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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公平关切的供应链契约与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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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供应链契约是影响供应链整体绩效的重要因素.在传统两阶段供应链中引入公平关切,

研究了公平关切行为倾向对供应链契约与协调的影响.文中假设零售商是公平关切的,在此假

设下展开行为运筹分析,分别探讨了零售商的公平关切行为倾向对批发价契约,收益共享契约

和回购契约等协调性的影响, 并用算例加以验证.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并证明了一般性结论:

零售商的公平关切不会改变供应链的协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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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 言

伴随着业务模式由集中式向分散式演变,针

对分散决策和策略交互的博弈建模成为非常有效

的解决途径
[ 1]
. 此领域关注的焦点是供应链协调

问题.在分散决策下,供应商和零售商分别以自身

利益最大化为决策出发点, 往往带来  双重边际

化!问题 [ 2]
, 造成供应链整体效率降低.为了矫正

这种行为,学者们提出各种供应链契约.供应链契

约是通过契约合作形式使个体动机与系统目标一

致, 从而达到供应链协调, 避免双重边际化问题.

Pasternack
[ 3]
最早提出通过特定的契约安排可以

达到协调状态.之后,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可以促

成协调的契约形式, 每种新契约形式都在报童背

景下提出. C achon
[ 4 ]
提出,报童问题虽然很简单,

但对供应链契约研究已经足够丰富. Su
[ 5]
也认为

报童模型是供应链契约研究不可缺少的根基.故

本文也以报童问题为背景进行相关研究.

近年来供应链契约与协调问题也引起了我国

学者的广泛研究. 丁利军等
[ 6]
研究了两次生产和

订货模式的供应链模式, 设计了有效的协约方式

实现供应链协调. 艾兴政等
[ 7]
研究了零售价格上

涨的市场环境,发现合理设计批发价格和退货折

扣的策略组合能够实现供应链协调. 卢震和黄小

原
[ 8]
研究不确定交货条件下的供应链系统协调

机制,并通过案例说明了主从对策协调机制的有

效性.刘春林
[ 9]
引入了线性转移支付契约, 表明

适当的奖罚因子结合限制最低销售规模可以协调

供应链.但是以上文献研究都是假设决策者是完

全理性的,而没有考虑人的行为因素.

传统研究中决策者是完全理性的, 即决策者

总以利益最大化作为决策准则. 而行为研究却发

现,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对公平表现出极大关

注, 即公平关切
[ 10]

. 在公平关切行为倾向作用下,

人们有可能会在感到不公平时以己方利益受损为

代价采取行动达到惩罚对方的目的. 公平关切与

传统效用理论不相容,因为它违背了理性人假设,

而许多实证或实验研究均证实了这种行为倾向的

存在. Ruffle
[ 11]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发现, 若接受方

认为提议方的分配方案不公平, 则会选择拒绝.

Kahneman等
[ 12 ]
发现在市场交互过程中, 顾客和

员工分别会在价格和薪水变动上存在公平关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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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进而会影响厂商行为; 并认为在很多情况下,

组织也会像个体一样受公平性关切的驱使.

在供应链契约环境下, 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

的利益分配会触发公平关切倾向发生作用. Cui

等
[ 13]
将公平关切引入报童背景研究其对供应链

契约的影响,却发现如果供应链成员关注公平,那

么供应商就可以通过高于边际成本的批发价促成

协调,使系统利润和效用同时最大化.但是此研究

是在确定性市场需求下研究批发价契约, 而本文

研究随机需求下的批发价契约, 收益共享契约和

回购契约,最后扩展到一般性的协调性契约. Pav�
lov等

[ 14]
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了公平关切对供应

链协调的影响,模型中认为参与者的公平关切属

于私有信息,解释了契约实证研究中的诸多问题,

如拒绝,低效率等, 并指出理论上可以协调的契约

实证中无法协调的主要原因是不完全信息. 而本

文是假设信息完全对称,从而研究结果有所不同.

H o和 Zhang
[ 15]
将公平关切引入供应链契约中研

究, 证实了该行为倾向在此环境下确实存在,但只

给出了描述性的公平关切效用函数, 未能像本文

一样深入展开行为运筹分析,探讨此行为倾向对

契约协调性的影响.

