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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季节性商品销售环境下

,

考虑由一个供应商和两个零售商所组成 的两级供应链模型
.

引入 V M I 运行机制
,

讨论供应商的最优库存决策
.

传统上
,

供应商总是在梢售季节开始前确定

各个零售商处的库存量
,

而不会对两个零售商处的库存进行调节
.

研究当供应商有能力在销售

季节开始之初对两个零售商处的库存进行调节时其最优 决策将发生的变化
.

文章进一步讨论

了库存转运对零售商以及供应链整体性 能所带来的影响
.

分析了单位 转运价格等参数变动对

最优解的影响
.

用一个算例对结论进行了说明
.

关键词
:
供应链 ; 供应商管理库存 ; 转运

中图分类号
:
咫 7 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 0 7 一 9 8 0 7 【2 0 0 8 )0 4 一 0 1 0 4 一 0 8

0 引 言

现在供应商管理库存 ( V e n d o r M a n a g e d I n -

Ve ni o ry
,

V MI)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

根据有关

机构的调查
,

在美国的某些行业 ( 比如医疗物品

管理 )中
,

V M I 的影响程度已经超过了 JI T ( Jus t in

Ti m e ) 管理方法一些著名的零售业公司
,

比如

Wal
一

Ma rt ,

Km a rt ,

D il l a rd
,

以及 J CPe n n e y 等是使用

V M I 方法管理库存 的先行者
.

可 以说
,

V MI 必将

是未来的潮流
,

V M I 概念将会导致分配渠道变

革仁’
,

, 」
.

在由供应商和零售商所组成的两级供应

链中
,

VM I 一般指的是由供应商负责库存决策和

库存管理
,

并承担所有的库存风险
,

零售商主要从

事商品销售活动
,

并向供应商提供货架
.

很多关于

VM I 的研究都是考虑单个供应商对单个零售商

时的决策情形 〔’
一 ’0 〕

.

当供应商同时向多个零售商

供货时
,

则决策会进一步复杂化
,

此时供应商需要

考虑如何对不同零售商之间的库存进行相互调节

以优化供应链性能
,

库存转运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策略
.

Rud i 等 [川 对库存转运策略方面做过一定

的研究
,

主要研究在零售商管理库存环境下
,

零售

商如何通过对转运价格的设定来协调这个两级供

应链
.

这种模式在实际环境中较为少见
,

实现的过

程复杂
,

实际操作可能性小
.

另外 Don g 和 R ud i[
‘, 〕

研究了一个供应商面临多个零售商时的两级供应

链模型
,

其中所有的零售商都为 l 个经济实体所

拥有
,

该经济实体以所有销售商的整体利润最大

化作为目标
.

分析了两种情形
:
一种情形假定批发

价是固定的
,

在此情形下求得了零售商实体对各

个零售商处库存的最优选择 ; 第二种情形是建立

类似 于 La ri v i e r e 和 P o rt e u s [ ‘, ] 文 中所 描 述 的

St ac ke lb e rg 竞争模型
,

供应商通过确定批发价处

于领导者地位
,

而零售商经济实体需要确定各个

零售商处的最优库存量
.

分析了在不同的参数取

值条件下的均衡解
,

并进行了比较
.

可以看出
,

以

上文献考虑的主要是零售商管理库存的情形
,

这

种模式的实现需要在零售商之间有很强的信息互

通
,

或者干脆假设零售商同属一个实体
.

在以上研

究的基础上
,

蔡建湖等〔‘4 〕考虑了两级供应链中存

在多个销售点时的 V MI 模型
,

这些销售点由一个

零售商实体所控制
,

供应商负责所有销售点的库

存决策
,

并在销售季节开始前就确定各个销售点

¹ 收稿 日期
: 20 06 一 06 一 0 7; 修订日期

: 20 06 一 H 一 13
.

基金项 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7 06 7 10 95 ) ;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 (07 B0 3 )

.

作者简介
:
蔡建湖( 19 77 一 )

,

男
,

浙江诸暨人
,

博士
,

讲师
.

E m ail : h zd cj h @ 163 co m



第 4 期 蔡建湖等
: VM I 下的两级供应链库存决策模型研究 10 5

的库存量
,

当销售季节开始之后供应商可 以对各

个销售点的库存量进行一次转运调节
.

