

真话时才能够获得最大收益
,

因此
,

谎称 人
。
将导

致零售商第一时期的收益下降
,

即 E刀二!{
:

(天
。

}

人) 花刀吴{}
.

(人 ! 人)
.

记 么u( l) = E斌!{
,

(人 } 人 ) -

百刀 ;{{
:

(天。 I ^ )
,

A u (‘, = E H轰{}
*

( 天。) 一
旦(‘, ,

则由

式 (4 )
、

( 5 ) 有

于信息的披露
.

3
.

2 事后可验证
:
重复博弈的非对称信息甄别

与一次性合作关系不同
,

在供应链双方具有

E HR ( L ) 一 E刀
入

( T ) =

叉△u “ , 一 △u (‘’

(6 )

显然点蕙
△“‘k) 一 “u( ” > 0

,

因此可 以断

言
:
具有足够长时期的合作期望下制造商给出的

显示机制将不但不能使得零售商披露其真实值
,

反而会刺激其说谎的冲动
.

命题 2 揭示了长期合作关系中非对称信息甄

别问题的棘轮效应
:
由于信息隐匿可 以给信息拥

有者带来信息租金
,

因此甄别非对称信息将给委

托人带来损失
,

而要在甄别信息的同时实现供应

链利润的最大化则面临更大的困难 ;更进一步的
,

考虑到信息披露对代理人未来收益的影响
,

棘轮

效应的影响将使得供应链最优协调成为一个系统

性难题
.

因此克服棘轮效应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

一般地说
,

可以提出以下思路来消除或缓解信息

甄别的棘轮效应
:

l) 全局信息显示机制
.

即将 2 中式 ( 2 ) 所示

激励 相 容条 件 从第 一 期 拓 展 至 所 有 时期
:

乏E瓜,,( 入 }入) 二

哪
x

乏E lls ,,( 无I劝
,

但是这

将带来的间题是零售商全局收益 函数难以确定
,

同时代理成本过高
,

因此存在着实用性的疑虑 ;

2) 引人多代理人竞争机制
.

如拍卖机制
.

引

人类型相关的多个代理人
、

通过代理人之间的竞

争来揭示代理人私有信息
,

委托人可能攫取几乎

全部理论收益
.

3 ) 引人充足统计量 ( S u ffi e i e n t S t a t i s t i e )
.

当

代理人 (零售商 ) 具有私有信息 人
,

委托人 ( 制造

商 ) 通过寻找事后可观察的
、

与 A 具有一定相关

性的某个随机变量 拜 来对代理人进行威慑
,

有利

长期合作期望时
,

由于非对称信息的事后可验证

性
,

因此披露非对称信息将变得容易
,

此时供应链

的最优协调将更可能达 到
.

本文考虑委托人 ( 制

造商 ) 不再采用 2 中的次优激励 (信息显示机

制 )
,

而 是 改 为 采 用
“

触 发 战 略
”

( Tr i gge r

St ra te gy ) 来进行激励的供应链协调过程 :
假定处

于主导地位的制造商对零售商采用触发战略来披

露其私有信息
,

即一旦在未来时期发现零售商没

有披露其私有信息
,

则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
.

另

设
:
代理人 (零售商 ) 在任一时期不披露其私有信

息 ( 即说假话 ) 的行为只可能在下一时期被发现
,

被发现概率为 ( 1 一
因 ( 0 < 0 < 1)

.

为简化问题
,

本文假设整体博弈是单一博弈

的简单重复
,

对称信息 ( 即真实披露私有信息 ) 下

零售商能得到相类似的效用 U
,

任一期的信息租

金为
: ,

任一期不与制造商合作时零售商的保留效

应为U < U
,

则
:

命题 3 设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有 n( n
》 l)

期合作期望
,

若信息租金
: 、

毕
( u 一 u)

,

则零
’ “

~
’ . ‘

一
’

~
’

~
‘

~
’

一一
一

8
、

一
‘

”
’ -

售商将始终披露其私有信息 ; 否则
,

必存在时期

m < n ,

使得零售商在 m 时期之前将选择披露其私

有信息的真实值
,

之后将选择报告虚假值
.

证明

采用逆向归纳法考察一个 n( n
》 l) 期重复

主从博弈
:

记 五刀扩
) ( T)

、

E H护( F) 分别为零售商在第k

时期说真话与假话时本时期 k 及后续时期 k + l
,

…
, n
的期望收益之和

.

则

在合作的最后一期
,

毫无疑问零售商将选择

说假话
,

因为曰呱
尹

) (乃 = u < E斌
n

) ( F ) 二 u + 。

类似地
,

在时期
n 一 1声刀级

‘’( T) = u +

君刀穿
) ( 尸)

,

君H吴
“一 , , (尸) = ( 百 + r ) + (口石刀穿

) ( F ) +

( 1 一 0 ) U )

在 时 期

m a 、 }侧玲
互一‘’( F )

n 一 2
,

君刀轰卜
, , (罗) = U +

,

君璐
召一‘’( 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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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F )
一‘’(T ) }

= ( U + r ) + (口m ax {引呱
门一 , ’(尸)

,

+ ( l 一 口) U )

即在 k + 1 时期零售商将选择说假话
,

由此
,

其后

续时期仍然会继续说假话
.