公平关切通常是在效用函数中引入利润差异

得以形式刻画. Bolton
[ 16]
和 R abin

[ 17]
最早对公平

关切加以形式刻画, 认为效益的正差异和负差异

都会给效用带来一定的损失. De B ruyn和 Bo lt�
on

[ 18]
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改进了非对称损失效用

函数,预测公平对于讨价还价行为的影响. Konrad

和 Lomm erud
[ 19]
则从整个社会层面将相对经济状

况引入效用函数,得到 Ui = v( �i ) + �w ( �i - �).

Loch和 Wu
[ 20]
在研究供应链绩效时提出更简洁

的公平关切效用形式: Ui (�) = �i +  i�j.

本文通过引入参考点依赖来描述公平关切效

用函数,以对方的利润作为己方利润的参考点.为

刻画该效用函数,引入公平关切系数的概念.假设

利润差异会带来效用的变化,即:当己方利润高于

对方时,效用增加; 反之, 效用降低.另外, 为简化

问题,仅考虑零售商具有公平关切行为倾向,并在

此情况下展开行为运筹分析, 探讨该行为倾向对

一些典型契约协调性的影响, 并运用算例进行验

证. 最后提出了零售商公平关切对供应链契约与

协调影响的一般结论.

1� 基本模型

1. 1� 假设和符号说明

以报童模型为研究基础, 假设供应链中只有

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 零售商面对随机需求

的单周期销售市场, 每个单期销售季节开始之前

开始订货.

所涉及到的主要参数符号如下D > 0表示销

售季节的随机市场需求, 服从概率密度函数和累

积分布函数分别为 f (# )和 F (# )的分布,均值为 !

= E [D ] , F连续、可微且严格递增, F (0) = 0,

F ( x ) = 1- F ( x ); p为产品的销售价格; q为零售

商的订购量; cs和 cr分别表示供应商的单位生产

成本和零售商的边际成本, c = cs + cr < p, 其中 cr

是零售商获得单位产品发生的成本, 而不是销售

产品发生的; g r和 g s分别表示零售商和供应商的

缺货商誉罚成本,或称缺货罚成本, g = g s + g r; v

为零售商处理单位剩余产品的净残值, 不失一般

性, 假设在供应商方面处理的单位净残值不高于

v,则剩余产品会在零售商方处理.

1. 2� 模型分析

在传统供应链契约问题中, 供应商通常是契

约规则制定者,零售商则在契约框架下采取最有

利的应对策略,如订货量等, 因此其本质上是一个

Stacke lberg博弈.不失一般性, 用 T ( q )表示零售

商给供应商的期望转移支付, ∀T /∀q > 0, 其具体

形式随着契约类型的改变而不同.

零售商和供应商以及整个供应链的期望利润

公式分别如下

�r ( q ) = (p - v + gr )S ( q) - ( cr - v) q -

� � � � � � gr!- T ( q ) ( 1)

�s ( q ) = T - csq - g sL ( q ) = g sS ( q ) -

� � � � � csq - g s!+ T ( q) ( 2)

�( q) = �r ( q) + �s ( q ) = (p - v + g )S (q ) -

� � � � � ( c - v) q - g! ( 3)

其中, S ( q ), I( q)和 L ( q )分别表示零售商的期望

销售量,期末库存和期望缺货

S ( q ) = ∃
q

0
F ( x )dx; I( q) = ∃

q

0
F ( x )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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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q ) = !- q + ∃
q

0
F ( x ) dx

若记为系统最优订购量.由于 ∀
2
�( q) /∀q

2
= -

f (x ) (p - v + g ) < 0,故 �( q)是关于 q的严格凹

函数,系统最优订购量唯一. 则集中决策下系统最

优订购量要求满足一阶条件,即有

q
o

= F
- 1 p + g - c

p + g - v
( 4)

2� 带有公平关切的供应链协调性
分析

假设零售商是公平关切而供应商是公平中性

的, 通过引入参考点依赖来描述零售商的公平关

切效用函数,以对方利润作为己方利润的参考点.