引人了跟

零售价格相关的需求函数
,

建立一个零售商实体

和供应商之间的 St ac ke lbe rg 博弈模型
.

假设批发

价是固定的
,

零售商实体通过设定零售价而在与

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中处于领导者地位
,

供应商在

给定零售价的条件下确定各个销售点的库存量
,

文章求得了该博弈的均衡点
.

该文章的创新主要是

在于引人需求函数
,

寻找供需双方竞争的均衡点
.

本文将讨论 VMI 下单个供应商同时向两个

零售商供货时的库存决策模型
,

研究库存转运策

略对供应链库存决策的影响
,

并且假设供应链销

售的是季节性商品
.

季节性商品具有很强的时效

性
,

需求波动比较大
,

同时生产经营也风险较大
,

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对其经营决策有着很强的影

响
.

西方学者把季节性商品的库存决策问题称为

报童模型 ( n e w s v e n d o r m o d e l ) 或报童 问题 ( n e w s -

v e n d o r p ro b l e m ) [” 一 20 】
.

经典的报童模型可 以描述

为决策者如何在需求不确定性环境下确定最优的

产品库存量以最大化 自身期望利润水平
.

常见的

约束条件是产品生产周期较长
、

单一销售季节
、

销

售季节相对较短
.

故在销售季节性商品时
,

库存决

策者必须在销售季节开始前确定商品的库存量
.

同时
,

库存决策者也希望尽可能的获取较多的需

求信息
,

以作出更为精确的库存决策
.

本质上
,

库

存转运策略就是发生在库存决策者获取了更多的

需求信息之后对库存的重新调节
.

类似的研究还

有一些关于多次订购模式的策略
.

如陈旭 [川研究

了需求信息更新条件下易逝品的订货策略
,

通过

制造商为零售商提供两次订货机会来实现制造商

和零售商的共赢
.

沈厚才等 [’2 〕研究了允许在部件

需求量已知后对缺货进行补充的报童模型
,

讨论

在此条件下供应链成员的最优决策
.

丁利军等 [”〕

讨论了两次生产和订货模式的供应链契约式协调

问题
.

这些在获取更多需求信息后对库存的再调

节行为跟本文的库存转运策略十分相似
,

都是提

高供应链性能的有效方法
.

本文将在报童模型基

本假设条件下研究一个两级供应链库存决策模

型
,

深人探讨 VMI 模式下单供应商面临两个相互

独立的零售商时的库存决策情况
,

分析供应商实施

库存转运策略对供应链成员的库存决策
、

供应链成

员的期望收益以及供应链整体胜能所带来的影响
.

1 基本模型

考虑一个供应商和两个零售商所组成的两级

供应链模型
,

这两个零售商同时销售由该供应商

所供应的同一种商品
,

两个零售商所面临的需求

相互独立
,

假设供应商的生产能力没有限制
.

供应

链销售的商品具有季节性
,

并且是单期的
.

这里用

d名代表零售商 i( i = 1
,

2 ) 处的随机需求量
,

假设

d ,
和 d Z

相互独立
.

进一步假设两个零售商所面临

的需求均服从均值为拜
、,

方差为 武 的正态分布
,

即 d ‘ 一 N (拼
‘,

, {)
.

设随机变量 d 、

的概率密度函数
2

为关( 二 )
,

其累积分布函数为 F ‘

( : ). 令D =

艺d ‘
,

Q =

艺q ‘
,

因为 D 为 d ‘的线性组合
,

且 d 、和 d Z
相

i = l

互独立
,

所 以 刀 也 服从正 态分布
,

且有 D -

2 2

N( 艺; ‘ ,

艺
, {)

.

设随机变量 D 的概率密度函数
i = l ‘= l

为几 ( x)
,

其 累积分布 函数为 F 。

( x)
.

另外令

必 (
·

)
,

币(
·

) 分别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

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
.

令 p 代表单位商品的销售

价格
,
二 代表单位商品的批发价

, :
代表季末未售

完商品的单位处理价格
, 。
代表单位商品的生产

成本
,

q ‘代表供应商在零售商 i 处所选择的库存

量
.