山 一
_

1 一 0
, , ,

出 丁
r 夕

几厂、U - U)
,

则至少在时期 ( n

在任意时期 k < n ,

有通项公式

E刀扩
) ( T ) = v + m a x }君斌于

+ ‘, (尸 )
,

召斌
人十‘’( T ) }

,

刀衅
, (尸) = ( v + r ) + ( om

a x {君衅
+ ‘, (尸)

,

E衅
+ , ) ( T) } + ( l 一 0 ) 旦)

先证明命题 3 的前半部分

记在时期 k (无 < n) 说真话与说假话的收益之

差为 △褚
‘)

,

则由通项公式有

△二“ , 二 幻了扩
) (了) 一

朋扩
) (F )

= ( l 一。) ( m a x }E衅
+ ‘’( F )

,

曰了扩
+ ‘’( T ) } -

U ) 一
< ( l 一。) ( m a 、 {忍刀扩

) (F )
,

E刀犷
) ( T ) }一旦) 一r

= 百刀轰
‘一 , ) ( 了) 一 百刀轰

‘一 , ’(尸)
= △万( k 一 1 )

即收益差值数列 {△二“ , }Z认为单调递减数

列
,

从而

1) 零售商将说假话
,

因此由逆向归纳可知命题 3

的后半部分亦为真
.

至此
,

命题 3 得证
.

命题 3 说明
,

在具有长期合作期望的简单重

复博弈过程中
,

主导型制造商通过采用触发战略

无成本地使得零售商披露其私有信息的真实值
、

进而实现供应链最优协调是可能的
,

并取决于

事后被识别的概率
、

信息租金
、

零售商合作时的

单期收益 以及不合作时的保 留效应之间的平衡

关系
.

4 研究总结与展望

r 簇
竺 夕‘v 一 ‘) 劝△二 (一 ‘) 〕 o

口
’

一
‘

劝△二 (‘) ) 0 ( l 簇 k 簇 n )

从而在任一时期说真话都是零售商的最优选

择
,

至此命题前半部分得证
.

后半部分是容易证明的
:

断言
:
若零售商在 k 时期选择了说假话

,

则在

后续时期只要还继续合作它就将一直说假话
.

这是因为
,

若零售商在 k 时期选择了说假话
,

即有 君刀扩
) ( 了) < 忍刀扩

, ( 尸)
,

则

v + m a x {曰呱
人+ ‘’(尸)

,

召斌
无十‘, ( 了) } < (‘ + r )

+ (om
a x {君衅

+ ‘’(尸)
,

君刀扩
十‘) ( r ) } + ( 1 一 。) 夕)

井m ax {
衅

“ ’( F )
,

衅
‘” ( T ) } <

尚
+
夕

又 max {朋扩
+2 , (尸)

,

￡刀扩
+2 , ( T) } <

max 陌衅
+ , ’(尸)

,

君刀扩
+ ‘’( T ) }

从而 m a · {呱
“‘” ( F )

,

E斌
“‘” ( T ) } <

尚
+ 旦

井v + m a 、 {研扩
+ , , (尸)

,

曰呱
无+ , , (了) } < ( v + r ) +

(伪1 1ax {曰了扩
+ , , (尸)

,

石衅
+ , , ( T ) }+ ( l 一 口) 夕)

井君斌
无+ , ’( 罗) < 君刀扩

十 , ’(尸)

在具体问题的层面
,

本文首先将信息甄别问

题置于要求较弱的一般性假设之下
,

通过分析发

现
,

由于事前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
,

将使得供应

链与决策各方的期望收益都无法达到 Pa re t。 最

优
.

继而
,

本文注意到了实践中供应链协调过程存

在的长期性
,

对其属性作出了具体的界定
,

在此基

础上
,

本文研究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
:
若供应链

各方具有长期合作关系 ( 期望 )
,

则不可验证的
、

具有跨期联系的非对称信息将使委托方 (制造

商 )难以给出足以实现完全分离均衡的激励
,

这

将导致供应链失调状态的进一步加剧
,

即出现了

棘轮效应 ; 同时
,

在私有信息可能被验证时
,

本文

证明了制造商通过采用触发战略有可能实现供应

链最优协调
,

并给出了确定私有信息能否被披露

的临界点的具体定量公式
,

即信息租金与事后被

识别的概率
、

零售商合作时的单期收益以及不合

作时的保留效应之间的平衡关系
.

在后续正在展开的研究中
,

我们将试图在廓

清具体子问题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框架
,

如
:
对于

供应链协调问题中信息甄别的棘轮效应
,

如何设

计协调策略进行应对 ? 这是一个下一步需要探讨

的重要问题
.

另外
,

如果披露私有信息对零售商有

利
,

将如何进行信息传递 ? 从建立声誉考虑
,

长期

合作关系对决策者的行为具有什么样的隐性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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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人分析将有助于相关

研究进一步贴近企业与供应链的实践
.

在研究的思想层面
,

本文提出应该在供应链

各成员企业之间具有长期合作期望的状态下来研

究供应链协调的问题
.

有必要强调的是
, “

长期合

作期望
”

的概念并不仅仅意味着重复博弈
—

后

者只是一个分析问题的数学方法
,

而前者首先着

眼的是研究供应链协调问题的视角
、

理念
、

导向
,

以至企业
、

供应链
、

系统的生存哲学
.

这是一个较

大的论题
,

对这一思想下的有关理论
、

方法的研究

本文仅仅是一个开端
,

尚未充分展开
,

这将是我们

下一步研究的重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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