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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市场环境的变化，经营模式的选择及调整对于零售商来说越来

越重要． 研究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条件及当市场环境改变时经营模式的转变机制，通过对比零

售商在分销模式、平台模式、混合模式下的利润，给出了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条件，并分析当市

场环境改变时零售商不改变经营模式和转为混合模式的利润，得到了零售商经营模式转变机

制，最后结合我国网络零售业发展现状验证了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第一，随着产品之

间价格影响系数、佣金费率、固定成本的增加，最优经营模式由分销模式逐渐变为混合模式、平
台模式; 随着间接网络外部性的增加，最优经营模式由平台模式逐渐变为混合模式、分销模式．
第二，当市场环境变化时，最初采取分销模式( 平台模式) 的零售商，若产品的潜在需求变化为

正且佣金费率较高( 较低) ，随着潜在需求变化的增加，零售商更倾向于转向混合模式; 若产品

的潜在需求变化为负且佣金费率较低( 较高) ，随着潜在需求变化的增加，零售商更倾向于不

改变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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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一直以来，“零售商”被认为是制造商完成产

品销售的重要媒介，承担着产品分配的职能，制造

商的产品 ( 服务 ) 通过零售商最 终 送 达 给 消 费

者［1］． 近年来，我国零售业发展迅速，根据商务部

的统 计，2015 年 中 国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为

30. 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 7% ; 电子商务交易额

达到约 20． 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 ． 由于零售业

的进入壁垒相对较低，零售业的迅速发展使得零

售商之间竞争逐渐加剧，经营模式成为影响零售

商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根据《科学投资》杂

志调查显示: 在企业的失败案例中，由于战略原因

而失 败 的 占 23%，由 于 执 行 原 因 而 失 败 的 占

28%，但是由于没有选择合适经营模式而失败的

却高达 49% ． 与此同时，由于零售业受市场环境

的影响较大，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即使是拥有

成熟经营模型的零售商如若不能及时调整经营模

式，也会对其造成巨大损失． 例如百思买( 全球最

大的家电连锁企业) ，从 2006 年开始进入中国市

场后一直采取传统分销模式，但是随着电子商务

的发展，改变了中国消费者的生活方式，线上需求

日益增长，线下需求逐渐萎缩，而百思买却坚持经

营模式不改变，最终于 2014 年彻底退出中国市

场． 因此，如何选择恰当的经营模式、当市场环境

改变时如何调整经营模式成为零售商竞争制胜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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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 是 否 拥 有 商 品 的 所 有 权，Hagiu 和

Wright［2］把零售商的经营模式分为分销模式 ( re-
seller) 、平台模式 ( marketplace) 以及分销与平台

混合模式( hybrid) ． 分销模式指通过向卖方报价

买入商品，再向买方要价卖出商品，通过赚取买卖

之间差价来获利的模式，例如早期的京东商城等;

平台模式指零售商通过对买卖双方进行匹配，从

促成交易中获取一定佣金，例如早期的天猫商城

等; 分销与平台混合模式是指同时通过分销和平

台这两种不同模式来获得收益的经营模式，例如

亚马逊等． 零售商在这 3 种经营模式下的产品定

价权、收益分配和成本各不相同． 分销模式下，零

售商拥有产品定价决策权和销售产品的完全收

益，可以通过价格协调来缓解由产品之间互补 /竞
争关系带来的负面效应，产品销售价格较高，但需

要承担仓储、物流等成本; 平台模式下，供应商

( 制造商) 拥有产品定价权，零售商按照佣金费率

来与供应商( 制造商) 共享销售收益，可以减少双

重边际效应，相对需求较高，也不需要承担仓储、
物流等成本; 分销与平台混合模式下，零售商对于

一些产品采取分销模式，另一些产品采取平台模

式，拥有分销模式和平台模式共同的优缺点． 因

此，零售商采取分销模式时，单位产品净利润较

高，能获得销售产品的完全收益，但成本较高; 零

售商采取平台模式时，产品需求较高，成本较低，

但只能获得销售产品的部分收益; 零售商采取分

销与平台混合模式时能同时拥有分销模式和平台

模式共同的优缺点． 那么，零售商究竟应该选择何

种经营模式呢?

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环境对零售商经营模式

的选择起着重要作用，而零售商所面临的市场环

境并非一成不变的，这就使得零售商在选择经营

模式后，需要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来调整经营模

式． 现如今，随着电子商务技术的进步，平台模式

在更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使得一些原本采取

分销模式的零售商，后来却通过允许第三方零售

商通过其门店或网站销售产品而逐渐向分销与平

台混合模式转型． 例如苏宁电器，由于受到网络零

售商的冲击，从 2005 年开始苏宁电器逐渐建立其

线上渠道，并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正式开放平台，

苏宁电器已经转型为分销与平台混合模式． 同时，

还有一些原来采取平台模式的零售商也开始转向

分销与平台混合模式，例如 2014 年天猫电器城包

下美的、九阳、苏泊尔等 10 余个知名品牌 12 条生

产线，以天猫网络定制的方式销售产品，天猫旗下

喵鲜生也通过海外跨境直采渠道，采取一站式进

货方式销售产品②． 因此，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

零售商对于经营模式的选择是不断变化的，那么，

当 市 场 环 境 改 变 时 零 售 商 应 该 如 何 调 整 经 营

模式?

对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涉

及不同经营模式的区别与联系、零售商经营模式

选择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对于已有的文献回顾也

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对于不同经营模式的区别与联系，现有文献

认为拥有控制权( 定价、服务和管理) 和承担责任

主体的不同是分销模式与平台模式的主要区别．
从控制权角度来看，Abhishek 等［3］考虑了制造商

通过传统渠道、网络渠道销售同一产品的情况，其

中网络渠道包括代理( 平台模式) 和分销( 分销模

式) 两种模式，认为对于定价权( 服务、管理) 的控

制是影响网络零售商选择不同模式的重要因素．
Hagiu 和 Wright［4］认为分销模式拥有较多的控制

权，并且更容易与消费者沟通交流，而平台模式相

对有更高的信息成本． Khouja 等［5］认为在分销模

式中，零售价格由分销商决定，可以减少制造商之

间的直接价格竞争． 从承担责任的角度来看，Ha-
giu 和 Wright［2］认为分销模式和平台模式的区别

在于订货满足的责任主体不同，分销模式下订货

满足责任在于零售商，而平台模式下订货满足责

任在于制造商( 供应商) ． 一般来说，企业拥有的

权力和义务是对等的，本文在分析分销模式和平

台模式区别时，同时考虑了拥有控制权和承担责

任主体的不同，在分销模式下零售商拥有产品的

定价权但同样必须承担销售产品的成本，在平台

模式下零售商没有产品的定价权但其也无需承担

相应的成本．
对于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现有文献认为网

络效应、溢出效应、双重边际效应和成本效应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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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零售商对分销模式与平台模式的选择． 分销模

式下，零售商控制着产品的销售权，更容易缓解由

网络效应导致的“鸡生蛋”问题和溢出效应带来

导致的搭便车现象，但零售商也需要承担产品的

销售费用［2］． 同时，由于零售商与供应商 ( 制造

商) 之间存在目标不一致，双重边际效应使得产

品需求较低［6］． 平台模式下，供应商 ( 制造商) 控

制着产品的销售权，零售商无需承担产品的销售

费用［2］． 同时，零售商与制造商( 供应商) 之间共

享销售收益，类似于收益共享契约，可以缓解双重

边际效应［6，7，8］，但是由于销售主体的不同使得网

络效应和溢出效应的负面影响较强［2］． 除此之

外，还有少数文献研究媒体出版等行业的经营模

式选择，例如 Tan 等［9］发现在媒体出版行业平台

模式比分销模式更占优，Young 等［10］发现中间商

可以使用不同模式作为策略工具来从产品评论中

获利．
上述文献中，对于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的研

究，较少有将分销模式、平台模式、分销与平台混

合模式这 3 种不同经营模式放在同一框架体系下

进行比较，Abhishek 等［3］虽然考虑了这 3 种经营

模式，但是只分析了销售单一产品的情形，没有考

虑 不 同 产 品 之 间 的 竞 争 /互 补 性，Hagiu 和

Wright［2］虽然考虑多种产品的情况，但是没有考

虑产品价格的决策对经营模式选择的影响． 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零售商往往同时销售多种产品，产

品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 /互补关系，产品的价格决

策必然会影响到不同经营模式下的需求和收益，

进而使得零售商销售多种产品时的经营模式选择

必然与销售单一产品时不完全一致． 同时，由于市

场环境并非一成不变，而市场环境也是影响零售

商经营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在研究零售商经营

模式选择时，也应该考虑市场环境的变化对零售

商现有经营模式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研究了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条

件及当市场环境改变时零售商经营模式转变机

制，通过对比零售商在分销模式、平台模式、分销

与平台混合模式下的利润，给出了零售商最优经

营模式选择条件，同时考虑了当市场环境发生变

化时，零售商由分销模式( 平台模式) 转为分销与

平台混合模式的转变机制，并结合我国网络零售

业发展的现状，验证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对我

国零售业未来发展提供了一定指导作用．

1 基本问题

1． 1 符号描述

首先，给出涉及的一些变量与符号的定义．
θ 零售商的基本潜在需求;

Δθ 潜在需求的变动;

μ1 间 接 网 络 外 部 性 对 潜 在 需 求 的 影 响

系数;

μ2 产品种类的增加对成本的影响系数;

pij 模式 j 下产品 i 的销售价格;

pijt 模式 j 转变为模式 t 时产品 i 的销售

价格;

wij 模式 j 下产品 i 的批发价格;

wijt 模式 j 转变为模式 t 时产品 i 的批发

价格;

γ 产品 a 与产品 b 之间的价格影响系数;

α 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的佣金费率;

F 销售产品的固定成本;

Fkjt 模式 j 转变为模式 t 时零售商 /供应商 k
的固定成本;

Di 产品 i 的需求;

Dijt 模式 j 转变为模式 t 时产品 i 的需求;

Πkj 模式 j 下零售商 /供应商 k 的总利润．
Πkjt 模式 j 转变为模式 t 时零售商 /供应商

k 的总利润．
其中 i = a，b 分别表示产品 a、产品 b，j = Ｒ，M，

H，t = Ｒ，M，H 分别表示分销模式、平台模式、分

销与平台混合模式，k = I，A，B 分别表示零售商、
供应商 A 和供应商 B．
1． 2 问题描述

随着零售商之间竞争的加剧，分销模式、平台

模式、分销与平台混合模式在不同情况下各具优

劣． 同时，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一些采取分销模

式( 平台模式) 的零售商正向分销与平台混合模

式转变． 因此，零售商应该选择何种经营模式、当
市场环境变化时零售商应该如何调整经营模式成

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基于此，本文研究零售商

经营模式选择和经营模式转变机制问题，假设市

场上有一家零售商和两家供应商( 供应商 A 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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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 B) ，供应商 A 和供应商 B 分别销售产品 a
和产品 b． 这样，在零售商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经

营模式选择需要做出两个重要的决策: 一是零售

商应该选择何种经营模式? 二是当产品潜在需求

发生变化时，最初选择分销模式( 平台模式) 的零

售商是否应该向分销与平台混合模式转型? 本文

的研究包括以下两个问题:

问题 1 零售商应该选择何种经营模式? 零

售商有 3 种不同的经营模式选择，一是分销模式，

即零售商从供应商 A 和供应商 B 采购产品 a 和

产品 b 后，直接将产品销售给目标消费者; 二是平

台模式，即零售商为供应商 A 和供应商 B 提供销

售平台，由两家供应商直接将产品销售给目标消

费者，零售商按照销售额和佣金费率收取佣金; 三

是分销与平台的混合模式 ( 下文中简称混合模

式) ，即零售商从供应商 A 采购产品 a 后，将产品

a 销售给目标消费者，并允许供应商 B 通过平台

将产品 b 销售给目标消费者，零售商根据产品 b
的销售额和佣金费率向供应商 B 收取佣金．

问题 2 当产品潜在需求发生变化时，零售

商是否需要改变经营模式? 第一，最初采取分销

模式的零售商在产品潜在需求发生变化时，若经

营模式不改变，零售商从供应商 A 和供应商 B 采

购产品 a 和产品 b 后直接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

若转向混合模式，零售商会改变产品 b ( 产品 a)

的经营模式，允许供应商 B( 供应商 A) 通过其平

台将产品 b ( 产品 a) 销售给消费者，并按销售额

向供应商 B( 供应商 A) 收取佣金，此时，零售商与

供应商 A( 供应商 B) 之间的销售合同不改变，但

需要与供应商 B( 供应商 A) 重新签订销售合同．
第二，最初采取平台模式的零售商在产品潜在需

求发生变化时，若经营模式不改变，供应商 A 和

供应商 B 直接通过零售商的平台将产品 a 和产品

b 销售给消费者，若转向混合模式，零售商会改变

产品 a( 产品 b) 的经营模式，向供应商 A( 供应商

B) 采购产品 a ( 产品 b) ，然后销售给消费者，此

时，零售商与供应商 B( 供应商 A) 之间的销售合

同不改变，但需要与供应商 A( 供应商 B) 重新签

订销售合同．
1． 3 模型假设

本文基本假设说明如下．
假设 1 零售商的潜在需求由基本潜在需求

θ 和间接网络外部性 μ1 组成． 根据文献［11，12］，

采用线性网络外部性函数，当零售商销售多种产

品时，会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增加零售商的

潜在需求，因此，假设零售商的潜在需求为 μ1θ ，

满足 μ1≥1 ，类似于文献［2，13］，产品 a 和产品 b
的潜在需求为 μ1θ ③．

假设 2 零售商的需求受产品 a 和产品 b 之

间的竞争 /互补程度 γ 的影响． 根据文献［15］，当

产品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时，满足 0 ≤ γ≤ 1 ; 当产

品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时，满足 － 1 ≤ γ≤ 0 ．
假设 3 不同经营模式下，承担销售产品的

固定成本的主体不同，这里不考虑销售产品的变

动成本． 1 ) 当零售商采取分销模式时，销售一种

产品时需承担固定成本 F ，销售两种产品时固定

成本为 μ2F ． 类似于文献［16］，由于两种产品在

仓储、物流运输、销售等方面会产生成本的范围经

济效应，使得两种产品的总固定成本实现类似于

“1 + 1 ＜ 2”的效果． 因此，假设零售商采取分销模

式销售两种产品时，固定成本为 μ2F ，满足 1 ≤
μ2 ≤2，随着μ2 的增加，分销模式下零售商的固定

成本越高，成本的范围经济效应越低; 2 ) 当零售

商采取平台模式时，固定成本为 0． 类似于文献

［2］，在平台模式下，仓储、物流运输等环节主要

由供应商来承担，零售商的固定成本为 0，供应商

A 和供应商 B 分别有固定成本 F ; 3) 当零售商采

取混合模式时，对供应商 A 采取分销模式，对供

应商 B 采取平台模式，类似于文献［2］，零售商和

供应商 B 分别有固定成本 F ，供应商 A 的固定成

本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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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这里假设零售商的潜在需求为 μ1 θ ，而没有分别考虑产品 a 和产品 b 的潜在需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从实践来看，任何进入

零售商店的消费者都有可能是产品 a 和产品 b 的潜在消费者，以网络零售商为例，任何进入零售商网站浏览的消费者都有可能成为产

品的购买者，产品的销量与网站的流量( 零售商的潜在需求) 成正比［14］，以零售商的潜在需求来表示产品 a 和产品 b 的潜在需求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 二是现有文献中也存在类似假设，文献［2］中假设任意产品 i 的潜在需求都为 m ，文献［13］中假设企业 1 和企业 2 分别

销售两种产品，这两种产品的潜在需求都为 α ; 三是将产品 a 和产品 b 的潜在需求设为不同的参数并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证明过程

