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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由一个供应商与多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考虑代销直供模式下零售商开展促销活动且供

应商分担部分促销成本的情形，研究了零售商的公平偏好对供应链各成员利益的影响与决策问题。分别构建了

公平中性情况下的决策模型与考虑主导型零售商公平偏好的决策模型，并据此比较了传统模式与代销直供模

式。结果发现：相较于传统模式，代销直供模式会为零售商带来明显的利润增量，而供应商的利润增减则取决于

物流费用的增减；同时，主导型零售商公平偏好的存在会增大供应商的利润损失及其自身的利润增量，减小跟随

型零售商的利润增量；面对主导型零售商的公平偏好时，供应商为维护自身长远利益，会做出暂时的利益牺牲，激

励主导型零售商加大促销力度，实现双赢，而跟随型零售商的利益会被动地随着主导型零售商对不公平的厌恶程

度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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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in view of a supply chain system composing of one supplier and multiple retailers, and considering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retailers carry out promotional activities under drop shipping and the supplier undertakes part of the promotion costs, we studied
how the fair preference of the retailers would aff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supply chain members and the relevant decision-making issues. Next,
we established respectively the neutral decision- making model and the decision- making model considering the fair preference of the
dominant retailer. Based on this, we compared the traditional mode and the drop shipping mod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ode, the drop shipping mode would bring obviously increased profit for the retailers, and the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the supplier's
profit depended on the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the logistics cost; at the same time, the fair preference of the dominant retailer would increase
the supplier's profit loss and its own profit increment, and reduce the profit increment of the follower retailers; and finally, when faced with the
fair preference of the dominant retailer, the supplier would make temporary sacrifices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long- term interests, and
encourage the dominant retailer to increase its promotion efforts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while the benefits of the follower retailers
would passively change with the degree of aversion of the dominant retailer toward un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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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电子商务在近年来得到了不断发展，分销渠道

正趋于扁平化，其中代销直供是一种新型的供应链

运营模式。Scheel[1]在1990年第一次描述它：中间人

吸引顾客、销售商品、获得订单;库存实体持有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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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运送服务来满足中间人的订单。与传统模式相