为简化分析
,

在本文中令供应链成员由于未满

足消费者需求而导致的单位惩罚费用
S = 0

.

令

夕 > 二 > C > v
.

定义 t + = m a x (0
, t )

.

如图 1所示
,

在 V M I模式下
,

供应商负责两个

零售商处库存的选择与管理
,

供应商在销售季节

开始前
、

需求不确定的环境下就必须确定两个零

售商处的库存量
,

并在季前把商品运输到各个零

售商处以用于销售
,

这里不考虑从供应商到零售

商处的运输费用
.

此时零售商不需要承担库存风

险
,

它根据实际销售量向供应商支付购买费用
,

而

不会对库存多余负责
.

当销售季节一开始
,

供应商将观察到需求的

实际情况
,

此时他将知道每个零售商处的库存是

否过多或者过少
.

如果其中一个零售商处的库存

过少
,

而另一零售商处的库存过多
,

则供应商有兴

趣运用转运策略来对库存进行调节
.

这里假设在

销售季节开始之初
,

在观察到需求不确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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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供应商有时间把库存过多零售商处的多余商

品转运到缺货的零售商处
,

并能及时提供给消费

者
、

补充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

这种方式跟配送中心

的思想有一定的相似
,

但不完全一样
,

配送中心是

把库存都放在一起
,

然后根据各个零售商处的实

际需求把商品分配出去
,

而这里的供应商在销售

得当供应商独立地对两个零售商进行 v MI 管理
,

不

进行转运策略的运用时
,

供应商的期望利润函数为

二
, =

艺E [ w m i n (。
‘,

d‘) 一e、‘+ : (。
‘一d‘)

‘

〕

二

睿
【叨 (。

、一

兀
‘

: (· ) dx , 一。‘二
兀

‘F ‘

(· , dx 〕

供供应商商
( l )

得

艺 {w [ 1 一 F
‘

( : ‘) ] 一 e + v F
‘

(。
‘

) }

一 ( w 一 : ) 艺关(。
‘

) < o一一一q一
�d

即供应商的目标利润函数 二
,

为库存量 q ‘ 的凹函
,

a 7T
。 _ ,

_
, , , 、

_
,

_
, 、

_

_
_

. , _ . ,

_
, .

_
, ,

数
,

令二
~

一 二 U
,

得供应向往岑售 间
乙
处远矜的最优

d q ‘

图 1 V M I 环境下的两级供应链模型

F i g
.

1 Th e t w o 一 e e h e lo n s u P P ly e h a i n m o d e l u n d e r V M I

季节开始之前仍然需要把库存放置于各个零售商

处
,

但是在销售季节开始后可 以对库存进行一次

调节
.

这两种情形在实际生产活动中都有存在的

实例
.

显然配送中心对集成化的要求更高
,

同时也

需要更多的投人
,

而这里所研究的转运模式显然

更灵活方便
、

更为常见
.

用
:
代表两个零售商之间

的单位商品转运成本
,

此时要使得供应商能通过

库存转运提高自身的期望利润水平
,

则单位转运

成本必须满足
: 感 w 一 ”

·

作为比较
,

这里首先考虑没有实施库存转运

策略时的情形
.

在有些情况下
,

由于条件的限制使

得供应商没有能力对两个零售商之间的库存进行

及时转运
,

或者由于思想上重视不足
,

导致转运不

能够进行
.

这种情形在 日常生产活动中也是时常

可 以看到的
,

有些供应商虽然同时向多个零售商

供货
,

但由于在思想意识
、

管理上不到位
,

没有能

力在销售季节开始后根据实际需求来进行库存调

节
.

实际上
,

实施在季中的库存转运对供应商的能

力有比较高的要求一般销售季节比较短
,

供应商

如果在运输能力
、

信息技术等方面不到位
,

在季中

仓促对库存进行转运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是既不能

及时满足消费者需求
,

又浪费了运输费用
.

因此要

很好的实施库存转运策略需要策略承担者在硬

件
、

软件上都到位才能有比较好的效果
.

下面首先

分析这种没有实施库存转运策略的决策情形
,

可

库存量为 q厂
= 拜‘ + L

l , ‘ ,

这里 中 ( L
,

) =

时两个零售商处的总库存量为

竺二二
.