与下文相同，不再重复论述． 因此，本文假设零售商的潜在需求为 μ1 θ ，产品 a 和产品 b 的潜在需求即为 μ1 θ ．



假设 4 零售商采取平台模式时，会按照销

售额和 佣 金 费 率 向 供 应 商 收 取 佣 金． 根 据 文

献［3］，零售商对于通过其平台销售产品的供应商

按照销售额和佣金费率收取佣金，佣金费率 α 满

足 0 ≤ α≤ 1 ，此时，若销售额为 Di pi ，则零售商

收取的佣金为 α Di pi ．

2 零售商的经营模式选择分析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零售商有 3 种不同的经

营模式选择: 分销模式、平台模式、混合模式，这 3
种不同经营模式在不同条件下各有优劣，零售商

需要决策应该选择何种经营模式． 如图 1 所示，零

售商在不同经营模式下的决策顺序如下，1 ) 分销

模式下，供应商 A、供应商 B 分别决定产品 a、产

品 b 的批发价格 waＲ 、wbＲ ，随后零售商根据批发

价格 waＲ 、wbＲ 决定产品 a 和产品 b 的销售价格

paＲ 、pbＲ ; 2) 平台模式下，零售商宣布向供应商 A
和供应商 B 收取的佣金费率 α ，随后供应商 A、供
应商 B 分别决定产品 a、产品 b 的销售价格 paM 、
pbM ; 3) 混合模式下，零售商宣布向供应商 B 收取

的佣金费率 α ，随后供应商 A 决定产品 a 的批发

价格 waH ，最后供应商 B 决定产品 b 的销售价格

pbH ，零售商决定产品 a 的销售价格 paH ．

图 1 不同经营模式下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决策顺序图

Fig． 1 Decision sequence of retailers and suppliers under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根据文献［15］，采用线性需求函数模型，由

假设 1 至假设 4 可知，产品 i 的需求受间接网络

外部性、产品自身价格、竞争 ( 互补) 产品价格的

影响，不同经营模式下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基本利

润函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模式下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基本利润函数

Table 1 The profit function of retailers and suppliers in different models

模式 基本利润函数

产品 i 的

需求函数
Di = u1 θ － pi － γ p－i

分销

模式

ΠIＲ = ( paＲ － waＲ ) ( u1 θ － paＲ － γ pbＲ ) +

( pbＲ － wbＲ ) ( u1 θ － pbＲ － γ paＲ ) － u2F
ΠAＲ = waＲ ( u1 θ － paＲ － γ pbＲ )

ΠBＲ = wbＲ ( u1 θ － pbＲ － γ paＲ )

平台

模式

ΠIM = α paM ( u1 θ － paM － γ pbM ) +

α pbM ( u1 θ － pbM － γ paM )

ΠAM = ( 1 － α) paM ( u1 θ － paM － γ pbM ) － F

ΠBM = ( 1 － α) pbM ( u1 θ － pbM － γ paM ) － F

混合

模式

ΠIH = ( paH － waH ) ( u1 θ － paH － γ pbH ) +

α pbH ( u1 θ － pbH － γ paH ) － F
ΠAH = waH ( u1 θ － paH － γ pbH )

ΠBH = ( 1 － α) pbH ( u1 θ － pbH － γ paH ) － F

接下来将讨论不同经营模式下的均衡价格和

利润，分析影响零售商利润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对

比不同经营模式下零售商的利润给出最优的经营

模式选择条件．
2． 1 不同经营模式下零售商的均衡利润

定理 1 当零售商采取分销模式均衡时，产

品 a 和产品 b 的批发价格为 waＲ = wbＲ =
θ u1

2 + γ
，

销售价格为 paＲ = pbＲ =
( 3 + 2γ) θ u1

2( 2 + γ) ( 1 + γ)
，需求

为 DaＲ = DbＲ =
θ u1

4 + 2γ
，零售商的利润为 ΠIＲ =

θ2 u2
1

2 ( 2 + γ) 2 ( 1 + γ)
－ u2F ．

定理 2 当零售商采取平台模式均衡时，产

品 a 和产品 b 的销售价格为 paM = pbM =
θ u1

2 + γ
，

需求 为 DaM = DbM =
θ u1

2 + γ
，零 售 商 的 利 润 为

ΠIM =
2α θ2 u2

1

( 2 + γ)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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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3 当零售商采取混合模式均衡时，产品 a

的批发价格为waH =
( 2 － γ + αγ － α γ2) θ u1

2( 2 － γ2)
，产品

a 和 产 品 b 的 销 售 价 格 分 别 为 paH =
［6 － ( 3 + α) γ － ( 2 + α) γ2 + ( 1 + α) γ3］θ u1

( 2 － γ2) ［4 － ( 1 + α) γ2］
，

pbH =
［8 － 6γ － ( 3 + α) γ2 + ( 2 + α) γ3］θ u1

2( 2 － γ2) ［4 － ( 1 + α) γ2］
，需

求 为 DaH =
( 2 － γ + αγ － α γ2) θ u1

2［4 － ( 1 + α) γ2］
，DbH =

［8 － 6γ － ( 3 + α) γ2 + ( 2 + α) γ3］θ u1
2( 2 － γ2) ［4 － ( 1 + α) γ2］

，零售商的

利润为 ΠIH =
Φ1

Φ2

θ2 u21
4 ( 2 － γ2) 2 －F． 其中Φ1 = α3 H2 +

( 4 － 2γ － 2 γ2 + γ3) 2 + α H3 － α2 γ2 H1 ，Φ2 =
［4 － ( 1 + α) γ2］2，H1 = 28 － 52γ + 10 γ2 + 26 γ3 －
11 γ4 － 2 γ5 + γ6 ，H2 = ( 1 － γ) 2 γ4( 3 － γ2) ，H3 =
64 － 112γ + 4 γ2 + 76 γ3 － 25 γ4 － 12 γ5 + 5 γ6 ．

一般来说，零售商的利润为总收益减去总成

本，收益越高，利润越高; 成本越高，利润越低． 零

售商的收益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间接

网络外部性 u1 ． 由于零售商承担着供应商与消费

者交易的桥梁，具有双边市场的特性，以网络零售

业为例，当零售商电子商务网站上销售的产品种

类增加时，间接网络外部性使得浏览该网站的消

费者会以平方级的速度增长，间接网络外部性的

作用越大，浏览电子商务网站的消费者增长的速

度越快，该网络的流量和产品的实际需求越大，零

售商的利润也就越大． 二是佣金费率 α ． 在平台

模式、混合模式下，零售商虽然不直接通过销售产

品获得收益，但是供应商需要按照销售额和佣金

费率支付给零售商佣金，佣金费率类似于零售商

与供应商之间的收益分成比例，佣金费率越高，在

销售额不变的情况下，零售商收取的佣金越高，利

润也就越高． 三是产品之间的价格影响系数 γ ． 从

定理 1 至定理 3 可以看出，零售商利润随着产品

之间价格影响系数的增加而减少，这是因为随着

产品之间价格影响系数增加，产品需求会减少，零

售商的利润也会减少． 零售商的成本主要受两方

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固定成本 F ，包括仓储、物流

设施的建设成本等，显然，固定成本越高，零售商

的利润越低; 二是产品种类的增加对成本的影响

系数 u2 ，u2 表示销售多种产品所带来的成本范

围经济效应，u2 越小，成本的范围经济效应越大，

成本越低，零售商的利润越高．
2． 2 零售商的经营模式选择

零售商在不同经营模式下的盈利方式和成本

不尽相同，使得不同经营模式下零售商的利润也

不相同． 因此，接下来将通过对比不同经营模式下

的销售价格和利润，得出最优的零售商经营模式

选择条件．
定理 4 零售商对分销模式、平台模式、混合

模式的选择满足以下条件．
( a) 当 U2 ＜ U1 ＜ U3 时，若 F≤U2，分销模式

是零售商的最优选择; 若U2 ≤ F ≤ U3，混合模式

是零售商的最优选择; 若 F ≥ U3，平台模式是零

售商的最优选择．
( b) 当U3 ＜ U1 ＜ U2 时，混合模式不是零售

商的最优选择; 若 F ≤ U1 ，分销模式是零售商的

最优选择; 若 F≥ U1 ，平台模式是零售商的最优

选 择． 其 中 U1 = 1
2( 1 + γ)

－ 2( )α θ2 u21
u2 ( 2 + γ) 2，

U2 = 1
2 ( 2 + γ) 2( 1 + γ)

－
Φ1

Φ2

1
4 ( 2 － γ2)( )2

θ2 u21
u2 － 1，

U3 =
Φ1 θ

2 u21
4 Φ2 ( 2 － γ2) 2 －

2α θ2 u21
( 2 + γ) 2 ．

从定理 4 可以看出，零售商对分销模式、平

台模式、混合模式的选择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

影响．
1) 不同经营模式的成本之差． 从定理 4 的

( a) 、( b) 中可以看出，当固定成本较高时 ( F ≥
max［U1，U3］) ，平台模式下零售商不需要承担销

售产品的固定成本，平台模式是零售商的最优选

择; 当固定成本较低时 ( F≤min［U1，U2］) ，分销

模式下零售商可以获得产品的全部收益同时固

定成本又较低，分销模式是零售商的最优选择．
2) 不同经营模式下的收益之差，即为定理 4

中的 U1 、U2 和 U3 ，其中，U1 表示撇除产品种类

增加对成本的影响后分销模式与平台模式的收益

之差，U2 表示撇除产品种类增加对成本的影响后

分销模式与混合模式的收益之差，U3 表示混合模

式与平台模式的收益之差． 在不考虑固定成本的

影响时，零售商对经营模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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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 、U2 和 U3 的大小，而 U1 、U2 和 U3 的大小又受

佣金费率、产品之间的价格影响系数和间接网络

外部性的影响． 直观上来说，随着佣金费率的增

加，U1 、U2 逐渐变小，即随着佣金费率的增加，平

台模式、混合模式逐渐占优; 随着产品之间的价格

影响系数的增加，U1 逐渐变小，即随着产品之间

价格影响系数的增加，平台模式逐渐占优． 佣金费

率、产品之间的价格影响系数和间接网络外部性

等因素变动对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的影响将在下

文中给出具体分析． 由于零售商在不同模式下利

润主要受价格的影响，接下来对比分析在不同经

营模式下产品销售价格．
定理 5 零售商在不同经营模式下产品销售

价格满足以下关系．
( a) 当 0≤ γ≤ 1 时，不同经营模式的产品销

售价格满足以下关系: paH ＞ paＲ ＞ paM ，pbＲ ＞
pbM ＞ pbH ．

( b) 当 － 1≤ γ≤ 0 时，不同经营模式的产品

销售价格满足以下关系，paＲ ＞ paH ＞ paM ，pbＲ ＞
pbH ＞ pbM ．

从定理 5 可以看出，第一，无论 γ 取任何值

时，产品的销售价格都满足，paＲ ＞ paM ，pbＲ ＞
pbM，paH ＞ paM ，也就是说分销模式下产品销售价

格要高于平台模式． 分销模式与平台模式的区别

之一在于产品是否由供应商直接销售给最终消费

者，产品从生产出来到销售给最终消费者的环节

越多，双重边际效应越强，销售价格越高． 第二，当

0≤ γ≤ 1 时，产品之间的互补性使得一种产品价

格的提高会减少另一种产品的需求，在混合模式

下，零售商拥有产品 a 的全部收益和产品 b 的部

分收益，这就使得其会放弃产品 b 的部分收益而

对产品 a 制定相对较高的销售价格，由于供应商

B 只能通过产品 b 来获得收益，而产品 a 的价格

又相对较高，从而供应商 B 只能制定相对较低的

销售价格以获得更多的需求，即 paH ＞ paＲ ，pbM ＞
pbH ． 第三，当 － 1 ≤ γ≤ 0 时，产品之间存在竞争

性，在分销模式下零售商拥有全部的产品定价权，

使得其会选择相对较高的销售价格以获得更大利

润，混合模式下由供应商 b 来决定产品 b 的销售

价格，使得产品的销售价格较低，即 paＲ ＞ paH ，

pbＲ ＞ pbH ．

2． 3 不同因素对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的影响

从定理 4 可以看出，零售商对经营模式的选

择主要由佣金费率、产品之间的价格影响系数、间
接网络外部性、固定成本等因素来决定． 接下来将

具体分析这些因素变动是如何影响零售商经营模

式的选择．
推论 1 当 γ ＞ γ1 时，若佣金费率较小 ( 0 ＜

α ＜ α* ) ，分销模式是零售商最优选择; 若佣金费

率适中( α* ＜ α ＜ α＊＊ ) ，混合模式是零售商最优

选择; 若佣金费率较大( α ＞ α＊＊ ) ，平台模式是零

售商最优选择．
从推论 1 可以看出，首先，当佣金费率较小

时，分销模式占优． 当佣金费率较小时，平台模式、
混合模式下零售商获得的收益分成较少，零售商

采取分销模式虽然需要承担完全的固定成本，但

同样也能获得完全的收益． 其次，当佣金费率适中

时，混合模式占优． 由于分销模式与平台模式在不

同条件下各具优劣，零售商采取混合模式既能获

得分销模式和平台模式下的部分优势，又能部分

规避这两种模式下的缺点，达到既获得较高收益

又能节约固定成本的效果． 最后，当佣金费率较大

时，平台模式占优． 这是因为佣金费率较大时，在

平台模式下零售商获得的收益分成较高，同时还

不需要承担固定成本，这就是使得平台模式下零

售商的利润较高． 除此之外，推论 1 结论的约束条

件 ( γ ＞ γ1 ) 还表明佣金费率对零售商经营模式

选择的影响还受产品之间价格影响系数的制约．
因此，接下来通过对佣金费率的讨论来分析产品

之间价格影响系数、间接网络外部性等因素对零

售商经营模式的影响．
在平台模式下，零售商并不买断产品的所有

权，而是提供销售平台 ( 场地) 给供应商，并按照

销售额和佣金费率向供应商收取费用． 无论是传

统零售商还是网络零售商，在平台模式下，一般对

不同种类的产品收取不同的佣金费率． 以网络零

售业为例，天猫和京东分别占据近年来我国 B2C
网络购物交易市场份额的前两名，这两家网络零

售商对其销售的不同种类的产品制定不同的佣金

费率． 天猫对通过其平台销售的产品按销售额的

0． 4%到 5%收取佣金，京东对通过其平台销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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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按销售额的 3% 到 8% 收取佣金④． 同时，根

据推论 1 的结论可知，不同经营模式之间的利润

差会随着佣金费率的变化而产生连续单调变化．
因此，在接来下的讨论中将佣金费率固定在 0 到

10%之间变动，分析产品之间价格影响系数等因

素变动对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的影响．
推论 2 当 0≤ α≤ 0． 1 时，若产品之间价格