根据 K ahneman和 Tversky的观点,经济主体在面

对同等的利润和损失时的敏感程度是不一致的,

即反 S型曲线.为了计算简便考虑,假设决策者面

对同等利润和损失的敏感程度一样,即直线型.为

刻画该效用函数,引入参数 #作为公平关切系数,

得到零售商的公平关切效用函数

ur (�) = �r - #(�s - �r ) = (1+ #) �r - #�s

( 5)

零售商是公平关切的, 故而 #> 0. 当 �r % �s

时, 零售商的效用随着利润差异的增加而增加;而

当 �r < �s时, 零售商效用随着利润差异的增加而

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式 ( 5)中,当 # = 0时,零售

商是公平中性的, ur = �r, 即等价于供应链契约

的传统研究.

为便 于 模 型 分 析, 不 妨 记 Ur ( �) &

ur ( �) / ( 1 +#), #̂& #/ ( 1+ #). Ur是对 ur的一种

仿射变换,只涉及量纲的变化,仍可作为零售商效

用的度量.易知 #
^
是关于 #的增函数且 #

^ ∋ [ 0,

1), 尤其当 #
^
= 0时, #

^
= 0, 即零售商为公平中性

的; 当 #� + ( 时, #
^
� 1,即零售商对公平极度关

注, 愿意付出巨大成本去维护公平.在上述变换基

础之上进一步展开分析.

基于上述变换, 式 ( 5) 效用函数可重新表

述为

Ur (�) = (p - v + gr - #
^
gs )S ( q) - ( cr - v -

� � � � � #^cs ) q - (g r - #
^
gs )!-

� � � � � (1 + #
^
)T ( q ) ( 6)

则零售商效用最大化的订购量 q
*
满足如下一阶

条件

∀U r ( �)
∀q | q= q*

= ( p - v + gr - #
^
g s )F ( q

*
) -

� � ( cr - v - #
^
cs ) - ( 1 + #

^
)
∀T ( q )

∀q |q = q*

� � � � � � � = 0 ( 7)

易于验证 ∀
2
Ur ( �) /∀q

2
< 0, 此即说明了零售

商效用最大化的订购量 q
*
满足的充分条件. 此

时, Ur ( �)是严格凹函数, 满足式 ( 7)的 q
*
为零

售商的唯一最优订购量.需要说明的是,可认为协

调的目的仍然是消除双重边际化, 使整个供应链

利润最大化, 从而仍然把 q
o
作为协调的目标. 所

以当满足 q
*

= q
o
时,供应链达到协调状态.

2. 1� 批发价契约

批发价契约是最传统的契约形式. 这种契约

形式会带来  双重边际化 !, 故不能实现协调, 通

常它是作为评价其他契约形式是否有效的参

照
[ 21]

. 批发价契约下, 零售商向供应商支付单位

产品批发价 w, 此时 Tw ( q, w ) = w q, 零售商效用

关于 q的二阶偏导小于 0, 故 Ur (�) 是严格凹函

数, 存在唯一最优订购量. 将 Tw ( q, w ) 代入式

( 7), 得到

q
*

= F
- 1

p + gr - cr - w - #
^
(w + g s - cs )

p - v + gr - #
^
g s

( 8)

性质 1� 公平关切的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要

小于公平中性的零售商. 零售商的公平关切程度

越高,其最优订购量 q
*
越小.

证明 � 当零售商为公平中性时 ( # = 0),就

退化为传统批发价契约,即

q0 = F
- 1 p + gr - cr - w

p - v + g r

且 q
*

< q0 ( 9)

由式可得, dq
*

/d#
^
< 0, #

^
越大,则 q

*
越小. #

^

与 #变化一致,参数 #代表零售商的公平关切程

度. 故零售商的公平关切程度越高 ( #越大 ), #
^
就

越大,进而 q
*
越小.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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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1� 零售商存在公平关切行为倾向情况

下, 批发价契约不能实现协调.

证明 � 若要促成协调,必须满足 q
*

= q
o

,求

解得到 w ) cs. 若要满足协调要求供应商得到非

正利润,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故协调无法实现. 公

平中性的零售商也无法实现协调, 由性质 1知公

平关切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要更加偏离于系统最

优订购量,故无法实现协调. 证毕.

2. 2� 回购契约

在回购契约下, 供应商向零售商收取单位产

品批发价 wb, 但是在销售季节末, 供应商返还给

零售商单位剩余产品的价格为 b,且 b > v.又由于

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经济永动机,所以假定 b < w b.