此
2刃 一 公

口一 艺二、 + L
,

艺a i.

可得此时零售商 i 的期望利润为

二井
= (尹 一 叨 ) E m i n ( g

。, ,

d ,

)

= (尸 一 w ) 〔拜
‘ + L

I , ‘ 二 些

一 公

一 , ‘

币(L
;

)」

(2 )

此时供应商的期望利润为

(w 一 e )艺; ‘ 一 (叨 一 。 )币(L I )乏
, ‘

(3 )

2 转运环境下的库存决策

当供应商建立合适的运作机制使得实现季初

库存转运成为可能时
,

可 以得到供应商的期望利

润函数为

二二 = E }(、 一 e )艺m i n (。
‘,

d‘) + (w 一

卜
e ) /

[ m i n (艺 ( :
‘一d ‘)

‘ ,

艺 (d‘一。‘)
‘

)卜

( 。 一 c ) ( Q

对 q 求导得

一 D )
+

( 4 )

a仃几

a q ‘
= ( 叨 一 e ) 一 :

只(叮‘) 一 (w 一 。 一 : ) Fn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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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Z汀介

。, {

且p 二二 为 叮‘

斌 ( q ; ) 一 (、 - : 一 二 )儿 ( Q)
< o 或 ( 了 二 w 一

动 一 拼‘ 十 石。
已

此时显然有

的凹函数
,

故令
热

=

d q i

O
,

得转运环境

下供应商在零售商 i 处选择的最优库存量为喊
二

拜‘ + LZ , ‘ ,

这里 L :
满足

: 巾 (乌) + ( w 一 : 一: )中 (AL : ) = 功 一 e (5 )

其中
,

A
『 l + 『2

了, { 十
武

,

易知 A > 1
.

这样在转运环

境下
,

供应商所选择的两个零售商总的最优库存
2

量为 “
=

艺 (拼
‘ + 几。

‘

)
.

这时有
诬二 1

1) 当 、 > 2 。一 时
,

可得 L , 〕 L
Z > 0

,

即有

好 多 杯 > 两
.

并且

a叮畏 a LZ

丽
二

丽民

巾 ( AL : ) 一 中 ( L Z )
= :
中( : 2 ) + , ( 、 一 : 一 : )币( , : 2 )『

‘

因为L
,
〕 几 > 0, 且 A > 1

,

故

中(A几) 一 少 (几) > O

配
. 、 ,

一 a城
_

八 。 。 二 ,

、二声一一~ 由~
.

。 , 。 , 、

‘

夕夕丁以月 了万一 夕 U ,

即扛乙口U l片皿 同仕令告同
乙
灶所逃d r

择的最优库存量 喊 随着单位转运成本
二
的增加

而增加
.

当
: = 0 时

,

有 AL : 二 L
, ,

供应商在零售商

处选择的最优库存量达到最小
,

为

L
1

q长( : = 0 ) = 拼‘ + 十。
‘

八

当
: = 二 一 : ,

有 L : 二 L , ,

供应商在零售商 i 处选择

的最优库存量达到最大
,

为

叮鑫( : = 、 一 v ) = 料‘ + L l , ‘
.

此时显然有
叮‘

, = ,长( : = w 一 : ) > g畏( : = 0 ) > 拼 ‘

2 ) 当 二 < Ze

一 时
,

可得 L , 感 L : < 0
,

即有

一 。 一日杯
_ 。 , . 、 , ‘ , 卜

~ 、一一
好 鉴 残 < 拜‘,

并且有二二资半 < 0
.

所以此时供应商’ ‘ ’ 一 ’

一
’一

a 丁
‘ 一 ’ 一

’

- 一 一

”
‘

一
’

一

’

在零售商 i 处的最优库存量与单位转运成本
:
成

反比
,

单位转运成本
:
越高

,

在零售商 i 处的最优

库存量就越小
,

当
: = 0 时

,

A L : = L l ,

供应商在零

售商 i 处所选择的最优库存量达到最大
,

为

叮‘
’ = 叮鑫( : = 勿 一 : ) < , 长(

: = 0 ) < 拜‘
.

根据 1 )
、

2) 可以看出
:
当商品的单位生产成

本相对较低
,

批发价相对较高
,

同时季末多余库存

的单位处理价值相对较高时
,

季末出现库存短缺

时供应商所遭受的期望利润损失比较大
.