影响系数较小 ( γ1 ＜ γ ＜ γ* ) ，分销模式是零售

商的最优选择; 若产品之间价格影响系数适中

( γ* ＜ γ ＜ γ＊＊ ) ，混合模式是零售商的最优选

择; 若产品之间价格影响系数较大 ( γ ＞ γ＊＊ ) ，

平台模式是零售商的最优选择．
由推论 2 可知，首先，当产品之间价格影响系

数较小时，产品之间的竞争性较强⑤，分销模式占

优． 这是因为分销模式下由零售商统一定价，能够

协调产品之间的价格竞争． 其次，当产品之间价格

影响系数较大时，产品之间的互补性较强，平台模

式占优． 这是因为产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一种产

品价格的增加引起另外一种产品需求减少，由定

理 5 可知，平台模式下由供应商来决定产品价格，

两种产品的价格相对较低( paH ＞ paＲ ＞ paM ，pbＲ ＞
pbM ＞ pbH ) ，零售商采取平台模式能减少产品之间

互补性对需求的影响． 最后，当产品之间价格影响

系数适中时，产品之间的互补性 /竞争性都较小，

混合模式占优． 这是因为混合模式既能获得分销

模式、平台模式下的部分优势，又能部分规避这两

种模式下的缺点，达到既获得较高收益又能节约

固定成本的效果．
推论 3 当 0≤ α≤ 0． 1 ，γ ＜ γ2 时，若间接

网络外部性较小 ( 1 ＜ u1 ＜ u*
1 ) ，平台模式是零

售商的最优选择; 若间接网络外部性适中 ( u*
1 ＜

u1 ＜ u＊＊1 ) ，混合模式是零售商的最优选择; 若间

接网络外部性较大 ( u1 ＞ u＊＊1 ) ，分销模式是零售

商的最优选择．
由推论 3 可以看出，首先，间接网络外部性较

小时，平台模式占优． 这是因为间接网络外部性较

小时，产品种类的增加对需求的影响作用较小，相

对来说需求较少，在平台模式下，由供应商来做产

品的价格决策，零售商收取佣金 ( 类似于收益共

享) 能刺激供应商降低价格增加需求，进而增加

利润． 其次，间接网络外部性较大时，分销模式占

优． 一般来说，企业的间接网络外部性是一种正向

网络效应［17］，间接网络外部性较大时，产品种类

的增加对需求的影响作用较大，相对来说需求也

较大，在分销模式下，由零售商来协调两种产品的

销售价格，增加利润． 最后，当间接网络外部性适

中时，混合模式占优． 这是因为混合模式既能部分

获得平台模式下由低价带来的需求优势，又能部

分获得分销模式下高价销售带来的利润增加．
推论 4 当固定成本较小时 ( 0 ＜ F ＜ F* ) ，

分销模式是零售商的最优选择; 当固定成本适中

时 ( F* ＜ F ＜ F＊＊ ) ，混合模式是零售商的最优

选择; 当固定成本较大时 ( F ＞ F＊＊ ) ，平台模式

是零售商的最优选择．
由于零售商在不同经营模式下需要承担的固

定成本不同，选择分销模式时，零售商需要同时承

担产品 a 和产品 b 的固定成本; 选择混合模式时，

零售商只需要负担产品 a 的固定成本; 选择平台

模式时，零售商不需要负担固定成本． 显然，当固

定成本较小时，分销模式下零售商需承担的固定

成本较小，同时还能协调两种产品的销售价格; 当

固定成本较大时，平台模式下零售商不需要承担

固定成本，相对利润较高; 当固定成本适中时，零

售商采取混合模式既能部分获得分销模式中价格

协调带来的优势，又能部分获得平台模式下的成

本优势．
综上所述，间接网络外部性、佣金费率、产品

之间的价格影响系数、固定成本均会对零售商的

经营模式选择产生影响． 随着产品之间的价格影

响系数、佣金费率、固定成本的增加，零售商的最

优经营模式逐渐由分销模式变为混合模式、最后

变为平台模式; 随着间接网络外部性的增加，零售

商的最优经营模式逐渐由平台模式变为混合模

式、最后变为分销模式．

3 零售商经营模式转变机制分析

现实生活中，零售商对经营模式的选择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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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这里佣金费率是指各经营大类下小类目的平均佣金费率．
当产品之间存在互补性时，产品之间的价格影响系数为正; 当产品之间存在竞争性时，产品之间的价格影响系数为负．



一成不变． 有些最初选择分销模式的零售商已经

转向混合模式，例如早期的京东主要采取分销模

式，后来却允许供应商( 制造商) 通过其网站销售

产品而转为混合模式; 有些最初选择平台模式的

零售商正在转向混合模式，例如天猫最初采取平

台模式，后来旗下的喵鲜生也通过海外跨境直采

渠道采取一站式进货方式销售产品． 那么，为什么

零售商会改变经营模式呢? 究其原因在于市场环

境的改变，而市场环境的改变又主要体现在需求

和成本的变化． 随着产品技术的不断改进或消费

者偏好的改变，产品所面对的市场环境也在不断

变化，对于那些能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或密切贴

合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来说，潜在需求可能会急剧

增加，这些产品在分销过程中的仓储、物流成本也

会随之增加，而对于那些跟不上技术进步的步伐

或不符合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来说，潜在需求可能

会逐渐减少，这些产品在分销过程中的仓储、物流

成本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因此，当市场环境变化带

来需求和成本变化时，不同经营模式下零售商的

利润也会发生变化，零售商有可能会改变经营

模式⑥．
这样，考虑两种不同情况，一是零售商开始采

用分销模式，当产品的潜在需求发生变化时，零售

商需要决策是否转为混合模式; 二是零售商开始

采用平台模式，当产品的潜在需求发生变化时，零

售商需要决策是否转变为混合模式． 这里不考虑

由混合模式向分销模式或平台模式转变的情况，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从零售业发展的演变过

程来说，最初的零售商一般是采取单一的分销模

式或平台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由混合模式分别向

分销或平台模式转变的实例较少． 以我国网络零

售业为例，无论是天猫、京东还是苏宁都是由纯平

台模式或者纯分销模式朝着混合模式转变，几乎

没有混合模式分别向分销模式或平台模式转变的

情况; 二是在下文的分析中分别考虑了由分销模

式或平台模式向混合模式转变的条件，二者之间

具有一定的可逆性． 除此之外，这里没有考虑由分

销模式向平台模式转变或者是由平台模式向分销

模式转变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当零售商经营模式

完全变化时，其需要重新与两家供应商签订销售

合同，这样就和第二部分的分析类似，这里不再重

复讨论．
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表现为产品 a 或产品 b

潜在需求的变化，最初采取分销模式和平台模式

的零售商都有可能转向混合模式． 这样，零售商在

4 种不同的情况需要做出是否改变经营模式的选

择，产品 a /产品 b 的潜在需求改变时，最初采取

分销模式的零售商是否会改变经营模式; 产品 a /
产品 b 的潜在需求改变时，最初采取平台模式的

零售商是否会改变经营模式． 为了研究零售商转

变经营模式的条件，在假设 1 至假设 4 的基础上，

增加如下假设:

假设 5 由于在分销模式和平台模式下，类似

于文献［2］，产品 a 和产品 b 具有对称性，两种产品

的销售价格、需求和利润都相等( 见定理 1 和定理

2) ⑦，同时，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混合模式下假

设零售商对产品 a 采取分销模式、对产品 b 采取

平台模式，考虑到上下文的一致性，假设最初采取

分销模式的零售商，当产品 b 的潜在需求变化 Δ
θb 时，满足 － θ ＜ Δ θb ＜ θ ，若转向混合模式，会选

择将产品 b 由分销模式转为平台模式⑧; 最初采

取平台模式的零售商，当产品 a 的潜在需求变化

Δ θa 时，满足 － θ ＜ Δ θa ＜ θ ，若转向混合模式，会

选择将产品 a 由平台模式转为分销模式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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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现实生活中，采取纯平台模式的零售商向混合模式转变的案例较少，这是因为从平台模式转向混合模式，零售商不但需要增加较大的

仓储、物流设施投入，而且还需要作为采购方协调与供应链上游企业的关系，对于纯平台的零售商来说很难同时做好． 但是，也不乏有

一些拥有绝对市场势力的平台零售商有向混合模式发展的趋势，例如 2014 年天猫电器城包下美的、九阳、苏泊尔等 10 余个知名品牌

12 条生产线，以天猫网络定制的方式销售产品，天猫旗下喵鲜生也通过海外跨境直采渠道，采取一站式进货方式销售产品，这些都是

天猫向混合模式转变的尝试．
产品 a 和产品 b 具有对称性使得在分销模式( 平台模式) 下产品 a 潜在需求改变时零售商的决策对产品 b 潜在需求改变时同样适用，

反之，产品 b 潜在需求改变时零售商的决策对产品 a 潜在需求改变时同样适用．
最初采取分销模式的零售商，当产品 a 的潜在需求变化 Δ θa 时，满足 － θ ＜ Δ θa ＜ θ ，若转向混合模式，会选择将产品 a 由分销模式转

为平台模式，分析过程和结论与产品 b 潜在需求变化时相同，下文不再重复讨论．
最初采取平台模式的零售商，当产品 b 的潜在需求变化 Δ θb 时，满足 － θ ＜ Δ θb ＜ θ ，若转向混合模式，会选择将产品 b 由平台模式转

为分销模式，分析过程和结论与产品 a 潜在需求变化时相同，下文不再重复讨论．



假设 6 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零售商的

固定成本会发生变化． 1) 最初采取分销模式的零

售商，若不转变经营模式，需要增加固定成本 FIＲＲ

( 当 Δ θb ＞ 0 时，产品潜在需求增加，FIＲＲ 表示仓

储、物流设施的新增投入和前期仓储、物流设施的

折旧和维护成本; 当 Δ θb ＜ 0 时，产品潜在需求减

少，FIＲＲ 表示前期仓储、物流设施的折旧和维护

成本 ) ; 若 转 为 混 合 模 式，需 要 增 加 固 定 成 本

FIＲH ( FIＲH 表示前期仓储、物流设施的折旧和维护

成本) ． 2) 最初采取平台模式的零售商，若不转变

经营模式，固定成本为 0; 若转为混合模式，需要

增加固定成本 FIMH ( FIMH 表示为销售产品 a 增加

的仓储、物流设施投入) ．
假设 7 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供应商的

固定成本会发生变化． 1) 当零售商由分销模式变

为混 合 模 式 时，供 应 商 B 需 投 入 固 定 成 本

FBＲH ( FBＲH 表示为销售产品 b 增加的仓储、物流设

施投入) ． 2 ) 当采取平台模式的零售商不转变经

营模式时，供应商 A 需要增加固定成本 FAMM ( 当

Δ θa ＞ 0 时，产品潜在需求增加，FAMM 表示仓储、
物流设施的新增投入和前期仓储、物流设施的折

旧和维护成本; 当 Δ θa ＜ 0 时，产品潜在需求减

少，FAMM 表示前期仓储、物流设施的折旧和维护

成本) ，供应商 B 需要增加固定成本 FBMM ( FBMM

表示前期仓储、物流设施的折旧和维护成本) ; 当

由平台模式变为混合模式时，供应商 A 和供应商

B 的固定成本分别为 FAMH 、FBMH ( FAMH 、FBMH 表

示前期仓储、物流设施的折旧和维护成本) ．
假设 8 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若零售商

不转变经营模式，不需要与供应商重新签订销售

合同，产品的销售价格不改变; 若零售商转变经营

模式，需要与改变经营模式的供应商重新签订销

售合同，产品的销售价格等也相应的发生改变．
3． 1 采取分销模式的零售商经营模式转变机制

根据假设 5 至假设 8，当零售商开始采取分

销模式时，供应商 A、供应商 B 和零售商的决策顺

序与第 2 部分相同，此时，产品 a、产品 b 的批发

价格为 waＲ、wbＲ，销售价格为paＲ、pbＲ ． 当产品 b 的

潜在需求变化 Δ θb 时，产品 a 的潜在需求为 θ，产

品 b 的潜在需求为 θ + Δ θb ． 对于零售商来说，有

两种不同选择，1 ) 零售商不转变经营模式，零售

商与两家供应商都不需要重新签订销售合同，产

品 a、产品 b 的批发价格为 waＲＲ = waＲ、wbＲＲ =
wbＲ，销售价格为paＲＲ = paＲ、pbＲＲ = pbＲ ，零售商的

固定成本为 FIＲＲ ; 2 ) 零售商变为混合模式，零售

商需要与供应商 B 重新签订销售合同，与供应商

A 不需要重新签订销售合同，产品 a 的批发价格

为 waＲH = waＲ，销售价格为paＲH = paＲ，佣金费率为

α ，产品 b 的销售价格为 pbＲH ，零售商的固定成本

为 FIＲH ．
这样，根据假设 1 至假设 8，当产品 b 的潜在

需求变化 Δ θb 时，若采取分销模式的零售商在不

改变经营模式时，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 ΠIＲＲ =
( paＲＲ － waＲＲ ) ( u1θ － paＲＲ － γ pbＲＲ ) + ( pbＲＲ －
wbＲＲ) ［u1 ( θ + Δ θb ) － pbＲＲ － γ paＲＲ］－ FIＲＲ ，此时，

供应商 A 和供应商 B 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ΠAＲＲ =
wAＲＲ ( u1θ － paＲＲ － γ pbＲＲ ) ，ΠBＲＲ = wbＲＲ［u1 ( θ +
Δθb ) － pbＲＲ － γ paＲＲ］． 若采取分销模式的零售商

变为混合模式时，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 ΠIＲH =
( paＲH －waＲH ) ( u1θ－paＲH －γ pbＲH ) + α pbＲH［u1 ( θ +
Δθb ) － pbＲH － γ paＲH］－ FIＲH ，此时，供应商 A 和供

应商 B 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ΠAＲH =waＲH ( u1θ－paＲH－
γ pbＲH ) ，ΠBＲH = ( 1－α) pbＲH［u1 ( θ + Δ θb ) － pbＲH －
γ paＲH］－ FBＲH ．

定理 6 满足 Δ θb ＞ － θ
2( 2 + γ)

时，采取分

销模式的零售商不改变经营模式时存在均衡，产

品 a 和产品 b 的批发价格为waＲＲ =
θ u1

2 + γ
，wbＲＲ =

θ u1

2 + γ
，销 售 价 格 为 paＲＲ =

( 3 + 2γ) θ u1

2( 2 + γ) ( 1 + γ)
，

pbＲＲ =
( 3 + 2γ) θ u1

2( 2 + γ) ( 1 + γ)
，需求为 DaＲＲ =

θ u1

4 + 2γ
，

DbＲＲ =
［2Δ θb ( 2 + γ) + θ］u1

2( 2 + γ)
． 此时，零售商的

利润为 ΠIＲＲ =
θ［Δ θb ( 2 + γ) + θ］u2

1

2( 1 + γ) ( 2 + γ) 2 － FIＲＲ ．

定理 7 满足 － 2Δ θbγ( 2 + 3γ + γ2 ) + ( 2 +
4γ + γ2 ) θ ＞ 0，2Δ θb ( 2+3γ + γ2 ) + ( 4 + 3γ) θ ＞
0 时，采取分销模式的零售商转为混合模式时存在

均衡，产品 a 的批发价格为waＲH =
θ u1
2 + γ

，产品 a 和

产品 b 销售价格为 paＲH =
( 3 + 2γ) θ u1

2( 2 + γ) ( 1 + γ)
，pbＲ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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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Δ θb( 2+3γ+γ
2) +( 4 + 3γ) θ］u1

4( 1 + γ) ( 2 + γ)
，需求为 DaＲH =

［－ 2Δ θbγ( 2 + 3γ + γ2) + ( 2 + 4γ + γ2) θ］u1
4( 1 + γ) ( 2 + γ)

，

DbＲH =
［2Δ θb( 2 + 3γ + γ2) + ( 4 + 3γ) θ］u1

4( 1 + γ) ( 2 + γ)
． 此

时，零售商的利润为

ΠIＲH =
{4 ( Δθb)

2α ( 2+3γ+γ2) 2 +4Δ θb( 2+3γ+γ
2) ［α( 4+3γ) －γ］θ+［α ( 4+3γ) 2 +2( 2+4γ+γ2) ］θ2} u21

16 ( 1+γ) 2 ( 2+γ) 2 －FIＲH

定理 6 和定理 7 的约束条件是要使产品 a 和

产品 b 的需求大于 0，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假设此

条件成立，不再重复论述． 定理 6 和定理 7 表明，

当产品 b 潜在需求发生变化时，无论采取分销模

式的零售商是否转变经营模式，其利润都受产品

b 潜在需求变化、固定成本变化、产品之间的价格

影响系数、佣金费率和间接网络外部性的影响． 接

下来通过对比零售商不改变经营模式和转向混合

模式后的利润，可以得到零售商转变经营模式的

条件．
定理 8 当零售商最初采取分销模式时，若

Z1 ＞ FIＲH － FIＲＲ ，转向混合模式是其最优选择; 若

Z1 ＜ FIＲH － FIＲＲ 时，不改变经营模式是其最优选

择． 其中，

Z1 =
{ 4 α( Δθb)

2 ( 2+3γ+γ2) 2 +4Δθb( 2+3γ+γ
2) ［α( 4+3γ) －2－γ］θ+［α ( 4+3γ) 2 －2( 2－γ2) ］θ2} u21

16 ( 1+γ) 2 ( 2+γ) 2

最初采取分销模式的零售商在做是否转向混

合模式的选择时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1 ) 收益之

差( Z1 ) ，Z1 表示最初采取分销模式的零售商转

为混合模式与不改变经营模式时的收益之差; 2 )