回购契约下的转移支付

T b ( q, w b, b ) = w bq - bI ( q ) = w bq - b ( q -

� � S ( q ) ) = (wb - b ) q + bS ( q ) (10)

零售商效用关于 q的二阶偏导

∀
2
Ur (�) /∀q

2) 0, if #̂) #b&
p+gr- v- Vb

g s + b
;

∀
2
Ur (�) /∀q

2
> 0, if #

^
> #b.

(11)

当 #
^
> #b时, Ur ( �)是严格凸函数, 使效用

最大化的订购量应该在分布的两个极值点处 ( 0

和供应商的最大产能 ) 进行选择. 显然现实中这

种产品市场很罕见.当 #
^ ) #b 时, Ub ( �) 是严格

凹函数, 存在唯一最优订购量. 转移支付代入式

( 7), 则有

q
*

= F
- 1

p + gr - cr - wb - #
^
(wb + g s - cs )

p + gr - v - b - #
^
(g s + b)

命题 2� 零售商存在公平关切行为倾向情况

下, 回购契约仍能协调供应链, 并且协调条件不

变, 与公平关切程度无关.

证明若要促成协调,必须满足 q
*

= q
o
, 求解

得到

w b = b + cs - ( c - v)
g s + b

p + g - v
(13)

这意味着,无论零售商关注公平与否,只要在

批发价与回购价之间建立如此关系, 总能促成供

应链渠道协调. 证毕.

2. 3� 收益共享契约

收益共享契约下, 供应商向零售商要求单位

产品批发价为 w r,同时零售商要向供应商分享自

己所有收入的一定比例. 假设零售商的所有收入

(包括剩余收入在内 ) 都会被分享,即被分享的收

入为 pS ( q) + vI( q ).假设零售商保留部分 ∃,则供

应商获得 1 - ∃. 此时,转移支付为

T r ( q, ∃, w r ) = [w r + ( 1 - ∃ ) v] q +

� � � (1 - ∃ ) ( p - v )S ( q) (14)

零售商效用关于 q的二阶偏导

∀
2
Ur ( �) /∀q

2 ) 0, #
^ ) #r;

∀
2
Ur ( �) /∀q

2
> 0, #

^
> #r

� and

� #r &
gr + ∃ (p - v)

(1 - ∃ ) ( p - v ) + g s

(15)

当 #
^
> #r时, Ur (�)是关于 q的严格凸函数,

使效用最大化的订购量应该在需求分布的两个极

值点处进行选择.显然这种情况现实中很罕见.当

#
^ ) #r时, Ur ( �)是关于 q的严格凹函数,存在唯

一最优订购量.转移支付代入式 ( 7)则有

F (q
*
) =

cr + w r - ∃v + #
^
[w r - cs + ( 1- ∃ )v]

∃ (p - v) + g r - #
^
[ (1 - ∃ ) (p - v) + g s ]

(16)

命题 3� 零售商存在公平关切行为倾向情况

下, 收益共享契约仍能协调供应链,并且协调条件

不变,与公平关切程度无关.

证明 � 若要促成协调, 要求必须满足 q
*

=

q
o
, 求解得到

w r = cs - ( 1 - ∃ ) v -
c - v

p + g - v
[ ( 1 - ∃ ) ∗

� � � � � (p - v) + g s ] (17)

此意味着,无论零售商关注公平与否,只要在

批发价与收入分配比例之间建立如此关系, 总能

促成供应链渠道协调. 证毕.

综合式 ( 13) 和式 ( 17) 可知, 回购契约与收

益共享契约的等价性关系不变.只要满足

b = ( 1 - ∃ ) (p - v)

w b = w r + (1 - ∃ )p
(18)

对比零售商的公平关切对批发价契约, 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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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等协调性的影响, 发现零售

商的公平关切并不影响契约本身的协调性. 当契

约不可协调 (批发价契约 ) 时,引入公平关切契约

仍然不可协调,并且会使零售商最优决策更加偏

离系统最优, 供应链效率下降. 当契约是可协调

的, 引入公平关切契约仍然可协调,且协调条件不

变, 供应链能够实现系统最优.

3� 数值分析

由于协调均衡解形式抽象复杂, 可通过算例

具体分析公平关切行为倾向对供应链契约和协调

条件的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假设供应商不关

注公平,所以供应商效用正好等于其利润,从而供

应链效用等于零售商和供应商效用之和.