在转运

策略没有实施时没有可能从其它零售商处把可能

出现的多余库存转运过来
,

所以供应商就会尽量

提高库存量以避免季末出现库存短缺
,

这就可能

会导致库存量选择过大
.

供应商如果实施了库存

转运策略
,

则由于存在着可能的库存转运
,

所以不

会选择过多的库存 ; 当商品的单位生产成本相对

较高
,

批发价相对较低
,

同时季末多余库存的处理

价值也相对较低时
,

季末出现库存多余时供应商

所遭受的损失比较大
.

转运策略没有实施时没有

可能把可能出现的多余库存转运到其他零售商

处
,

所以供应商就会尽量降低库存量 以避免季末

出现库存多余
,

这就可能会导致库存量选择过小
.

而供应商如果实施了库存转运策略
,

则由于存在

着可能的库存转运
,

所以不会选择过低的库存
.

另

外在实施库存转运策略时
, :
值对供应商最优库

存量的选择有着较大的影响
, :
值越小

,

最优库存

量就越趋向于均值
,

而当
: = 二 一 。

时
,

供应商所作决

策将等同于没有实施库存转运策略时的情形
.

因此没有实施库存转运策略时
,

供应商在每

个零售商处的库存量的选择起伏较大
,

而在转运

策略情形下
,

供应商在各个零售商处的库存量选

择相对比较稳定
,

在需求均值附近 以相对较低的

幅度波动
.

总之转运的存在使得各个零售商处的

最优库存量被拉向于需求均值
.

进一步计算得到

在转运环境下供应商的最优期望利润为

二哀
= (二 一 e )Q节一: [L2 中 (L2 ) + 中( L2 ) 〕x

艺, ‘ 一 (、 一 : 一 : ) x

〔、、。 (, 、 ) ·中(、: 2 )

厕
(6 )

现在令 H (动 = 7T孔
一 7T :

,

则有

八 、

L l

q 五 气了 = U ) = 拜i + 下不『 i

2性

H( 钓 = {( 、 一 。 )A拭 L
l

) 一 祖献乓) -

当
: = 、 一 。 ,

有 L
: = L

l ,

供应商在零售商 i处所选

择的最优库存量达到最小
,

为

(叨

一
)。(、、) }

厕
(7 )

显然有 H (动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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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I H (们 在区间 丁 E
「0

, m 一 : j 上单调递 的销售量为 d 2 .

减
,

其中H (动 在 : 二 0 点取得最大值
,

其值为 4 ) g么 > d l ,

g孔 ( d Z

H ( : 二0)

H (动 在点 :

(叨 一 )。( : l ) ( , 一 1

俘
· 。 这时零售商 1

的销售量为 q畏+

处的销售量为 d ; ,

零售商 2 处

m i n ( d
: 一 9孟

,
g名

一 d l )
.

臼呢日
」

令
二 功 一 公

H ( : = w 一 : ) =

取得最小值
,

其值为

0

= 2 二 1
,

则可得零售商 i 处的期望
= 2

证明 可知 H (动 在区间 二 E
「0

, w 一 :
〕上

连续
、

可导
,

所以求得

销售量为

刀去i = 上
。, H ( : )

‘「, (“ , 一 , (、) 〕2

厨
、叔 ( x

拼 (少) dx d少 +

a : 2 :
币(几) + A (w 一 : 一 : )劝(八乓)

> 0

即H ( 动为 :
的凸函数

.

若
: = 二 一 。 ,

可得L
Z = L

, ,

即有 H ( : = w 一
动 = O

,

又因为 H (司 〕 0
,

故可以

推断出 H (司 在 : = w 一 :
上取到其最小值

.