成本之差 ( FIＲH － FIＲＲ ) ，FIＲH － FIＲＲ 表示最初采取

分销模式的零售商转为混合模式与不改变经营模

式时的成本之差，显然，FIＲH － FIＲＲ 越大，零售商

越倾向于不改变经营模式． 由于零售商收益之差

主要受潜在需求变动的影响，因此接下来从定理

8 的结论中分析产品 b 潜在需求变化对零售商决

策的影响．
推论 5 当满足 2α( 2 + 3γ + γ2 ) Δ θb ＞ ［2 +

γ － α( 4 + 3γ) ］θ 时，随着产品 b 潜在需求的增

加，最初采取分销模式的零售商更倾向于转向混

合模式; 反之，最初采取分销模式的零售商更倾向

于不改变经营模式．
推论 5 考虑了产品 b 潜在需求变动对零售商

是否改变经营模式的影响． 由于

( ΠIＲH － ΠIＲＲ )
Δθb

=
4 u2

1 ( 2 + 3γ + γ2 ) { 2α( 2 + 3γ + γ2 ) Δ θb － ［2 + γ － α( 4 + 3γ) ］θ}

16 ( 1 + γ) 2 ( 2 + γ) 2

则可以得到
( ΠIＲH － ΠIＲＲ )

Δ θb
是否大于 0 的两个

充 分 条 件: 当 Δθb ＞ 0 ，α ＞ 2 + γ
4 + 3γ 时，

( ΠIＲH － ΠIＲＲ )
Δθb

＞ 0 ; 当 Δθb ＜ 0 ，α ＜ 2 + γ
4 + 3γ

时，
( ΠIＲH － ΠIＲＲ )

Δθb
＜ 0 ． 因此，若产品 b 的潜在

需求变化为正 ( Δθb ＞ 0) 且佣金费率较高 ( α ＞
2 + γ
4 + 3γ

) 时，随着产品 b 潜在需求变化的增加，采

取分销模式零售商更倾向于向混合模式转型; 若

产品 b 的潜在需求变化为负 ( Δθb ＜ 0) 且佣金费

率较低 α ＜ 2 + γ
4 + 3( )γ 时，随着产品 b 潜在需求变

化的增加，采取分销模式零售商更倾向于不改变

经营模式． 这是因为当产品 b 的潜在需求增加和

佣金费率较高时，在混合模式下零售商的收益分

成会增加，零售商会更加倾向于混合模式，当产品

b 的潜在需求减小和佣金费率较低时，在混合模

式下零售商的收益分成会减小，零售商会更加倾

向于不改变经营模式．
3． 2 采取平台模式的零售商经营模式转变机制

根据假设 5 至假设 8，当零售商开始采取平

台模式时，供应商 A、供应商 B 和零售商的决策顺

序与第 2 部分相同，佣金费率为 α ，产品 a、产品 b
的销售价格为 paM、pbM ． 当产品 a 的潜在需求变化

Δ θa 时，产品 a 的潜在需求为 θ + Δ θa，产品 b 的潜

在需求为 θ ． 对于零售商来说，有两种不同选择，

1) 零售商不转变经营模式，零售商与两家供应商

都不需要重新签订销售合同，此时，产品 a、产品 b
的销售价格为 paMM = paM 、pbMM = pbM ，零售商无

需投入固定成本; 2) 零售商变为混合模式，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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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需要与供应商 A 重新签订销售合同，与供

应商 B 不需要重新签订销售合同，产品 a 的批发

价格为 waMH ，销售价格为 paMH ，佣金费率为 α ，产

品 b 的销售价格仍为 pbMH = pbM ，零售商的固定

成本为 FIMH ．
这样，根据假设 1 至假设 8，当产品 a 的潜在

需求变化 Δ θa 时，若采取平台模式的零售商在不

改变经营模式时，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 ΠIMM =
αpaMM［u1 ( θ+Δ θa ) －paMM －γ pbMM］+α pbMM ( u1θ －
pbMM －γ paMM ) ，此时，供应商 A 和供应商 B 的利

润函数分别为，ΠAMM = ( 1－α) paMM［u1 ( θ + Δθa ) －
paMM －γ pbMM］－FAMM ，ΠBMM = ( 1 － α) pbMM ( u1θ －
pbMM － γ paMM ) － FBMM ． 若采取平台模式的零售商

变为混合模式时，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ΠIMH =
( paMH － waMH) ［u1( θ + Δ θa ) － paMH － γ pbMH］ +
αpbMH( u1θ － pbMH － γ paMH) － FIMH ，此时，供应商A 和

供应商 B 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ΠAMH = waMH［u1( θ +
Δθa ) － paMH － γ pbMH］－ FAMH，ΠBMH = ( 1 － α) ×
pbMH( u1θ － pbMH － γ paMH) － FBMH ．

定理 9 满足 Δ θa ＞ － θ
2 + γ 时，采取平台模

式的零售商不改变经营模式时存在均衡，产品 a

和产品 b 的销售价格为 paMM =
θ u1

2 + γ
，pbMM =

θ u1

2 + γ
，需 求 为 DaMM =

［Δθa ( 2 + γ) + θ］u1

2 + γ
，

DbMM =
θ u1

2 + γ
． 此时，零售商的利润为 ΠIMM =

αθ［Δθa ( 2 + γ) + 2θ］u2
1

( 2 + γ) 2 ．

定理 10 满足 Δ θa ( 2 + γ) + ( 2 + αγ) θ ＞
0 且 － 3Δ θaγ( 2 + γ) + ( 4 － 2γ + α γ2 ) θ ＞ 0
时，采取平台模式的零售商转向混合模式时存

在 均 衡， 产 品 a 的 批 发 价 格 为

waMH =
［Δ θa ( 2 + γ) + ( 2 + αγ) θ］u1

2( 2 + γ)
，产 品 a

和 产 品 b 的 销 售 价 格 为 paMH =
［3Δ θa ( 2 + γ) + ( 6 － αγ) θ］u1

4( 2 + γ)
，pbMH =

θ u1

2 + γ
，

需求为 DaMH =
［Δ θa ( 2 + γ) + ( 2 + αγ) θ］u1

4( 2 + γ)
，

DbMH =
［－ 3Δ θaγ( 2 + γ) + ( 4 － 2γ + α γ2) θ］u1

4( 2 + γ)
．

此时，零售商的利润为

ΠIMH =
{ ( Δ θa )

2 ( 2 + γ) 2 + 2Δ θa ( 2 + γ) ( 2 － 7αγ) θ +［4 + α2 γ2 + 4α( 4 － 3γ) ］θ2} u21
16 ( 2 + γ) 2 － FIMH

定理 9 和定理 10 的约束条件是要使产品 a
和产品 b 的需求大于 0，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假设

此条件成立，不再重复论述． 定理 9 和定理 10 表

明，当产品 a 潜在需求发生变化时，无论采取平台

模式的零售商是否转变经营模式，利润都受产品 a
潜在需求变化、固定成本变化、产品之间的价格影响

系数、佣金费率和间接网络外部性的影响． 接下来通

过对比零售商不改变经营模式和转向混合模式后的

利润，可以得到零售商转变经营模式的条件．
定理 11 当零售商最初采取平台模式时，若

Z2 ＞ FIMH ，转向混合模式是其最优选择; 若 Z2 ＜
FIMH ，不改变经营模式是其最优选择． 其中，

Z2 =
{ ( Δ θa )

2 ( 2 + γ) 2 + 2Δ θa ( 2 + γ) ［2 － α( 8 + 7γ) ］θ +［4 + α2 γ2 － 4α( 4 + 3γ) ］θ2} u21
16 ( 2 + γ) 2

最初采取平台模式的零售商在做是否转向混

合模式的选择时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收益

之差( Z2 ) ，Z2 表示最初采取平台模式的零售商

转为混合模式后的收益与不改变经营模式时的收

益之差; 二是成本之差 ( FIＲH ) ，混合模式下零售

商需要承担固定成本FIＲH，平台模式下零售商不

需要承担固定成本，二者之差即为FIＲH，显然，FIＲH

越大，零售商越倾向于不改变经营模式． 由于零售

商收益之差主要受潜在需求变动的影响，因此接

下来从定理 11 的结论中分析产品 a 潜在需求变

化对零售商决策的影响．
推论 6 当满足 ( 2 + γ) Δ θa ＞ ［α( 8 + 7γ) －

2］θ 时，随着产品 a 潜在需求的增加，最初采取平

台模式的零售商更倾向于转向混合模式; 反之，最

初采取平台模式的零售商更倾向于不改变经营

模式．

推论 6 考虑了产品 a 潜在需求变动对零售商是

否改变经营模式的 影 响． 由 于
( ΠIMH －ΠIMM)

Δθ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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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γ) Δ θa +［2 － α( 8 + 7γ) ］θ} u21
8( 2 + γ)

，则 可 以 得

到
( ΠIMH － ΠIMM )

Δ θa
是否大于 0 的两个充分条件:

当 Δ θa ＞ 0，α ＜ 2
8 + 7γ 时，

( ΠIMH － ΠIMM )
Δθa

＞ 0 ;

当Δ θa ＜0，α ＞ 2
8 + 7γ 时，

( ΠIMH － ΠIMM )
Δ θa

＜ 0． 因

此，若产品 a 的潜在需求变化为正 ( Δ θa ＞ 0) 且

佣金费率较低 α ＜ 2
8 + 7( )γ ，随着产品 a 潜在需

求变化的增加，采取平台模式的零售商更倾向于

向混合模式转型; 若产品 a 的潜在需求变化为负

( Δ θa ＜ 0) 且佣金费率较高 α ＞ 2
8 + 7( )γ ，随着

产品 a 潜在需求变化的增加，采取平台模式的零

售商更倾向于不改变经营模式． 这是因为当产品

a 的潜在需求增加时，在分销模式下零售商可以

获得产品 a 完全的销售收益，而佣金费率较低也

使不改变经营模式的收益较低，从而零售商会更

加倾向于混合模式; 当产品 a 的潜在需求减小时，

佣金费率较高使得平台模式下零售商获得产品 a
的收益分成较高，而承担产品 a 的销售需要付出

较高的成本，从而零售商会更加倾向于不改变经

营模式．
3． 3 零售商经营模式转变的内在机理

上述部分主要研究了分销模式或平台模式是

否转向混合模式的转变条件，从定理 8 和定理 11
的结论可以看出，一是最初的经营模式不同 ( 分

销模式 /平台模式) ，零售商转向混合模式的条件

也不相同． 与采取分销模式的零售商相比，采取平

台模式的零售商的盈利方式和成本并不相同，这

就使得转向混合模式时零售商获得的收益和需要

承担的成本不相同，最初的经营模式不同对零售

商转向混合模式的条件会产生影响; 二是市场环

境的变化是零售商经营模式转向混合模式的重要

因素． 一般来说，市场环境的变化会引起产品潜在

需求的变化，使得不同经营模式下产品的收益和

成本发生变化，零售商有可能转变经营模式． 接下

来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零售商经营模式转变

的内在机理．
1) 考虑最初经营模式不同对零售商经营模

式转变的影响． 无论是由分销模式转向混合模式，

还是由平台模式转向混合模式，二者的目标选择

之一都是混合模式． 因此，接下来通过对比由分销

模式转为混合模式、平台模式转为混合模式时零

售商的利润，分析最初经营模式的不同对零售商

经营模式转变的影响．
同时，根据假设 7 至假设 8 可知，最初采取经

营模式的不同，改变潜在需求的产品和潜在需求

的改变量也不相同，为了更好的分析零售商转变

为混合模式的内在机理，这里对假设 7 至假设 8
进行了补充: 假设 Δθa = Δθb = Δθ ．

推论 7 当市场环境改变时，由分销模式转为

混合模式与由平台模式转为混合模式的利润满足以

下关系，若Z3 ＞ FIＲH －FIMH ，由分销模式转为混合模

式比由平台模式转为混合模式时零售商利润更大;

若 Z3 ＜ FIＲH － FIMH ，由平台模式转为混合模式比由

分销模式转为混合模式时零售商利润更大． 其中，

Z3 =
{Δθ2( 4α－1) ( 2+3γ+γ2) 2 +2αΔθ( 2+3γ+γ2) ( 8+13γ+7 γ2) θ－2－4γ－γ［2γ+α2γ ( 1+γ) 2 －α( 4+17γ+12 γ2) ］θ2} u21