假设某行业市场需求服从正态分布, D ~

N (1 000, 100
2
), 供应链其他参数分别为 p =

160, gs = gr = 10, cs = 30, cr = 10, v = 20,则 g =

20, c = 40.根据式 (4)得到系统最优订购量 q
o

=

1 115,此时供应链整体的利润为 116 707.

批发价契约参数 {w = 50}, 回购契约参数

{ b = 30, wb = 55}, 与之等价的收益共享契约参

数 { ∃ = 0�785 3, w r = 20�7}.回购契约满足式的

#
^ ) 3,而收益共享契约满足式 (15) 的 #

^ ) 4�8,
显然对于所有的 #这两种契约下的零售商公平关

切效用函数都是严格凹函数, 存在唯一最优目标

值. 令 #取不同的值, 根据式 ( 8), ( 12) 和 ( 16)

分别计算三种契约形式下零售商的最优决策,

再根据前面式 (1), ( 2), ( 3) 和 (6) 可分别得

表 1 ~ 表 3.

表 1� 零售商公平关切对批发价契约的影响

Tab le 1 Th e in fluen ce o f retailer+ s fairn ess con cern s on th e w holesale�price cont ract

#取值 最优订购量 零售商效用 供应商利润 供应链效用

0. 0 1 062 95 071 21 083 116 154

0. 1 1 058 95 067 20 989 116 056

0. 3 1 051 95 044 20 845 115 889

0. 6 1 045 94 999 20 696 115 698

0. 8 1 042 94 970 20 625 115 595

1. 0 1 040 94 943 20 568 115 511

2. 0 1 033 94 842 20 396 115 238

4. 0 1 027 94 740 20 257 114 997

10. 0 1 022 94 642 20 142 114 784

表 2� 零售商公平关切对回购契约的影响

Tab le 2H ow reta iler+ s fairn ess concerns in fluen ce the buyback cont ract

#取值 最优订购量 零售商效用 供应商利润 供应链效用

0. 0 1 115 92 530 24 177 116 707

0. 1 1 115 99 365 24 177 123 542

0. 3 1 115 113 035 24 177 137 212

0. 6 1 115 133 541 24 177 157 718

0. 8 1 115 147 212 24 177 171 389

1. 0 1 115 160 883 24 177 185 060

2. 0 1 115 229 236 24 177 253 413

4. 0 1 115 365 942 24 177 390 119

10. 0 1 115 776 060 24 177 800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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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零售商公平关切对收益共享契约的影响

Tab le 3H ow reta iler+ s fairn ess concerns in fluen ce th e revenu e�sharin g con tract

#取值 最优订购量 零售商效用 供应商利润 供应链效用

0. 0 1 115 92 479 24 228 116 707

0. 1 1 115 99 304 24 228 123 532

0. 3 1 115 112 954 24 228 137 182

0. 6 1 115 133 430 24 228 157 658

0. 8 1 115 147 080 24 228 171 308

1. 0 1 115 160 730 24 228 184 958

2. 0 1 115 228 981 24 228 253 209

4. 0 1 115 365 483 24 228 389 711

10. 0 1 115 776 060 24 228 799 217

� � 分析表 1中的批发价契约, 当零售商公平中

性 (# = 0) 时, 零售商最优订购量为 1 062, 小于

系统最优订购量 1 115, 供应链无法实现协调. 随

着 #取值从 0增加到 10,即零售商公平关切程度

增加,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下降到 1 022, 越来越

偏离系统最优订购量. 故零售商公平关切的批发

价契约仍然无法实现供应链协调. 所以零售商公

平关切不会改变批发价契约无法实现协调的状

态, 但是会使零售商的最优决策更加偏离系统最

优决策, 造成供应链效率的降低. 进而, 批发价契

约下公平关切会对零售商的最优决策产生影响.

分析表 2中的回购契约, 零售商公平中性情

况下零售商最优订购量为 1 115,零售商利润为 92

530,供应链利润为 116 707, 供应链能够实现协

调. 零售商公平关切情况下, 其最优决策不发生改

变, 仍然能够与系统最优决策保持一致,供应链实

现协调. 所以, 回购契约下, 公平关切不会影响零

售商的最优决策. 零售商的公平关切与否并不影

响回购契约下供应链的协调状态.