又可

知当
: = o 时

,

AL : = L
, ,

即有

H (一
“) = (叨 一 )币( :

1

) ( , 一 1 )

厕
· 。

定义以下函数

‘“

母
一

为

f号以 (·珑( , , d·办 ‘

o‘乙璐T礴T月lwe]q
‘

!
JS

+

上戒+q 弓一份丁了
( q鑫

十 q
县

一
祷从‘

·

环(y ,“勿 ·

兀
T才

兀
‘J , ( · )、( , ) d· d, ·

少耳、
‘
· )‘(了’d

‘ d了

( 8 )

g ( : )

由于
:

_ H ( : 二 w 一 v) 一 H (动
( w 一 v ) 一 :

, 二 。 [O
,
叨 一 :

〕

= 二 一 :
是最小值点

,

故有 g (动 毛 0
,

由导

数的定义知 尸 ( 丁 二 、 一 。) 镬 0
,

再由于 H (动 是

凸函数
,

它的导数是单调递增的
,

即对任意的
: 。

[ 0
, w 一 :

】
,

有

H
‘

( 二 ) 毛 H
,

( 二 = 、 一 。) 鉴 0

即
: 。 [ 0

,
二 一 。

」时 H
,

( : ) 蕊 o
,

H ( : ) 在区间
二 。

「0
, m 一

司 单调递减
,

从而易知 H ( 7’ = 0) 为

最大值
.

证毕
.

从命题 1 知
,

转运价格对供应商是否实施转

运策略有着较大的影响
,

并且利润增加量是单位

转运价格的单调递减函数
.

在 V M I 环境下
,

零售

商不需要承担库存风险
,

但是供应商的转运行为

对两个零售商处的销售量会产生影响
,

此时两个

零售商处的销售情况可以出现以下 4 种情形
:

1 ) 9右蛋 d , ,
g孟簇 d Z

这时零售商 1 处的销售量为 q孟
,

零售商 2 处

的销售量为 q畏
.

2 ) g孟簇 d , ,
g孟 > d Z

这时零售商 1 处的销售量为 q么
+ m in( d l -

q云
,
q畏

一 d Z )
,

零售商 2 处的销售量为 d 2 .

3 ) q孟 > d , ,
q孟 > 姚

这时零售商 1 处的销售量为 d , ,

零售商 2 处

所以可得零售商 i 的期望利润为 , 几
二 (p 一 w) RL

‘,

显然此时有 R L , + R L : = E m in( 口亨
,

D )
,

而各个零

售商处的实际销售量跟该零售商处的需求分布特

征有关
,

同时受到另一个零售商处的需求分布特

征影响
.

从零售商 i 的角度来说
,

当 w < 2c 一 。
时

,

有 ‘ 〔 口鑫 < 拜‘,

此时显然有 R L
:

) E m i n ( g“
,

d 、)
,

故 二么〕 二二
,

所以此时零售商 i 可以保证从

供应商实施转运策略中获益
,

当 、 > 2c 一时
,

有

q“ > q长
,

此时尽管通过实施库存转运策略
,

供应

商在零售商 i 处选择的库存量降低了
,

但由于存

在着从另一零售商处转运库存的可能性
,

故零售

商 i 处的销售量仍然存在着增加的可能
,

所以此

时零售商 i仍然可能会从库存转运策略中受益
,

当

然此时零售商 i 也可能面临期望利润水平的降低
,

这

取决于参数的实际取值清况
.

特别地
,

有以下命题
.

命题 2 当
: 二 0 声

, = 拼2 ,
。 , = 。 :

时
,

通过

供应商实施库存转运策略
,

零售商总是可以得到

比未实施库存转运策略时更多的期望利润
,

即有

二么〕 7T言

证明

时有 R乌

令拜
1 = 林: 二

热 口1 =

= R LZ ,

在乞
2 = L , ,

R几

E m i n ( Q拼
,

D )
,
二哀

, 冲 *

= 7T 况
,
万

r l

冲 幸

7T 狱 一 7T ri
1

z

二 下丁戈P
‘

一 w ) E m i n ( Q子

, : = ,
,

易知此

~ _

1
= RL

, =
于

x
-

一
‘

2

二石
.

可得

,

D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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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一 w ) E m i n (口厂
,

d
C ( L

: = 0 ) > 0
.

令(,
石

一 w ) [口节
r QT *

一

{
。
凡 ( x ) dx

丫睬
又

2 ‘。“
一

兀
‘

F ‘( · , d· , 〕 l im
LZ ~

十国

C ( L
Z

) = 一 l im
级~ + .