16 ( 1 + γ) 2 ( 2 + γ) 2

推论 7 是由分销模式转为混合模式、由平台

模式转为混合模式的对比，其中，Z3 表示由分销

模式转为混合模式与由平台模式转为混合模式的

零售商的收益差，FIＲH － FIMH 表示由分销模式转

为混合模式与由平台模式转为混合模式的零售商

的成本差． 显然，当收益差大于成本差时，由分销

模式转为混合模式占优; 反之则由平台模式转为

混合模式占优． 这是由于潜在需求改变不但会使

得零售商的收益发生变化，还会改变零售商的成

本，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得零售商在不同经

营模式下的利润发生改变． 因此，由分销模式转为

混合模式与由平台模式转为混合模式之间存在两

方面的差异，①获利方式不同，由分销模式转为混

合模式时，零售商的获利方式由完全的销售来获

利转为部分佣金和部分销售来获利; 由平台模式

转为混合模式时，零售商的获利方式由完全的佣

金来获利转为部分佣金和部分销售来获利; ②成

本的组成不同，由分销模式转为混合模式时，若潜

—26—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18 年 9 月



在需求变化为正，需要增加部分固定成本的投入，

若潜在需求变化为负，需要支出前期仓储、物流设

施的折旧和维护成本; 由平台模式转为混合模式

时，无论潜在需求变化为正或者为负，都需要为销

售某种产品重新投入固定成本．
为了更进一步分析推论 7 的结论，这里考虑

一种特殊的情形，两种产品的价格互不影响，即

γ = 0 ． 此 时，推 论 7 的 结 论 为，当
1
16Δθ( 4α －

1) ( Δθ + 2θ) u2
1 ＞ FIＲH － FIMH 时，由分销模式转为

混合模式的零售商利润更大，反之则利润更小． 从这

个约束条件可以看出，①由于
ΔΠＲMH

Δθ
= 1
16( 4α －

1) ( 2Δθ +2θ) u21 ，若佣金费率较高 α ＞( )1
4 ，随着

潜在需求改变的增加( Δθ 的增加) ，由分销模式

转为混合模式的零售商利润更大; 若佣金费率较

低 α ＜( )1
4 ，随着潜在需求改变的增加 ( Δθ 的

增加) ，由分销模式转为混合模式的零售商利润

更小．② 由于
ΔΠＲMH

α
= 1

4 Δθ( Δθ + 2θ) u2
1 ，若潜

在需求改变为正，Δθ ＞ 0 ，随着佣金费率的增加，

由分销模式转为混合模式的零售商利润更大; 若

潜在需求改变为负，Δθ ＜ 0，随着佣金费率的增

加，由分销模式转为混合模式的零售商利润更小．
③由分销模式转为混合模式的零售商与由平台

模式转为混合模式的零售商的成本差越大 ( FIＲH

－ FIMH ) ，前者的利润更小． 由此可见，产品潜在需

求的改变、佣金费率以及成本的改变这三方面因

素共同作用使得最初采取分销 /平台模式的零售

商转变混合模式时的利润不同．
2) 考虑市场环境的变化对零售商经营模式

转变的影响． 零售商除了在市场环境改变时由分

销模式或者平台模式转向混合模式外，还可以在

市场环境不变时直接选择混合模式，零售商的这

两种选择混合模式的区别在于市场环境的变化．
因此，接下来通过对比市场环境变化前后零售商

选择混合模式的利润，分析市场环境的改变对零

售商经营模式转变的影响．
推论 8 当市场环境的改变时由分销模式或

平台模式转为混合模式与市场环境不变时直接选

择混合模式的利润满足以下关系．
1) 若 Z4 ＞ FIＲH + ( u2 － 1) F ，由分销模式转

为混合模式比直接采取混合模式时零售商利润更

大; 若 Z4 ＜ FIＲH + ( u2 － 1) F ，直接采取混合模式

比由分销模式转为混合模式时零售商利润更大．
2) 若 Z5 ＞ FIMH －F，由平台模式转为混合模式

比直接采取混合模式时利润更大; 若Z5 ＜ FIMH －
F，直接采取混合模式比由平台模式转为混合模

式时零售商利润更大．

其中，Z4 =
［Φ2 Φ3 ( 2－γ2 ) 2 －4 Φ1 θ

2 ( 1+γ) 2 ( 2+γ) 2］u21
16 Φ2 ( 2 － γ2 ) 2 ( 1 + γ) 2 ( 2 + γ) 2 ，

Φ3 =4 ( Δθ) 2α ( 2+3γ+γ2) 2 +4Δθ( 2 + 3γ + γ2) ［α( 4

+ 3γ) － γ］θ +［α ( 4 + 3γ) 2 + 2( 2 + 4γ + γ2) ］θ2，

Z5 =
［Φ2 Φ4 ( 2 － γ2) 2 － 4 Φ1 θ

2 ( 2 + γ) 2］u21
16 Φ2 ( 2 － γ2) 2 ( 2 + γ) 2 ，

Φ4 = ( Δθ) 2 ( 2 + γ) 2 + 2Δθ( 2 + γ) ( 2 － 7αγ) θ +

［4 + α2 γ2 + 4α( 4 － 3γ) ］θ2 ．
推论 8 是考虑潜在需求不变时直接采取混合

模式、潜在需求改变时由分销模式或平台模式转

变为混合模式的对比，其中，Z4 、Z5 分别表示由

分销模式或平台模式转为混合模式与直接采取混

合模式的零售商的收益差，FIＲH + ( u2 － 1) F、
FIMH － F 分别表示由分销模式或平台模式转为混

合模式与直接采取混合模式的零售商的成本差．
显然，当收益差大于成本差时，由分销模式或平台

模式转为混合模式占优; 反之则直接采取混合模

式占优． 这是由于潜在需求改变不但会使得零售

商的收益发生变化，还会改变零售商的成本，这两

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得零售商在不同经营模式下

的利润发生改变．
为了更进一步分析推论 8 的结论，这里也考

虑一种特殊的情况: 两种产品的价格互不影响，即

γ = 0 ． 此时，推论 8 的结论 1) 为，当
1
4 αΔθ( Δθ +

2θ) u2
1 ＞FIＲH+( u2 － 1) F 时，产品潜在需求的改变

使得由分销模式转变为混合模式比直接采取混合

模式的利润更大，反之则利润更小． 从这个约束条

件可以看出，一方面，当产品潜在需求变化为正

时，Δθ ＞ 0 ，若成本较小 ( FIＲH + ( u2 － 1) F)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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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模式转变为混合模式时零售商利润更大，此

时，市场环境的改变对零售商的经营模式转变有

正向作用; 另一方面，当产品潜在需求变化为负时，

Δθ ＜0，14 αΔθ( Δθ+2θ) u21 ＜FIＲH+( u2－1) F 恒成立，直

接采取混合模式时零售商利润更大，此时，市场

环境 的 改 变 对 零 售 商 经 营 模 式 转 变 有 负 向

作用．

同理，推论 8 的结论 2) 为，当
1
16Δθ( Δθ+2θ) ×

u21 ＞ FIMH － F 时，潜在需求的改变使得由平台模式

的零售商转变为混合模式时比直接采取混合模式

的利润更大，反之则利润更大． 从这个约束条件可

以看出，由平台模式转为混合模式与直接选择混

合模式的利润大小取决于潜在需求的变化使得零

售商收益的变化 1
16Δθ( Δθ + 2θ) u( )2

1 和潜在需

求的增加所带来的成本变化 ( FIMH － F) 的大小，

显然，当收益大于成本时，由平台模式转变为混合

模式时利润更大，当收益小于成本时，直接采取混

合模式时零售商利润更大．
综上所述，由分销模式或平台模式转向混合

模式的零售商的利润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

面是产品潜在需求改变所带来的收益变化，另一

方面是产品潜在需求改变所带来的成本变化． 当

收益增加大于成本增加时，由分销模式或平台模

式转为混合模式的利润更大，当收益减少或收益

增加小于成本增加时，直接选择混合模式的利润

更大．

4 中国零售商发展的实践与理论分

析———以网络零售商为例

4． 1 中国网络零售业发展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

商品交易的场所、拓宽了交易的时间和范围、加快

了交易速度、减少了中间环节［1 8］，使得网络零售

业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 按照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如图 2 所示，我国网络零售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

了以下 3 个阶段，一是起步阶段( 1999 年至 2003
年) ，我 国 网 络 零 售 业 的 发 展 最 早 可 以 追 溯 到

1999 年，早期的网络零售商有易趣网、当当网、
8848 网站等，由于缺少有利市场环境和政策支

持，这些网络零售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 二是成长

阶段( 2003 年至 2010 年)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安
全支付与物流服务的改善，网络零售业进入加速

发展的时期，网络零售规模不断扩大． 2003 年阿

里巴巴创立了淘宝，2006 年至 2008 年，网络零售

业进入了爆发性增长阶段，大批 B2C 网络零售商

开始涌现，例如拍拍网、京东、凡客诚品、唯品会

等． 2009 年至 2010 年，一方面由于网络零售对传

统零售的冲击，一些传统企业开始进军网络零售

业，例如苏宁、国美等，另一方面还出现一些新型

的网络零售业态，例如团购网站等; 三是成熟阶段

( 2010 年至今) ，在这个阶段随着市场竞争的加

剧，一些在竞争中失败的网络零售商逐渐退出市

场或被其他企业兼并，例如百度有啊、网易尚品等

退出市场，红孩儿被苏宁收购等．

图 2 中国网络零售业发展情况

Fig． 2 Development of China’s online retail industry

因此，目前我国网络零售业正处于成熟阶段，

具有网络零售规模继续扩大，但增长速度下降的

特征，使得我国网络零售业的竞争逐渐加剧，市场

集中度逐渐提高，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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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一些网络零售商逐渐开始转变经营模式和

产品扩张策略． 接下来将从市场规模、市场结构、
经营模式和产品扩张策略等方面具体分析我国网

络零售业的现状．
1) 市场规模． 目前，我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

呈现交易规模逐年增加、但增速逐渐下降的趋势．
如图 3 所示，根据《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数据监测

报告》显示，2009 年至 2015 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

交易规模分别为: 2 600 亿元、5 141 亿元、8 019 亿

元、13 250 亿 元、18 851 亿 元、28 145 亿 元 和

39 841 亿元，在 6 年的时间内，网络零售交易规模

增长了 14． 3 倍． 但是，2010 年至 2015 年中国网

络零 售 市 场 交 易 规 模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97． 73%、

55. 98%、65． 23%、42． 27%、49． 3%、41． 56%，增

速呈下降趋势．
2) 市场结构．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网络零

售商之间重组兼并的频繁，我国网络零售业呈现

市场集中度逐渐增加的趋势． 从我国 2011 年至

2014 年间 B2C 网络购物交易市场份额前十名的

网络零售商发展情况来看，如表 2 所示，B2C 网络

购物交易市场份额占据前 2 位的天猫和京东，在

2011 年至 2014 年的网络购物交易市场份额占比

分别为 69． 5%、74． 4%、72． 5%、79． 5%，总体上

呈上升趋势． 天猫和京东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这

也 表 明 中 国 网 络 零 售 行 业 的 市 场 集 中 度 逐 渐

增加．

图 3 2009 年至 2015 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

Fig． 3 Scale of China’s online retail market from 2009 to 2015

3 ) 经营模式． 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

势，一些采取分销模式的网络零售商正逐渐朝

平台模式转型，使得我国网络零售业中混合模

式占主导地位． 如表 2 所示，在 2010 至 2014 年

间网络购物交易市场份额前十名的网络零售商

中，进行平台化转型的网络零售商从 1 家增长

到 6 家，这说明随着网络零售行业的发展，平台

模式或混合模式成为网络零售商主要选择的经

营模式．
4) 产品扩张策略． 产品扩张策略是发展中的

零售商所需采取的一般策略，网络零售商在发展

过程中对产品扩张策略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目

前我国网络零售业中多元化的产品扩张策略占主

导地位瑏瑠． 如表 2 所示，2011 年至 2014 年网络购

物交易市场份额前十名的网络零售商中，采取多

元化策略的网络零售商逐渐增加，并且这些选择

多元化策略的网络零售商的市场份额也逐渐增

加，2011 年至 2014 年采取多元化策略的网络零

售商占 B2C 网络购物交易市场份额的比例分别

为: 77． 9%、81． 5%、84． 5%和 8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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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产品扩张策略包括专业化策略和多元化策略． 专业化策略是指零售商将业务范围限定在某一个特定的行业，产品之间存在较强的竞争

性，例如唯品会、麦包包等; 多元化策略指零售商同时进入两个及以上的行业，在多个市场展开竞争，产品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互补性，例

如天猫、京东等［19］．



表 2 2011 年 ～ 2014 年我国主要网络零售商发展情况

Table 2 Development of major online retailers from 2011 to 2014

零售商 模式变化
变化

时间
产品扩张策略变化

佣金费率

( 3C)

B2C 网络购物交易市场份额占比

2014 2013 2012 2011

天猫
平台———分销与

平台混合
2012 年 专业( 服装) ———多元 2% 59． 3 50． 1 52． 1 51

京东
分销———分销与

平台混合
2011 年 专业( 数码) ———多元 8% 20． 2 22． 4 22． 3 18． 5

苏宁易购
分销———分销与

平台混合
2012 年 专业( 家电) ———多元 2% 3． 1 4． 9 3． 6 3． 3

国美在线
分销———分销与

平台混合
2014 年 专业( 家电) ———多元 0 1． 7 0． 4 ——— ———

亚马逊
分销———分销与

平台混合
1999 年 专业( 书籍) ———多元 8% 1． 5 2． 7 2． 3 2． 9

1 号店
分销———分销与

平台混合
2010 年 专业( 百货) ———多元 2% 1． 4 2． 6 ——— ———

当当网
分销———分销与

平台混合
2014 年 专业( 书籍) ———多元 0 1． 3 1． 4 1． 2 2． 2

易迅网 分销 ——— 专业( 数码) ——— 1． 1 ——— ——— 1． 4

聚美优品 分销 ——— 专业( 化妆品) ——— 0． 6 ——— ——— ———

凡客 分销 ———
专业( 服装) ———

多元———专业
——— ——— 0． 2 2． 7 2． 3

唯品会 分销 ——— 专业( 特卖) ——— 2． 8 2． 3 ——— ———

4． 2 理论验证

从上述对我国网络零售业的现状分析中可以

看出，目前我国网络零售业呈现增速放缓、市场集

中度增加、多元化策略发展迅速、混合模式和平台

模式占主导的趋势． 接下来通过将我国网络零售

业的实际发展情况与前文研究结论相结合，具体

分析推论 1 至推论 4 的结论是否符合我国网络零

售商经营模式的变化规律，以期在一定程度上验

证本文的结论是否能对我国网络零售商未来发展

路径选择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1) 随着佣金费率的增加，选择混合模式的网

络零售商也在增加． 如表 2 所示，大多数网络零售

商在发展初期采取的是传统分销模式，采取平台

模式的零售商较少，这时候网络零售行业中的佣

金费率大多较低或者不收取佣金费率，以此来吸

引商家的进驻，而随着网络零售行业中的佣金费

率的增加，采取混合模式或平台模式的网络零售

商也逐渐增加． 例如天猫、京东、苏宁易购等最初

推出其开放平台时佣金费率大多为 0，随后佣金

费率一般增长到 2% 到 8% 之间． 从而，正如推论

1 的结论: 随着佣金费率的增加，零售商经营模式

的选择逐渐转向混合模式或者平台模式．
2) 随着产品之间价格影响系数的增加，选择

混合模式的网络零售商也在增加． 如表 2 所示，天

猫、京东等网络零售商大多遵循“专业化———多

元化”的发展轨迹，根据文献［19 － 21］，多元化策

略下，零售商销售的产品组合分属多个不同的产

品大类，产品之间主要体现互补关系，专业化策略

下，零售商销售的产品组合属于同一个产品大类，

产品之间主要体现竞争关系． 因此，“专业化———
多元化”的发展轨迹说明了这些零售商首先选择

销售与现有产品竞争性较高的产品，当备选产品

与现有产品的竞争性较弱时，才开始选择与现有

产品尽可能不相关的产品，从这一层面上，我们可

以认为这些网络零售商选择销售的产品之间的竞

争正逐渐减弱、互补性正逐渐增强，产品之间的价

格影响系数逐渐增加瑏瑡． 从而，正如推论 2 的结

论，随着产品之间价格影响系数的增加，零售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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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当产品之间存在竞争性时，产品之间的价格影响系数为负数，当产品之间存在互补性时，产品之间的价格影响系数为正数． 因此，随着

产品之间价格影响系数的增加，产品之间的竞争正逐渐减弱、互补性正逐渐增强．



营模式的选择逐渐转向混合模式或者平台模式．
3) 随着间接网络外部性的减小，选择混合模

式的网络零售商也在增加． 如图 3 所示，根据《中

国网络零售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2009 年我

国网络市场交易规模为2 600 亿元，到 2015 年至

39 841 亿元，但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增长率却

从 2010 年的 97． 73% 降至 2015 年的 41． 56% ． 因

此，我国网络零售交易规模总体上处于增长的趋

势，但增长速度却逐渐下降． 如果将整个网络零售

商市场看作是一个大型的中间市场，网络零售交

易规模总体增长趋势的下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认为间接网络外部性的作用正在减弱． 从而，正如

推论 3 的结论，随着间接网络外部性的减少，零售

商经营模式的选择逐渐转向混合模式或者平台

模式．
4) 随着成本的增加，选择混合模式的网络零

售商也在增加． 如图 4 所示，通过对 2005 年至

2014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中的 44 家零售商( 不

包括已经实行平台模式的零售商，例如苏宁等)

的销售费用的进行统计后发现瑏瑢，2010 年至 2014
年零售商的平均销售费用分别为: 5． 98 亿元，7． 8
亿元，9． 04 亿元，9． 85 亿元和 10． 75 亿元，由此可

以看出这些零售商的平均销售费用正逐年增加，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零售商的成本正逐年增

加． 从而，正如推论 4 的结论，随着固定成本的增

加，零售商经营模式的选择逐渐转向混合模式或

者平台模式．

图 4 2009 年至 2014 年我国部分零售商的平均销售费用

Fig． 4 Average selling cost of some retailer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14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我国网络零售业在发展

过程中，整体呈现出佣金费率提高、产品之间的价

格影响系数增加、间接网络外部性变小、固定成本

增加的趋势，同时，我国网络零售业中混合模式和

平台模式占主导地位，这些变化趋势也验证了推

论 1 至推论 4 的主要结论． 因此，本文的结论在一

定程度上能为我国零售商未来发展的模式选择提

供了指导作用．

5 结束语

由于零售业的进入壁垒相对较低，随着零售

业的迅速发展，零售商之间的竞争逐渐加剧，经营

模式成为影响零售商持续发展和竞争优势的重要

因素． 同时，由于零售业受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

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即使是拥有成熟经营模

式的零售商如若不能及时调整经营模式，也会对

其造成巨大损失． 因此，如何选择恰当的经营模

式、当市场环境改变时如何调整经营模式成为零

售商竞争制胜的关键． 现有文献对于零售商经营

模式选择的研究，较少有将分销模式、平台模式、
混合模式这 3 种不同经营模式放在同一框架体系

下进行比较，少数相关文献只分析了销售单一产

品的情形，没有考虑产品价格的决策和产品之间

的竞争 /互补性对经营模式选择的影响． 然而，在

现实生活中，零售商往往同时销售多种产品，产品

的价格决策必然会影响到不同经营模式下产品的

需求和零售商的收益，进而使得零售商销售多种

产品时的经营模式选择必然与销售单一产品时不

完全一致． 同时，由于市场环境并非一成不变，而

市场环境也是影响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的重要因

素，在研究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时，也应该考虑市

场环境的变化对零售商现有经营模式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零售商的不同经营模式

( 分销模式、平台模式、混合模式) 特征的归纳分

析，研究了最优的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条件及市

场环境发生变化时零售商经营模式的转变机制，

并分析了佣金费率、产品之间的价格影响系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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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由于无法获取网络零售商固定成本的数据，上市的零售商大多数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网络销售渠道，例如苏宁电器、国美电器、百大集团