虽然零售商的最优决策不发生改变, 但是由

于零售商利润大于供应商利润, 零售商的效用会

随着公平关切系数的增加而正向增加, 整个供应

链的效用也随之增加, 从而提高了系统总福利水

平. 可见, 公平关切虽然对零售商和供应链的利润

没有影响,但是会对零售商和供应链的效用产生

很大的影响.如 #从 0�1� 1, 零售商的效用变化为

99 304� 160 730, 供应链的效用变化为 123

532� 184 958.所以, 公平关切系数越大, 产生的

影响就越大.

分析表 3中的收益共享契约, 不难发现收益

共享契约与回购契约分析类似, 结论类似. 即: 零

售商的公平关切与否并不影响收益共享契约下供

应链的协调状态.故而不难理解, 公平关切并不影

响回购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的等价关系. 零售商

的公平关切不影响其最优决策, 对供应链的利润

不产生影响,但是对零售商和供应链的效用产生

影响,影响程度由公平关切系数大小决定.

4� 一般性探讨

前面已经证明,零售商公平关切情况下,批发

价契约的协调性没有发生改变, 但导致供应链效

率下降;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的协调性和协

调条件都没有改变,即协调状态没有发生改变.于

是我们提出更一般的问题: 零售商的公平关切对

一般的可协调契约有什么影响呢?

定理 1� 零售商的公平关切不会改变供应链
的协调状态.

证明 � 要证明定理 1即证,若某契约在传统

情形 (公平中性 ) 下能够促成协调,则当零售商公

平关切时,此契约仍能保持协调.

若某契约在传统情形 (公平中性 ) 下能够促

成协调,一定满足线性关系 �r = a�+ b,则 �s =

( 1- a) �- b,那么在零售商公平关切 ( #> 0)情

况下,其效用函数

ur ( �) = �r - #(�s - �r ) = [ a + ( 2a -

1)#] �+ b + 2b#

记 A = a + ( 2a - 1)#, B = b + 2b#, 得到

u r ( �) = A�+ B

因此,无论零售商的公平关切程度如何,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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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仍能保持协调. 证毕.

定理 1给出了一般性的结论. 如果一个契约

在零售商公平中性时是可协调的, 那么在零售商

公平关切时也是可协调的, 并且协调条件不发生

变化.这样,供应商即使不能获取到零售商对公平

关切的态度信息,也可以做出最优决策.

5� 结束语

本文从报童问题背景出发, 把公平关切行为

倾向引入到供应链契约协调研究中. 在零售商具

有公平关切情况下展开行为运筹分析, 分别探讨

了该行为倾向对批发价契约, 回购契约和收益共

享契约等协调性的影响, 发现零售商的公平关切

并不影响契约本身的协调性, 并用算例进行了验

证. 当契约不可协调时, 公平关切会使零售商最优

决策更加偏离系统最优,供应链效率下降.当契约

是可协调的,公平关切不会影响零售商的最优决

策, 供应链仍然能够实现协调.但是由于公平关切

的存在,零售商和供应链的效用会发生改变,改变

程度大小由公平关切系数决定.最后,本文提出并

证实了一般性结论: 零售商的公平关切不会改变

供应链的协调状态.

然而,本文依然存在以下局限性. 第一, 为简

化问题,只考虑零售商是公平关切的,现实中供应

商也有公平关切倾向;第二, 用参考点依赖刻画效

用函数, 并没有考虑损失规避.因此,未来的研究将

考虑零售商和供应商都是公平关切的情况,使考虑

更加完全;把损失规避引入公平关切效用函数,使函

数刻画更接近现实,弥补现有研究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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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considering fairness concerns

DU Shao�fu, DU Chan, LIANG L iang, L IU T ian�zhuo
School ofM anagemen,t University o f Science& Techno logy of Ch ina, He fei 230026, Ch 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 tes the impact on supp ly cha in contracts& coordination induced by the behav ior

o f fa irness concerns. It discussed how the reta iler+ s behav io r o f fairness concerns in fluences the coordinat ion

o f supp ly chain, inc lud ing the w ho lesa le�pr ice contrac,t the buyback contract and the revenue�sharing con�
trac.t F ina lly, a genera l conc lusion is proved, that is, the retailer+ s behav ior o f fa irness concerns w ill not

change the state o f supp ly chain coordinat ion.

Keywords: supply chain contrac;t fa irness concerns; coord ination; behaviora l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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