[ 1 一 中 ( LZ ) ]

1/ L Z

音 (P
2

一 、 ) [Q亨一 Q子Fn (Q拼) + = 一 l im
L Z一

+ .

中( L
:

)

1/ 嵘

xfo ( x ) dx 一 2 (叮厂
一 g ‘

’

只(口厂) +

斌 ( x ) dx ) ]

1

丫丽
= 0

即有 G ( L
Z

) ) 0
,

V L : 。 [ 0
,

l im
LZ一

+ .

2
e x p ( L :龙 )

闷l力
.

价九

冬( ,

乙

+ ao )
,

故可得L
Z

〔1
-

一 w ) {Q拼一 Q子F D

( 口子) +

2

叉浏F 。(召 ) 艺拜‘ 一 fn (久 , {

2 「叮“
一 , “F

‘

( g ;‘

)

, 执(、“)〕}
=

冬( , 一 二 ) {全
; ‘

2
、 f 一 ‘ ’

自州

乙2 少 (AL Z )艺。艺 -

+ 拜:
F ‘( g“

+ L
Z

乏,
。 -

巾 ( LZ )」落 中( LZ )
,

故得 7T么 ) 7T J
.

综合知当
: =

0 声
, = 拜2 ,

, , = , :
时

,

总有 二叙 ) 二J 成立
.

证毕
.

这样在命题 2 的假设条件下
,

供应商实施库

存转运策略可以带来供应链的帕累托改进
,

这充分

说明了库存转运策略在供应链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中(AL Z ) 乏
2 3

叮 一 算例分析

2 「拜
‘ + L , 。‘中 ( L , ) 一 (r i

中(乙
:

川
=

合
( ,
一 ) , ( 2 一

涯) !币(瓜
2 ) -

涯丈{
2 [ 1 一 巾 (汤二

2

) ] } ( 9 )

当 L : 感 0 时
,

显然有 7T 么 ) 7T 二; 当L
Z > 0 时

,

令 G ( LZ )
a G ( L

:

)
日LZ

=
拭 L Z ) 一 LZ

「1
一 中 ( L Z )〕

,

则可得到

一 [ 1 一 中 ( L Z ) 」< 0
,

其中当 L : = O时
,

令拜 , = 拜2 = 10 0
,

, , = 。2 = 5 0
, : = o

, : =

2
, 。 = 7

,
p = 17

.

显然此时有 2c 一 。 = 12
,

A =

万
,

:
1 =

瓜
2 ,

* : t =

二
2 =

合
E m ‘· ( o :

,
D )

·

下面

计算分析批发价取不同值时供应商实施与不实施

库存转运策略对供应链成员的期望收益的影响
,

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1
.

表 1 不同批发价下实施转运策略对供应链成员期望收益的影响

T a b le 1 Im p a e t s Of t r a n s s h ipme
n t tac t i e s o n t he s u p p ly e hai n m e

lnb
e r s ’e x

p e e t e d p rofi t s u n d e r d iffe re n t w h o l e s a l e P ri c e s

参参数数 7 < 叨 < 1222 叨 二 1222 12 < 叨 < 1777

叨叨叨 888 999 l 000 l 111 l 222 1 333 l 444 1 555 l 666

LLLlll 一 0
.

96 7 4 222 一 0
.

5 6 5 9 555 一 0
.

3 18 6444
一 0

.

13 9 7 111 000 0
.

1 14 1 999 0
.

2 1 0 4 333 0
.

29 3 3 888 0
.

3 66 1 111

几几几
一 0

.

68 4 0 777 一 0 4 0 0 1999 一 0
.

2 25 3 111 一 0
.

0 9 8 7 999 000 0
.

0 80 7444 0
.

14 8 888 0
.

20 7 4 555 0
.

2 5 8 8 888

好好
二
好好 5 1

.

6 28 9 888 7 1
.

7 0 2 5 555 8 4
.

0 6 8 0444 9 3
.

0 14 5 111 10 000 1 05
.

7 09 222 1 10
.

5 2 1 444 11 4
.

66 9 111 1 1 8
.

3 0 5 333

*** *** 6 5
.

7 9 6 5 222 79
.

9 9 0 6 888 8 8
.

7 34 444 95
.

0 6 0 5 111 10 000 104
.

0 3 777 10 7
.