等，同时，销售费用包括由企业负担的包装费、运输费、广告费、装卸费、展览费、租赁费等，因此，销售费用中也涵盖了部分仓储物流成

本，这里用零售商销售费用替代网络零售商的固定成本．



接网络外部性和固定成本等因素对零售商经营模

式选择的影响，同时结合我国网络零售业发展的

现状验证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1 )

零售商的经营模式选择受产品之间价格影响系

数、佣金费率等因素的影响，随着产品之间的价格

影响系数、佣金费率、固定成本的增加，最优经营

模式由分销模式变为混合模式、最后变为平台模

式; 随着间接网络外部性的增加，最优经营模式由

平台模式变为混合模式、最后变为分销模式． 2 )

当市场环境变化时，采取分销模式( 平台模式) 的

零售商可能会转向混合模式． 当产品的潜在需求

变化为正且佣金费率较高( 较低) 时，随着潜在需

求变化的增加，采取分销模式( 平台模式) 的零售

商更倾向于转向混合模式; 当产品的潜在需求变

化为负且佣金费率较低( 较高) 时，随着潜在需求

变化的增加，采取分销模式( 平台模式) 的零售商

更倾向于不改变经营模式．
综上，本文通过对影响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

的因素分析，给出了最优的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

条件和经营模式转变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

践价值． 由于本文是以垄断情况为背景来研究零

售商对经营模式的选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零售

商之间的竞争也很普遍，这些竞争也可能会影响

到零售商的选择． 因此，考虑竞争情况下零售商对

经 营 模 式 的 选 择 将 是 值 得 进 一 步 研 究 的 方 向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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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ller，marketplace，or hybrid: Business model of retailers

LI Pei1，WEI Hang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Shanghai
201209，China;

2． College of Busines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furious competition and the changes in the market environment，the choice
and the adjustment of business model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retailers． The retailer’s business
model selection conditions，and the condition of transforming when market environment changes are studied．
By comparing the retailer’s profit under the reseller model，the marketplace model，and the hybrid model，the
condition of the retailer’s business models selection is given． Whe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changes，the
profits of the retailer when not changing the business model and when turning into hybrid model are compare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retailer’s business model is obtained． Finally，considering the develop-
ment of China’s online retail industry，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verified．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reseller model would be the equilibrium when the competition ( complementarity) intensity，commission
rates，and fixed costs are small; while the marketplace model will be the equilibrium when the competition
( complementarity) intensity，fixed costs and commission rates are big． Interestingly，the hybrid model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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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be the equilibrium if the competition ( complementarity) intensity，fixed costs，and commission rates are
intermediate． Meanwhile，the equilibrium structure is also moderated by the indirect network externalities if
the indirect network externalities are low，and the marketplace model will be the equilibrium model; while the
indirect network externalities are high，the reseller model will be the equilibrium model; the hybrid model
would also be the equilibrium if the indirect network externalities are intermediate． Finally，if the potential de-
mand of the product changes to positive and commission rates are big ( small) ，the retailer taking the reseller
model ( marketplace model) is more inclined to change to the hybrid model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otential
demand; if the potential demand of the product changes to negative and commission rates are small ( big) ，the
retailer will not change business model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otential demand．
Key words: retailer; reseller model; marketplace model; hybrid model

附录:

A1 定理 1 的证明

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可得
 ΠIＲ

 paＲ
= －2 paＲ － γ pbＲ + θ u1 + waＲ －γ( pbＲ －wbＲ ) ，

 ΠIＲ

 pbＲ
= － γ paＲ － 2 pbＲ + θ u1 － γ( paＲ －

waＲ ) + wbＲ ． 令
 ΠIＲ

 paＲ
=0，
 ΠIＲ

 pbＲ
=0 ，则 paＲ =

θ u1 + waＲ + γ waＲ

2( 1 + γ)
，pbＲ =

θ u1 + wbＲ + γ wbＲ

2( 1 + γ)
． 代入 ΠAＲ 、ΠBＲ ，可得 ΠAＲ =

1
2 waＲ ( θ u1－waＲ－γwbＲ ) ，ΠBＲ = 1

2 wbＲ ( θ u1 － γwaＲ － wbＲ ) ，
 ΠAＲ

 waＲ
= 1

2 ( θ u1 － 2 waＲ － γwbＲ ) ，
 ΠBＲ

 wbＲ
= 1

2 ( θ u1 － γwaＲ －

2wbＲ ) ． 令
 ΠAＲ

 waＲ
= 0 ，

 ΠBＲ

 wbＲ
= 0 ，可得定理 1 的结论． 证毕．

A2 定理 2 的证明

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可得
 ΠAM

 paM
= ( 1－α) ( u1θ － 2paM － γ pbM ) ，

 ΠBM

 pbM
= ( 1 － α) ( u1θ － 2pbM － γ paM ) ． 令

 ΠAM

 paM
=

0 ，
 ΠBM

 pbM
= 0 ，可得，paM =pbM =

θ u1

2 + γ
＞ 0 ，DaM = DbM =

θ u1

2 + γ
＞ 0 ． 此时，零售商、供应商 A 和供应商 B 的利润为 ΠIM =

2α θ2 u2
1

( 2 + γ) 2 ，ΠAM =
( 1 － α) θ2 u2

1

( 2 + γ) 2 － F ，ΠBM =
( 1 － α) θ2 u2

1

( 2 + γ) 2 － F ． 证毕．

A3 定理 3 的证明

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可得
 ΠIH

 paH
= －2 paH － γ pbH － αγ pbH + θ u1 + waH ，

 ΠBH

 pbH
= － ( 1 － α) pbH + ( 1 － α) ( － γ paH －

pbH + θ u1 ) ． 令
 ΠIH

 paH
= 0 ，

 ΠBH

 pbH
= 0 ，可得 paH =

( 2 － γ － αγ) θ u1 + 2 waH

4 － ( 1 + α) γ2 ，pbH =
( 2 － γ) θ u1 － γ waH

4 － ( 1 + α) γ2 ，代入 ΠAH ，

ΠAH =
waH［( 2 － γ + αγ － α γ2 ) θ u1 － ( 2 － γ2 ) waH］

4 － ( 1 + α) γ2 ，
 ΠAH

 waH
=

( 2 － γ + αγ － α γ2 ) θ u1 － 2( 2 － γ2 ) waH

4 － ( 1 + α) γ2 ． 令
 ΠAH

 waH
=

0 ，可得 waH =
( 2 － γ + αγ － α γ2 ) θ u1

2( 2 － γ2 )
＞ 0 ，paH =

［6 － ( 3 + α) γ － ( 2 + α) γ2 + ( 1 + α) γ3］θ u1

( 2 － γ2) ［4 － ( 1 + α) γ2］
＞ 0 ( 由于 ( 2 －

γ2) ［4 － ( 1 + α) γ2］ ＞ 0 ，paH 的大小取决于 6－( 3+α) γ － ( 2 + α) γ2 + ( 1 + α) γ3 ． 当 － 1 ＜ γ ＜ 0 时，6－( 3+α) γ－

( 2 +α) γ2 + ( 1 + α) γ3 ＞ 0 ，当 0≤ γ ＜ 1 时，min［6 － ( 3 +α) γ－( 2 + α) γ2 + ( 1 + α) γ3］ = 2 － α ＞ 0 ，paH ＞ 0 ) ，pbH =

［8 － 6γ － ( 3 + α) γ2 + ( 2 + α) γ3］θ u1

2( 2 － γ2) ［4 － ( 1 + α) γ2］
＞ 0 ( 由于 2( 2 － γ2) ［4 － ( 1 + α) γ2］ ＞ 0 ，pbH 的大小取决于 8 － 6γ － ( 3 +

α) γ2 + ( 2 + α) γ3 ． 当 － 1 ＜ γ ＜ 0 时，8 － 6γ － ( 3 + α) γ2 + ( 2 + α) γ3 ＞ 0 ，当 0≤ γ ＜ 1 时，min［8 － 6γ － ( 3 + α)

γ2 + ( 2+α) γ3］ = 1 ＞ 0，pbH ＞ 0 ) ，DaH =
( 2 －γ + αγ － α γ2 ) θ u1

2［4 － ( 1 + α) γ2］
＞ 0，DbH =

［8 － 6γ － ( 3 + α) γ2 + ( 2 + α) γ3］θ u1

2( 2 － γ2) ［4 － ( 1 + α) γ2］
＞

0 ( 证明过 程 同 pbH ) ． 此 时，零 售 商、供 应 商 A 和 供 应 商 B 的 利 润 分 别 为 ΠIH =
Φ1

Φ2

θ2 u2
1

4 ( 2 － γ2 ) 2 － F，ΠA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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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γ + αγ － α γ2 ) 2 θ2 u2
1

4( 2 － γ2) ［4 － ( 1 + α) γ2］
，ΠBH =

( 1 － α) ［8 － 6γ － ( 3 + α) γ2 + ( 2 + α) γ3］2 θ2 u2
1

4 ( 2 － γ2 ) 2 ［4 － ( 1 + α) γ2］2 － F ． 证毕．

A4 定理 4 的证明

( a) 根据定理 1 至定理 3 可知，ΔMＲ =ΠIM－ΠIＲ =
2α θ2 u21
( 2 + γ) 2 －

θ2 u21
2 ( 2 + γ) 2 ( 1 + γ)

+ u2F = ( 2α － 1
2( 1 + γ)

)
θ2 u21

( 2 + γ) 2 +

u2F ，令 U1 = 1
2( 1 + γ)

－ 2( )α θ2 u21
u2 ( 2 + γ) 2 ，则若 F ＞ U1 时，ΔMＲ ＞ 0 ; 若 F ＜ U1 时，ΔMＲ ＜ 0．

( b) 根据定理 1 至定理 3 可知，ΔHＲ = ΠIH － ΠIＲ = Φ1

Φ2

θ2 u2
1

4 ( 2 － γ2 ) 2 －
θ2 u2

1

2 ( 2 + γ) 2 ( 1 + γ( ))
+ ( u2 － 1) F ，令 U2 =

1
2 ( 2 + γ) 2 ( 1 + γ)

－
Φ1

Φ2

1
4 ( 2 － γ2 )( )2

θ2 u2
1

u2 － 1 ，则若 F ＞ U2 ，ΔHＲ ＞ 0 ，若 F ＜ U2 ，ΔHＲ ＜ 0 ．

( c) 根据定理 1 至定理 3 可知，ΔHM =ΠIH－ΠIM = Φ1

4 Φ2 ( 2 － γ2 ) 2 － 2α
( 2 + γ)( )2 θ2 u2

1 － F ，令 U3 =
Φ1 θ

2 u2
1

4 Φ2 ( 2 － γ2 ) 2 －

2α θ2 u2
1

( 2 + γ) 2 ，可得，若 U3 ＞ F ，ΔHM ＞ 0 ，若 U3 ＜ F ，ΔHM ＜ 0 ．

当 U1 ＜ U2 ＜ U3 时，若 U1 ＜ F ＜ U2 ＜ U3 ，则 ΠIM ＞ ΠIＲ ＞ ΠIH ＞ ΠIM ，矛盾; 当 U1 ＜ U3 ＜ U2 时，若 U1 ＜ F ＜
U3 ＜ U2 ，则 ΠIM ＞ ΠIＲ ＞ ΠIH ＞ ΠIM ，矛盾; 当 U2 ＜ U3 ＜ U1 时，若 U2 ＜ U3 ＜ F ＜ U1 ，则 ΠIM ＞ ΠIH ＞ ΠIＲ ＞ ΠIM ，

矛盾; 当 U3 ＜ U2 ＜U1 时，若 U3 ＜U2 ＜ F ＜ U1 ，则 ΠIM ＞ ΠIH ＞ ΠIＲ ＞ ΠIM ，矛盾． 只有当 U2 ＜ U1 ＜ U3 ，U3 ＜ U1 ＜ U2

这两种情况下合理．
当 U2 ＜ U1 ＜ U3 时，若 F ＜ U2 ，则ΠIＲ ＞ ΠIH ＞ ΠIM ; 若 U2 ＜ F ＜ U1 ，则ΠIH ＞ ΠIＲ ＞ ΠIM ; 若 U1 ＜ F ＜ U3 ，则

ΠIH ＞ ΠIM ＞ ΠIＲ ; 若 F ＞ U3 ，则ΠIM ＞ ΠIH ＞ ΠIＲ ．
当 U3 ＜ U1 ＜ U2 时，若 F ＜ U3 ，则ΠIＲ ＞ ΠIH ＞ ΠIM ; 若 U3 ＜ F ＜ U1 ，则ΠIＲ ＞ ΠIM ＞ ΠIH ; 若 U1 ＜ F ＜ U2 ，则

ΠIM ＞ ΠIＲ ＞ ΠIH ; 若 F ＞ U2 ，则ΠIM ＞ ΠIH ＞ ΠIＲ ． 证毕．
A5 定理 5 的证明

( a) 当 0 ≤ γ ≤ 1 时，paＲ － paM = pbＲ － pbM =
θ u1

2( 2 + γ) ( 1 + γ)
＞ 0 ． 由于

 paH
α

=
( － 2 + γ) γθ u1

［4 － ( 1 +α) γ2］2 ＜ 0 ，
 pbH
α

=

( 2 － γ) γ2θ u1

2［4 － ( 1 + α) γ2］2 ＞ 0 ，0 ≤ α ≤ 1 ，则 min( paH － paＲ ) =
γθ u1

8 + 12γ － 6 γ3 － 2 γ4 ＞ 0 ，max( pbH － pbM ) =

( － 2 + γ) γθ u1

4( 2 + γ) ( 2 － γ2 )
＜ 0 ． 因此，paH ＞ paＲ，pbH ＜ pbM ，paＲ ＞ paM ，pbＲ ＞ pbM ，则 paH ＞ paＲ ＞ paM ，pbＲ ＞ pbM ＞ pbH ，waH ＞ waＲ ．

( b) 当 － 1 ≤ γ≤ 0 时，paＲ －paM = pbＲ －pbM =
θ u1

2( 2 + γ) ( 1 + γ)
＞ 0 ，由于

 paH
α

=
( － 2 + γ) γθ u1

［4 － ( 1 + α) γ2］2 ＞ 0 ，
 pbH
α

=

( 2 － γ) γ2θ u1

2［4 － ( 1 + α) γ2］2 ＞ 0 ，0 ≤ α ≤ 1 ，则 max( paH － paＲ ) =
γθ u1

8 + 12γ － 6 γ3 － 2 γ4 ＜ 0 ，min( paH － paM ) =

θ u1

( 2 + γ) ( 2 － γ2 )
＞ 0 ，max( pbH － pbＲ ) =

( － 4 － 2γ + γ2 + γ3 ) θ u1

4( 1 + γ) ( 2 + γ) ( 2 － γ2 )
＜ 0 ，min( pbH － pbM ) =

－ γθ u1

2( 2 + γ) ( 2 － γ2 )
＞ 0 ． 因

此，paH ＜ paＲ ，paH ＞ paM ，pbH ＜ pbＲ ，pbH ＞ pbM ，由于 paＲ ＞ paM ，pbＲ ＞ pbM ，则 paＲ ＞ paH ＞ paM ，pbＲ ＞ pbH ＞ pbM ．

证毕．
A6 推论 1 的证明

首先判断
 ΔMＲ

α
、
 ΔHＲ

α 和
 ΔHM

α 的大小． 1)
 ΔMＲ

α
=

2θ2 u2
1

( 2 + γ) 2 ＞ 0; 2)
 ΔHＲ

α
=
 U2

α
=
 ΠIH

α
＞ 0，证明过程如下．

这里先考虑 0 ≤ γ≤ 1 的情况，由于
 Φ1

α
= －2α γ2 H1 +3 α

2 H2 + H3 ，
 Φ2

α
= －2［4－( 1+α) γ2］γ2 ＜ 0 ，则

 ΠIH

α
=

［4 － ( 1 + α) γ2］［－ 2α γ2 H1 ( 1 + α γ2 ) + α2 H2 ( 3 + 2α γ2 ) + H3 ( 1 + 2α γ2) ］
θ2 u2

1

4 Φ2
2 ( 2 － γ2 ) 2 ． 判断 H1 、H2 和 H3 的

大小． 由于
2 H1

 γ2 = 20 + 156γ － 132 γ2 － 40 γ3 + 30 γ4 ＞ 0 ，
 H1

γ
= － 52 + 20γ + 78 γ2 － 44 γ3 － 10 γ4 + 6 γ5 ＜ 0 ，H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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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2 H3

 γ2 = 8 + 456γ － 300 γ2 － 240 γ3 + 150 γ4 ，令 φ1 = 456 － 300γ － 240 γ2 + 150 γ3 ，
 φ1

γ
= － 300 － 480γ + 450 γ2 ＜ 0，

则φ1 ＞ 0，
2 H3

 γ2 = 8 + γ φ1 ＞ 0 ，因此，
 H3

γ
= － 112 + 8γ + 228 γ2 － 100 γ3 － 60 γ4 + 30 γ5 ＜ 0 ，H3 ≥ 0 ． 显然，H2 ≥

0 ． 由于
 ΠIH

α
= ［4 － ( 1 + α) γ2］［－ 2α γ2 H1 ( 1 + α γ2 ) + α2 H2 ( 3 + 2α γ2 ) + H3 ( 1 + 2α γ2) ］

θ2 u2
1

4 Φ2
2 ( 2 － γ2 ) 2 ＞ ( － 2α ×

γ2 H1 + 2α2 H2 + H3 )
( 1 + α γ2) ［4 － ( 1 + α) γ2］θ2 u2

1

4 Φ2
2 ( 2 － γ2 ) 2 ＞ ( － 2 γ2 H1 + 2α2 H2 + H3 )

( 1 + α γ2) ［4 － ( 1 + α) γ2］θ2 u2
1

4 Φ2
2 ( 2 － γ2 ) 2 ，

( 1 + α γ2) ［4 － ( 1 + α) γ2］θ2 u2
1

4 Φ2
2 ( 2 － γ2 ) 2 ＞ 0 ，2α2 H2 ＞ 0 ，

 ΠIH

α 的大小取决于 － 2 γ2 H1 +H3 ，－2 γ2 H1 + H3 = 64 － 112γ －

52 γ2 + 180 γ3 － 45 γ4 － 64 γ5 + 27 γ6 + 4 γ7 － 2 γ8 ＞ 0 ，因此，
 ΠIH

α
＞ 0 ．

考虑 － 1 ≤ γ≤ 0 的情况． 令 γ' = － γ ＞ 0 ，
 ΠIH

α
= Φ2

 Φ1

α
－
 Φ2

α Φ( )1

θ2 u2
1

4 Φ2
2 ( 2 － γ2 ) 2 ，判断

 Φ1

α
、
 Φ2

α 的大

小． 由于
 Φ1

α
= 3 α2 H2 +H3 － 2α γ2 H1 ，

2 Φ1

 α2 =6α H2 － 2 γ2 H1 ＜ ( 1 －γ) 2 γ4 ( 3－γ2 ) －2 γ2 ( 28－52γ+10 γ2 + 26γ3 － 11γ4

－ 2 γ5 + γ6 ) = － 56 γ' 2 －104 γ' 3 －17 γ' 4 + 58 γ' 5 + 24 γ' 6 － 6 γ' 7 － 3 γ' 8 ＜ 0 ，min  Φ1

( )α
=3 H2 + H3 － 2 γ2 H1 = γ

' ( 98 －

180 γ' 2+82 γ' 4 ) +( 64+14 γ' － 52 γ' 2 － 36 γ' 4 + 33 γ' 6 － 10 γ' 7 － 5 γ' 8 ) ，由于 ( 98 － 180 γ' 2 + 82 γ' 4 )
 γ' = － 360 γ' + 328 γ' 4 ＜

0，min( 98 －180 γ' 2 + 82 γ' 4 ) =0，98－180 γ' 2+82 γ' 4≥0，则γ' ( 98 － 180 γ' 2 + 82 γ' 4 ) ≥0． 64 + 14γ' －52 γ' 2－36 γ' 4+33 γ' 6 －
10 γ' 7 － 5 γ' 8 ＞64+14 γ' －52 γ' 2 － 36 γ' 4 + 33 γ' 6 －10 γ' 7 －5 γ' 8 ＞ 64 + 14 γ' － 52 γ' 2 － 36 γ' 4 + 18 γ' 6 ＞ γ' ( 64 + 14 － 52γ' －

36 γ' 3 +18 γ' 5 ) ，由于 ( 64 + 14 － 52 γ' － 36 γ' 3 + 18 γ' 5 )
 γ' = － 52 － 108 γ' 2 + 90 γ' 4 ＜ 0，min( 64 + 14 － 52γ' －36 γ' 3 +

18 γ' 5 ) = 8 ＞ 0 ，γ' ( 64 +14 －52 γ' － 36 γ' 3 + 18 γ' 5 ) ＞ 0 ，则 64 + 14γ' － 52 γ' 2 － 36 γ' 4 + 33 γ' 6 －10 γ' 7 －5 γ' 8 ＞0． 因此，

γ' ( 98 －180 γ' 2 + 82 γ' 4 ) + ( 64 + 14 γ' － 52 γ' 2 － 36 γ' 4 + 33 γ' 6 － 10 γ' 7 － 5 γ' 8 ) ＞ 0 ，min  Φ1

( )α
＞ 0 ，则

 Φ1

α
＞ 0 ．

显然，
 Φ2

α
= － 2［4 － ( 1 + α) γ2］γ2 ＜ 0 ，

 ΠIH

α
= Φ2

 Φ1

α
－
 Φ2

α Φ( )1

θ2 u2
1

4 Φ2
2 ( 2 － γ2 ) 2 ＞ 0 ．

3)
 ΔHM

α
=
 U3

α
=

D1

4 ( 2+γ) 2 ( 2－γ2 ) 2 ［－4 +( 1+α) γ2］3 ． 其中，D1 =1024 + 768γ － 64( 31 + 14α) γ2 － 64( 16 + 9α) γ3 +

16( 89 + 83α + 15 α2 ) γ4 + 16( 31 + 45α + 9 α2 ) γ5 － 4( 121 + 154α + 72 α2 + 5 α3 ) γ6 － 4( 26 + 80α + 39 α2 + 3 α3 ) γ7 +
( 79 + 81α +81 α2 + 19 α3 ) γ8 + 2( 4 + 30α + 27 α2 + 5 α3 ) γ9 +( －5 + 9α + 6 α2 － 2 α3 ) γ10 －2α( 2 + 3α + α2 ) γ11 － α( 2 +
3α + α2 ) γ12 ．

由于
1

4 ( 2 + γ) 2 ( 2 － γ2 ) 2 ［－ 4 + ( 1 + α) γ2］3 ＜ 0 ，
 ΔHM

α 的大小取决于 D1 ． 令 D1 关于 α 的 n 阶导数为 D1n ，则

D13 = －120 γ6 － 72 γ7 + 114 γ8 + 60 γ9 －12 γ10 －12 γ11 － 6 γ12 ＜ 0 ，minD12 =480 γ
4 + 288 γ5 － 696 γ6 － 384 γ7 + 276γ8 +

168 γ9 －24 γ11 －12 γ12 = γ4 ( 480 + 288γ － 696 γ2 －384 γ3 + 276 γ4 + 168 γ5 － 24 γ6 － 12 γ7 ) ＞ 0 ，D12 ＞ 0 ，D11 = －896γ2 －

576 γ3 + 16( 83 + 30α) γ4 + 16( 45 + 18α) γ5 － 4( 154 + 144α + 15 α2 ) γ6 － 4( 80 + 78α + 9 α2 ) γ7 +( 81+162α + 57 α2 )

× γ8 + 2( 30 + 54α + 15 α2 ) γ9 + ( 9 + 12α － 6 α2 ) γ10 － 2α( 3 + 2α) γ11 － 2( 2 + 3α + α2 ) γ11 － α( 3 + 2α) γ12 － ( 2 + 3α +

α2 ) γ12 ，maxD11 = － 896 γ2 － 576 γ3 + 1808 γ4 + 1008 γ5 － 1252 γ6 － 668 γ7 + 300 γ8 + 198 γ9 + 15 γ10 － 22 γ11 － 11 γ12，

当 γ ＞ γ' ，且 γ' ≈ 0． 89 时，D11 ＜ 0 ，此时 min D1 = 1024 + 768γ － 2880 γ2 － 1600 γ3 + 2992 γ4 + 1360 γ5 － 1408 γ6 －

592 γ7 +260 γ8 + 132 γ9 + 8 γ10 － 12 γ11 － 6 γ12 ，当 γ ＞ γ1 ，且 γ1 ≈ 0． 71 时，D1 ＞ 0 ，此时
 ΔHM

α
＜ 0 ．

其次分析佣金费率变动对零售商经营模式选择的影响．

当 γ ＞ γ1 时，
 ΔMＲ

α
＞ 0 ，

 ΔHＲ

α
＞ 0 ，

 ΔHM

α
＜ 0 ，存在 α( 1) 使得当 α ＞ α( 1) 时，ΠIM ＞ ΠIＲ ，当 α ＜ α( 1) 时，ΠI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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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IＲ ; 存在α( 2) 使得当 α ＞ α( 2) 时，ΠIH ＞ ΠIＲ ，当 α ＜ α( 2) 时，ΠIH ＜ ΠIＲ ; 存在 α( 3) 使得当 α ＞ α( 3) 时，ΠIM ＞ ΠIH ，当

α ＜ α( 3) 时，ΠIM ＜ ΠIH ．

当 α( 1) ＜ α( 2) ＜ α( 3) 时，若 α( 1) ＜ α ＜ α( 2) ＜ α( 3) ，则 ΠIM ＜ ΠIH ＜ ΠIＲ ＜ ΠIM ，矛盾; 当 α( 1) ＜ α( 3) ＜ α( 2) 时，

若 α( 1) ＜ α ＜ α( 3) ＜ α( 2) ，则 ΠIM ＜ ΠIH ＜ ΠIＲ ＜ ΠIM ，矛盾; 当 α( 2) ＜ α( 3) ＜ α( 1) 时，若 α( 2) ＜ α( 3) ＜ α ＜ α( 1) ，则

ΠIM ＜ ΠIＲ ＜ ΠIH ＜ ΠIM ，矛盾; 当 α( 3) ＜ α( 2) ＜ α( 1) 时，若 α( 3) ＜ α( 2) ＜ α ＜ α( 1) ，则 ΠIM ＜ ΠIＲ ＜ ΠIH ＜ ΠIM ，矛盾．

只有当 α( 2) ＜ α( 1) ＜ α( 3) 、α( 3) ＜ α( 1) ＜ α( 2) 这两种情况下合理．
当满足 α( 2) ＜ α( 1) ＜ α( 3) 时，若 0 ＜ α ＜ α( 2) 时，ΠIＲ ＞ ΠIH ＞ ΠIM ; 若 α( 2) ＜ α ＜ α( 1) ＜ α( 3) ，ΠIH ＞ ΠIＲ ＞ ΠIM ;

若α( 2) ＜ α( 1) ＜ α ＜ α( 3) ，ΠIH ＞ ΠIM ＞ ΠIＲ ; 若 α( 2) ＜ α( 1) ＜ α( 3) ＜ α ，ΠIM ＞ ΠIH ＞ ΠIＲ ． 因此，当 0 ＜ α ＜ α( 2) 时，

ΠIＲ ＞ max［ΠIM，ΠIH］，当α( 2) ＜ α ＜ α( 3) 时，ΠIH ＞ max［ΠIＲ，ΠIM］，当 α ＞ α( 3) 时，ΠIM ＞ max［ΠIH，ΠIＲ］．

当满足 α( 3) ＜ α( 1) ＜ α( 2) 时，若 0 ＜ α ＜ α( 3) 时，ΠIＲ ＞ ΠIM ＞ ΠIH ; α( 3) ＜ α ＜ α( 1) ＜ α( 2) 时，ΠIＲ ＞ ΠIM ＞ ΠIH ;

α( 3) ＜ α( 1) ＜ α ＜ α( 2) 时，ΠIM ＞ ΠIＲ ＞ ΠIH ; α( 3) ＜ α( 1) ＜ α( 2) ＜ α 时，ΠIM ＞ ΠIH ＞ ΠIＲ ． 因此，当 0 ＜ α ＜ α( 1) 时，

ΠIＲ ＞ max［ΠIM，ΠIH］，当 α ＞ α( 1) 时，ΠIM ＞ max［ΠIH，ΠIＲ］．

综上所述，存在 α* 、α＊＊ ，且 α* ＜ α＊＊ ，使得当 0 ＜ α ＜ α* 时，ΠIＲ ＞ max［ΠIM，ΠIH］，当 α* ＜ α ＜ α＊＊ 时，

ΠIH ＞ max［ΠIＲ，ΠIM］，当 α ＞ α＊＊ 时，ΠIM ＞ max［ΠIH，ΠIＲ］． 证毕．
A7 推论 2 的证明

根据推论 1 可知，ΔMＲ 、ΔHＲ 、ΔHM 会随着佣金费率α的变化而产生连续单调变化． 由于0≤α≤1 ，γ1 ≤γ≤1 ，当α=0时，

ΔMＲ = －
θ2 u21

2 ( 2 + γ) 2 ( 1 + γ)
+ u2F ，ΔHＲ = ( 4 － 2γ － 2 γ2 + γ( 3) ) 2

4 ( 2 － γ2 ) 2 ( 4 － γ2 ) 2 － 1
2 ( 2 + γ) 2 ( 1 + γ( ))

θ2 u21 + ( u2 － 1) F ，ΔHM =

( 4 － 2γ － 2 γ2 + γ( 3) ) 2

4 ( 2 － γ2 ) 2 ( 4 － γ2 ) 2 θ2 u21 － F ． 此时，
 ΔMＲ

γ
= 4 + 3γ

2 ( 1 + γ) 2 ( 2 + γ) ( 3( )) θ2 u21 ＞ 0 ，
 ΔHＲ

γ
= 3 + γ － γ2

2 ( 1 + γ) 2 ( 2 + γ) ( 3( )) ×

θ2 u21 ＞0 ，
 ΔHM

γ
=
ΠIH

γ
＜ 0 ． 当 α = 0．1 时，ΔMＲ =

( － 0．3 + 0．2γ) θ2 u21
( 1Δ + γ) ( 2 + γ) 2 + u2F ，ΔHＲ (= － 1

2( 1 + γ) ( 2 + γ) 2 +

0．25( 22．4Δ － 27．2γ － 11．88 γ2 + 24．12 γ( 3) － 2．597 γ4 － 5．466 γ5 + 1．612 γ6 + 0．022 γ7 － 0．011 γ8 )
( 8 － 6．2 γ2 + 1．1 γ4 ) )2 θ2 u21 + ( u2 － 1) F ，ΔHM

(
=

9．6 － 4．8γ － 13．64 γ2 + 5．44 γ( 3) + 7．345 γ4 － 2．033 γ5 － 1．775 25 γ6 + 0．267 5 γ7 + 0．172 γ8 － 0．005 5 γ9 － 0．002 75 γ10

( 2 + γ) 2 ( 4 － 1．1 γ2 ) 2 ( － 2 + γ2 ) )2 ×

θ2 u21－F ．此时，
ΔMＲ

γ (= 1．6 + 0．7γ － 0．4 γ2

( 1 + γ) 2 ( 2 + γ) ( 3 )) θ2 u21 ＞ 0 ，
ΔHＲ

γ
=

θ2 u21
( 1 + γ) 2 ( 2 + γ) ( 3) ( 8 － 6．2 γ2 + 1．1 γ4 ) ( 3) ( 588．8 －24．32γ－174 4．