4 3 9 888 11 0
.

37 2 666 1 1 2
.

9 4 3 888
qqq T一 二 q nnnnnnnnnnnnnnnnnnnnn

*** *** 4 24
.

7 6 2 555 50 2
.

3 444 4 9 7
.

5 77 555 4 5 8
.

18 555 4 (X)
.

2 7 555 3 3 1
.

12 0 999 2 5 4
.

6 2 1 999 17 3
.

07 3 888 8 7
.

88 2 6 888介介ri 二 仃 r222222222222222222222

介介Tr1 二 介物物 5 63
.

9 5 7 111 5 8 9
.

5 2 1 444 5 5 6
.

8 66 333 4 9 9
.

7 2 1 666 4 2 9
.

4 83 888 3 52
.

7 4 8 555 2 7 1
.

6 3 3 111 18 5 74 7 666 9 5
.

13 0 0999

*** *** 139
.

19 4 666 8 7
.

18 1 444 5 9
.

2 88 888 4 1
.

5 3 6 666 2 9
.

2 0 8 888 2 1
.

6 2 7 666 17
.

0 11 222 12
.

6 7 3 888 7
.

2 4 7 4 111仃仃 T瓦 一 介 。。。。。。。。。。。

二二 ::: 5 0
.

0666 16 2
.

0 777 2 9 6
.

6444 44 4
.

4 111 6 0 1
.

111 764
.

0 777 93 1
.

7 666 1 10 3
.

2 777 1 2 7 7
.

6 666

二二孔孔 9 3
.

9 7 7 7999 2 3 1
.

7 5 7 444 3 8 5
.

4 9 2 222 5 4 8
.

5 5 9 888 7 17
.

9 3 555 8 9 9
.

7 4 777 1 0 9 8
.

66 555 1 3 10
.

9 9 444 1 5 3 4
.

2 0 222

HHH (
: 二 0 ))) 4 3

.

9 17 7999 6 9
.

6 8 7 444 8 8
.

85 2 222 104
.

14 9 888 1 16
.

8 3 555 13 5
.

6 7 777 16 6
.

9 0 555 2 0 7
.

7 2444 2 5 6
.

54 222

l
引

半
叮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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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表明库存转运策略的实施给供应商带来

期望利润的大幅度增加
.

同时
,

计算结果也验证了

命题 2
,

零售商的期望利润也将从库存转运策略

中受益
.

总的来说
,

实施库存转运策略对供应商来

说总是有利的
,

其期望利润必然会增加
.

对零售商

来说
,

由于实际参数的不同
,

其期望收益可能增加

也可能减少
.

因此搞清自己在供应链中所处位置
,

并充分分析需求环境
,

然后根据实际参数范围选

择最有利于 自己的运作模式
,

这是每个供应链成

员需要做的工作
.

当然实际运作模式的最终选择

跟供应链成员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关系
,

供应商如

果竞争能力强则总是会选择库存转运策略的
.

对

零售商来说
,

实施库存转运策略并不总是能带来

期望利润的增加
,

因此在有些时候
,

选择一个专门

只负责自己一个零售商商品供应的独家供应商比

选择一个同时供应多个零售商并且具有季中转运

能力的供应商对零售商更有利
,

这些需要零售商

根据实际参数值来进行判断
.

4 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季节性商品销售环境下单供应商

面临两个零售商的 V MI 运作模式
,

讨论供应商实

施库存转运策略对供应链成员期望收益以及供应

链整体性能所带来的影响
.

研究表明
,

在一定的参

数条件下
,

引人库存转运策略供应链可 以实施帕

累托改进
.

值得一提的是
,

库存转运策略不仅可以

发生在销售季节开始之初
,

也可 以发生在销售季

节开始前或者销售季节中期或末期
.

共同的特点

是
,

供应商在实施转运策略时拥有了更多的需求

信息
,

需要对库存进行一定的调节
,

当然能不能进

行库存调节供应商在进行第一次库存决策之前往

往就已经知道了
,

所以引人库存转运策略会对供

应链的整个决策过程产生影响
.

今后的研究可以

考虑供应商面临更多个零售商时 的库存转运问

题
,

还可以同时考虑商品定价
、

需求相关性对库存

决策所带来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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