γ2 －18．272 γ( 3) +2 097．376 γ4 +65．504 γ5 －1 337．517 6 γ6 －29．569 6 γ7 + 503．014 6 γ8 － 0．299 5 γ9 － 114．548 γ10 + 2．234 45 × γ11 +

14．912 8γ12 － 0．294 8 γ13 － 0．866 8 γ14 － 0．006 05 γ15 ) ＞ 0 ，
 ΔHM

γ
=

θ2 u21
( 2 + γ) ( 3) ( 4 － 1．1 γ2 ) ( 3) ( － 2 + γ2 ) ( 3) ( 230．4 －

78. 08γ －439． 68 γ2 +142．432 γ( 3) +347．616 γ4 － 109．536 γ5 － 149．631 2 γ6 + 42．386 4 γ7 + 37．546 2 γ8 － 8．054 9 γ9 － 5．254 8 γ10 +
0．575 85 γ11 + 0．322 3 γ12 + 0．006 05 γ13 ) ＜ 0 ．

根据连续性可知，当 α∈［0，0． 1］时，
 ΔMＲ

γ
＞ 0 ，

 ΔHＲ

γ
＞ 0 ，

 ΔHM

γ
＜ 0 ，存在 γ* 、γ＊＊ ，且 γ＊＊ ＞ γ* ，使得当

γ1 ＜ γ ＜ γ* 时，ΠIＲ ＞ max［ΠIM，ΠIH］，当 γ* ＜ γ ＜ γ＊＊ 时，ΠIH ＞ max［ΠIＲ，ΠIM］，当 γ ＞ γ＊＊ 时，ΠIM ＞ max［ΠIH，

ΠIＲ］( 证明过程与推论 1 相同，略) 证毕．
A8 推论 3 的证明

根据推论 1 可知，ΔMＲ 、ΔHＲ 、ΔHM 会随着佣金费率 α 的变化而产生连续单调变化． 由于 0≤ α≤ 1 ，γ1 ≤ γ≤ 1 ，当

α = 0 时，
 ΔMＲ

 u1
= －

2 θ2 u1

2 ( 2 + γ) 2 ( 1 + γ)
＜ 0 ，

 ΔHＲ

 u1
= 2 θ2 u1

－ 1 + γ
4( 1 + γ) ( 2 + γ)( )2 ＜ 0，

 ΔHM

 u1
= 2 θ2 u1

( 4 － 2γ － 2 γ2 + γ( 3) ) 2

4 ( 2 － γ2 ) 2 ( 4 － γ2 ) 2 ＞ 0 ． 当 α = 0． 1 时，
 ΔMＲ

 u1
=

2( － 0． 3 + 0． 2γ) θ2 u1

( 1 + γ) ( 2 + γ) 2 ＜ 0 ，
 ΔHＲ

 u1
= －

θ2 u1

( 1 + γ) ( 2 + γ) 2 +

0．5( 22．4 － 27．2γ － 11．88 γ2 + 24．12 γ( 3) － 2．597 γ4 － 5．466 γ5 + 1．612 γ6 + 0．022 γ7 － 0．011 γ8 ) θ2 u1
( 8 － 6．2 γ2 + 1．1 γ4 ) 2 ，当 γ ＜γ2 时，γ2 ＞γ1，

ΔHＲ

 u1
＜

0，
ΔHM

 u1
= －

0．4 θ2 u1
( 2 + γ) 2 +

0．5( 22．4 － 27．2γ － 11．88 γ2 + 24．12 γ( 3) － 2．597 γ4 － 5．466 γ5 + 1．612 γ6 + 0．022 γ7 － 0．011 γ8 ) θ2 u1
( 8 － 6．2 γ2 + 1．1 γ4 ) 2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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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连续性可知，当 α∈［0，0．1］，γ ＜ γ2 时，
ΔMＲ

 u1
＜ 0 ，

ΔHＲ

 u1
＜ 0 ，

ΔHM

 u1
＞ 0 ，存在 u1*1 、u

1＊＊
1 ，且 u1＊＊1 ＞ u1*1 ，使得当1 ＜

u1 ＜ u1*1 时，ΠIM ＞ max［ΠIＲ，ΠIH］，当u1*1 ＜ u1 ＜ u1＊＊1 时，ΠIH ＞ max［ΠIＲ，ΠIH］，当 u1 ＞ u1＊＊1 时，ΠIＲ ＞ max［ΠIH，ΠIM］( 证明

过程与推论1 相同，略) ． 证毕．
A9 推论 4 的证明

由定理 2 可知，
 ΔMＲ

F
= u2 ＞ 0 ，

 ΔHＲ

F
= u2 － 1 ＞ 0 ，

 ΔHM

F
= － 1 ＜ 0 因此，

 ΔMＲ

F
＞ 0 ，

 ΔHＲ

F
＞ 0 ，

 ΔHM

F
＜ 0 ，存在

F* 、F＊＊ ，且 F＊＊ ＞ F* ，使得当0 ＜ F ＜ F* 时，ΠIＲ ＞ max［ΠIM，ΠIH］，当 F* ＜ F ＜ F＊＊ 时，ΠIH ＞ max［ΠIＲ，ΠIM］，当 F ＞

F＊＊ 时，ΠIM ＞ max［ΠIH，ΠIＲ］． ( 证明过程与推论 1 相同，略) 证毕．
A10 定理 6 的证明

零售商不改变经营模式时，由定理 1 可知，waＲＲ = wbＲＲ =
θ u1

2 + γ
，paＲＲ = pbＲＲ =

( 3 + 2γ) θ u1

2( 2 + γ) ( 1 + γ)
，DaＲＲ =

θ u1

4 + 2γ
＞

0 ，DbＲＲ =
［2Δ θb ( 2 + γ) + θ］u1

2( 2 + γ)
，当 Δ θb ＞ 0 时，DbＲＲ ＞ 0 ，当 Δ θb ＜ 0 时，需满足 Δ θb ＞ － θ

2( 2 + γ)
，DbＲＲ ＞ 0 ． 此时，

ΠIＲＲ =
θ［Δ θb ( 2 + γ) + θ］u2

1

2( 1 + γ) ( 2 + γ) 2 － FIＲＲ ． 证毕．

A11 定理 7 的证明

零售商由分销模式变为混合模式时，由定理 1 可知，waＲH =
θ u1
2 + γ

，paＲH =
( 3 + 2γ) θ u1

2( 2 + γ) ( 1 + γ)
，零售商与供应商 B 重新签订

契约，零售商给定 α ，供应商 B 决策 pbＲH ，
ΠBＲH

 pbＲH
= ( 1－α) ［－ 2 pbＲH －

γ( 3 + 2γ) θ u1
2( 1 + γ) ( 2 + γ)

+( Δ θb+θ) u1］． 令
ΠBＲH

 pbＲH
= 0 ，则 pbＲH =

［2Δ θb ( 2 + 3γ + γ2 ) + ( 4 + 3γ) θ］u1
4( 1 + γ) ( 2 + γ)

， DaＲH =
［－ 2Δ θbγ( 2 + 3γ + γ2 ) + ( 2 + 4γ + γ2 ) θ］u1

4( 1 + γ) ( 2 + γ)
， DbＲH =

［2Δ θb ( 2 + 3γ + γ2 ) + ( 4 + 3γ) θ］u1
4( 1 + γ) ( 2 + γ)

，满足 － 2Δ θbγ( 2 + 3γ + γ2 ) + ( 2 + 4γ + γ2 ) θ ＞ 0 ，2Δ θb ( 2 + 3γ + γ2 ) + ( 4 + 3γ) θ ＞

0 时， DaＲH ＞ 0 ， DbＲH ＞ 0 ， 代 入 到 ΠIＲH 可 得， ΠIＲH =

{ 4 ( Δ θb )
2α ( 2 + 3γ + γ2 ) 2 + 4Δ θb ( 2 + 3γ + γ2) ［α( 4 + 3γ) － γ］θ +［α ( 4 + 3γ) 2 + 2( 2 + 4γ + γ2) ］θ2} u21

16 ( 1 + γ) 2 ( 2 + γ) 2 － FIＲH ． 证毕．

A12 定理 8 的证明

由 定 理 6 和 定 理 7 可 知， ΠIＲH － ΠIＲＲ = Z1 － ( FIＲH － FIＲＲ ) ， 其 中， Z1 =

{ 4 α( Δ θb ) 2 ( 2 + 3γ + γ2 ) 2 + 4Δ θb ( 2 + 3γ + γ2 ) { α( 4 + 3γ) － 2 － γ} θ + { α ( 4 + 3γ) 2 － 2( 2 － γ2 ) } θ2 } u2
1

16 ( 1 + γ) 2 ( 2 + γ) 2 ， 当

Z1 ＞ FIＲH － FIＲＲ 时，ΠIＲH ＞ ΠIＲＲ ，当 Z1 ＜ FIＲH － FIＲＲ 时，ΠIＲH ＜ ΠIＲＲ ． 证毕．
A13 推论 5 的证明

由定理8 可知，
( ΠIＲH － ΠIＲＲ )

Δ θb
=
4 u21 ( 2 + 3γ + γ2 ) { 2α( 2 + 3γ + γ2 ) Δ θb －［2+γ － α( 4 + 3γ) ］θ}

16 ( 1 + γ) 2 ( 2 + γ) 2 ，由于4 u21 ( 2 + 3γ +

γ2 ) ＞0，当 2α( 2 + 3γ + γ2 ) Δθb ＞［2+γ－α( 4+3γ) ］θ 时，
( ΠIＲH －ΠIＲＲ )

Δ θb
＞0，当2α( 2+3γ+γ2 ) Δ θb ＜ ［2 + γ － α( 4 + 3γ) ］θ 时，

( ΠIＲH － ΠIＲＲ )

Δ θb
＜ 0． 证毕．

A14 定理 9 的证明

零售商不改变经营模式时，由定理 2 可知，paMM =pbMM =
θ u1

2 + γ
，DaMM =

［Δ θa ( 2 + γ) + θ］u1

2 + γ
，当Δ θa ＞ 0 时，DaMM ＞

0 ，当 Δ θa ＜ 0 时，满足 Δ θa ＞ － θ
2 + γ 时，DaMM ＞ 0 ，DbMM =

θ u1

2 + γ
＞ 0 ． 此时，ΠIMM =

αθ［Δ θa ( 2 + γ) + 2θ］u2
1

( 2 + γ) 2 ．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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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定理 10 的证明

零售商由平台模式变为混合模式时，由定理 2 可知，pbMH =
θ u1

2 + γ
，零售商与供应商 A 重新签订契约，供应商 B 决策

waMH ，零售商决策 paMH ． 此时，
 ΠIMH

 paMH
= ( 1 － α) ［－ 2 paMH －

γ( 3 + 2γ) θ u1

2( 1 + γ) ( 2 + γ)
+ ( Δ θa + θ) u1］． 令

 ΠIMH

 paMH
=0，则paMH =

［Δ θa ( 2 +γ) + ( 2 －αγ) θ］u1 + ( 2 + γ) waMH

2( 2 + γ)
，代 入 到 ΠAMH ， 并 求 关 于 waMH 的 导 数 可 得，

 ΠAMH

 waMH
=

－ 2 waMH ( 2 + γ) +［Δ θa ( 2 + γ) + ( 2 + αγ) θ］u1

2( 2 + γ)
． 令
 ΠAMH

 waMH
= 0 ，则 waMH =

［Δ θa ( 2 + γ) + ( 2 + αγ) θ］u1

2( 2 + γ)
，paMH =

［3Δ θa ( 2 + γ) + ( 6 － αγ) θ］u1
4( 2 + γ)

，DaMH =
［Δ θa ( 2 + γ) + ( 2 + αγ) θ) u1

4( 2 + γ)
，DbMH =

［－ 3Δ θaγ( 2 + γ) + ( 4 － 2γ + α γ2 ) θ］u1
4( 2 + γ)

，

满足 Δ θa ( 2 + γ) + ( 2 + αγ) θ ＞ 0 且 － 3Δ θaγ( 2 + γ) + ( 4 － 2γ + α γ2 ) θ ＞ 0 时，DaMH ＞ 0 ，DbMH ＞ 0 ，此时，ΠIMH =

{ ( Δ θa )
2 ( 2 + γ) 2 + 2Δ θa ( 2 + γ) ( 2 － 7αγ) θ +［4 + α2 γ2 + 4α( 4 － 3γ) ］θ2} u21

16 ( 2 + γ) 2 － FIMH ． 证毕．

A16 定理 11 的证明

由 定 理 9 和 定 理 10 可 知， ΠIMH － ΠIMM = Z2 － FIMH， 其 中， Z2 =

{ ( Δ θa )
2 ( 2 + γ) 2 + 2Δ θa ( 2 + γ) ［2 － α( 8 + 7γ) ］θ +［4 + α2 γ2 － 4α( 4 + 3γ) ］θ2 } u2

1

16 ( 2 + γ) 2 ，当 Z2 ＞ FIMH 时，ΠIMH ＞

ΠIMM ，当 Z2 ＜ FIMH 时，ΠIMH ＜ ΠIMM ． 证毕．
A17 推论 6 的证明

由定理 11 可知，
( ΠIMH － ΠIMM )

Δ θa
=

{ ( 2 + γ) Δ θa + ( 2 － α( 8 + 7γ) ］θ} u2
1

8( 2 + γ)
，当 ( 2 + γ) Δ θa ＞ ［α( 8 + 7γ) － 2］θ

时，
( ΠIMH － ΠIMM )

Δ θa
＞ 0 ; 当 ( 2 + γ) Δ θa ＜ ［α( 8 + 7γ) － 2］θ 时，

( ΠIMH － ΠIMM )

Δ θa
＜ 0 ． 证毕．

A18 推 论 7 的 证 明 由 定 理 7 和 定 理 10 可 知， Δ ΠＲMH = Z3 － FIＲH + FIMH ，其 中， Z3 =

{ Δθ2 ( 4α－1) ( 2+3γ+γ2 ) 2 +2αΔθ( 2+3γ+γ2 ) ( 8+13γ+7 γ2 ) θ － 2 － 4γ － γ［2γ + α2γ ( 1 + γ) 2 － α( 4 + 17γ + 12 γ2) ］θ2} u21
16 ( 1 + γ) 2 ( 2 + γ) 2 ，

当 Z3 ＞ FIＲH － FIMH 时，ΔΠＲMH ＞ 0 ; 当 Z3 ＜ FIＲH － FIMH 时，ΔΠＲMH ＜ 0 ． 证毕．
A19 推论 8 的证明

( a ) 由 定 理 3 和 定 理 7 可 知， Δ ΠＲH = Z4 + F － FIＲH － u2F ， 其 中， Z4 =

［Φ2 Φ3 ( 2 － γ2 ) 2 － 4 Φ1 θ
2 ( 1 + γ) 2 ( 2 + γ) 2］u2

1

16 Φ2 ( 2 － γ2 ) 2 ( 1 + γ) 2 ( 2 + γ) 2 ，Φ3 = 4 ( Δθ) 2α ( 2 + 3γ + γ2 ) 2 + 4Δθ( 2 + 3γ + γ2 ) ( α( 4 + 3γ) －

γ) θ + ( α ( 4 + 3γ) 2 + 2( 2 + 4γ + γ2 ) ) θ2 ，当 Z4 ＞ FIＲH + ( u2 －1) F 时，ΔΠＲH ＞0; 当Z4 ＜ FIＲH + ( u2 － 1) F 时，ΔΠＲH ＜ 0．

( b) 由定理 3 和定理 10 可知，ΔΠMH = Z5 + F － FIMH ，其中，Z5 =
［Φ2 Φ4 ( 2 － γ2 ) 2 － 4 Φ1 θ

2 ( 2 + γ) 2］u2
1

16 Φ2 ( 2 － γ2 ) 2 ( 2 + γ) 2 ，Φ4 =

( Δθ) 2 ( 2 + γ) 2 + 2Δθ( 2 + γ) ( 2 － 7αγ) θ +［4 + α2 γ2 + 4α( 4 － 3γ) ］θ2 ，当 Z5 ＞ FIMH － F 时，Δ ΠMH ＞ 0 ; 当 Z5 ＜
FIMH －F 时，Δ ΠMH ＜ 0 ．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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