比，代销直供模式加强了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协

作，降低了供应链断裂风险，提高了供应链整体利

润。然而，供应商在代销直供模式下有着显著的先

动优势，零售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狭小，随之产生

一定的利润差。零售商面对利润差，很容易受公平

偏好影响，产生抵触行为，影响供应链整体利益。

同时，促销是企业为了维护或提高自己市场占

有率常采用的方法之一。例如，作为全年最大的促

销活动，2019年的“双十一”活动中，天猫总交易额达

到了2 684亿元，比2018年增长了25.7%，由此可见，

促销对提高产品销量的重要作用。由于零售商是消

费者在商品消费时的直接接触人，故大多是由零售

商举行商品的促销活动，供应商只负责分担部分促

销成本。通常，零售商的促销活动带来的产品销量

与市场占有率会有效提高供应链的总体收益，但如

果供应商分担的促销成本不合理，致使零售商的付

出与收获不一致，那么零售商会受公平偏好的影响

而导致抵制行为。

这里，公平偏好是指决策者以自我为中心的不

公平厌恶，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收益不公平结果

的一种抵制[2]。2008年时，乐高集团拒绝沃尔玛的降

价要求，其目的在于维持市场中公平的价格结构，这

一拒绝也最终导致了沃尔玛与乐高集团的商业关系

破裂[3]。2012年，在当当网与京东的电商图书战中，

当当发起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店庆促销活动，并要求

部分促销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对于不配合的四家供

应商，当当选择下架其部分品种。在以往的研究中，

学者们大多认为供应链成员是完全理性的，会按照

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但近来发现供应链成

员一般都具有公平偏好，且公平偏好的存在会影响

供应链的稳定[4]。据Blinder，等[5]的调查，实践中超过

60%的企业决策者具有公平偏好，因此，研究公平偏

好对供应链中各成员的决策与维护供应链的和谐稳

定有重要意义。且供应商往往在供应链中占据主导

地位，其相较于零售商也具有利润优势，所以，本文

设置供应商与跟随型零售商为公平中性，而主导型

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

分将代销直供与公平偏好相结合进行研究。Netessine，

等[6]研究认为，零售商和供应商更倾向于选择代销直

供模式或者代销直供和传统模式相结合，而不愿只

选择传统模式。Yi，等[7]的研究表明，当顾客的公平

偏好强烈时，制造商应选择代理渠道，而当顾客的公

平偏好较弱时，制造商应选择直销渠道。此外，杨

茜，等[8]分析在传统零售商主导下制造商如何进行产

品定价和渠道选择问题，研究发现代销模式下供应

链总利润始终高于分销模式；Cui，等[9]发现当供应商

和零售商都具有公平偏好时，供应商只需要制定一

个固定的批发价就可以实现供应链协调；Wu，等[10]的

研究认为零售商的公平偏好对整个供应链的利润与

各成员的利润均有显著影响。这类文献说明了代销

直供模式与公平偏好两者均对供应链中成员利润有

显著影响，但并未评述两者间相互作用会带来的利

润变化。

另一部分文献将促销行为与公平偏好相结合进

行研究。林强，等[11]分析了在协调双渠道供应链的改

进回购契约下，公平偏好对渠道成员利润或效用的

影响，发现公平偏好会使零售商遭受负效用，且公平

偏好强度越大，负效用也越大；浦徐进，等[12]在零售商

具有公平偏好的情况下，研究了激励零售商促销努

力的协调机制，发现该协调机制能改善供应链运作

效率；毕功兵，等[13]认为，加入公平偏好的销售回扣契

约，能提高供应链的整体利润和效用，并得到充分合

作的均衡结果；Zhou，等[14]在低碳供应链的研究中发

现，某些情况下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会影响合作社

广告和减排成本分摊合同的协调性；Loch，等[15-16]将

公平偏好应用于渠道协作研究中，探讨了如何利用

价格决策实现渠道协作，但没有将促销成本分担比

例纳入分析范畴。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在面对零售

商的公平偏好时，供应商往往会为了达成合作而选

择合理的协调机制与零售商分享收益。

综合现有研究，我们发现很少有研究考虑代销

直供模式下的公平偏好问题，即在公平偏好的影响

下，供应链各成员间由代销直供和促销活动带来的

利润会发生什么变化？代销直供模式是否有利于具

彭文雯，等：代销直供模式下具有公平偏好的零售商促销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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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平偏好的成员？本文将针对代销直供模式，研

究公平偏好对供应链中成员促销行为的影响。

1 一对多供应链模型

现有研究主要考虑价格对需求的影响，而较少

涉及非价格因素。而现实生活中，促销手段不断创

新，对拉动经济与提高销售量具有显著影响；同时，

零售商公平偏好的存在在客观上也会对供应链的和

谐稳定产生一定的扰动。在代销直供模式下的零售

商促销问题中，一对一模型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多，并

获得了相对丰富的成果。然而，实际市场环境中，多

个零售商同时销售某种产品的情况才是常态。此

外，多个零售商出售由同一供应商供应的相同产品

时，通常在价格方面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且主导型

零售商的决策会影响其余零售商的决策，因此本文

构建的一对多供应链模型更符合实际。

1.1 问题描述与假设
假设供应链中存在一个供应商与多个零售商，

供应商用 M 表示，处于主导地位的零售商1用 R1 表

示，其余零售商为市场跟随者，本文将其综合简记为

零售商2，表示为 R2 。本文旨在研究公平偏好的存

在对供应商与零售商的利润影响，包括各成员间的

利润分配以及主导型零售商与跟随型零售商如何定

价等问题。为简化研究，再假设两个零售商之间存

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关系，且只有零售商1进行促销活

动。下面，对模型用到的一些符号进行说明：

w为批发单价；

c为供应商的单位生产成本；

I1 为货品由供应商传递至零售商时产生的单位

物流成本；

I2 为货品由零售商传递至消费者时产生的单位

物流成本；

I3 为货品由供应商传递至消费者时产生的单位

物流成本；

p1 和 p2 分别为零售商1和零售商2的零售单

价；

qM 和 qR 分别为供应商和零售商（包括1和2）的

边际成本。

S1 表示零售商1的市场需求，并假设其为线性

的[17]，即 S1 =D1 - βp1 + dp2 + kE 。其中，D1 为零售商1

的市场潜在需求量，β ∈ ( )0,1 为价格敏感系数，

d ∈ ( )0,1 为产品替代系数，k 为促销行为对其该产品

市场需求量的影响参数，而E>0为零售商1的促销努

力水平。

S2 为 零 售 商 2 的 市 场 需 求 ，且 S2 =D2 -

βp2 + dp1 。其中，D2 为零售商2的市场潜在需求量。

于是，S = S1 + S2 为市场总需求。

f 为促销成本；θ 为供应商分担促销成本的比

例；πX 为各供应链成员的决策利润，ΔUX 为代销直

供模式给供应链成员 X 带来的利润增量，其中，

X∈{ }M,R1,R2 。

为方便研究并贴合实际，本文做如下假设：（1）

w、I1、I2、I3 、c、D1 、D2 为固定值，且 I1、I2、I3 之间

满足 I1 + I2 > I3 ，I1 < I3 及 I2 < I3 ；（2）两个零售商所占

市场潜在份额满足 D1 >D2 ；（3）两个零售商的边际成

本相同；（4） f = E2 ；（5）两个零售商的价格敏感系数

与产品替代系数相同，且 β > d ，即零售商自身价格的

影响大于其他零售商价格的影响，这符合市场的一

般规律；（6）为满足下文中极值公式的求解，供应商

促 销 成 本 分 担 比 例 θ ∈ ( )0,1 - θ0 ，其 中 ，

θ0 =
βk2

2( )2β2 - d2 ∈ ( )0,1 ；（7）主导型零售商负责促销，

且 k ∈ [ )1,2 [18]。

1.2 公平中性情况下的决策模型
公平中性情况下，供应商首先以批发价 w 出售

产品给零售商并说明促销成本分担比例 θ；然后，主

导型零售商1依据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产品的零售

价格p1以及提供促销服务,并决定努力促销水平E；

最后，跟随型零售商2得到价格p1的信息后，按照自

身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产品零售价格p2。

供应商、零售商1与零售商2的利润分别见式

（1）-式（3）：

πM = ( )w- qM ( )S1 + S2 - θE2 （1）

πR1 = ( )p1 - qR S1 - ( )1 - θ E2 （2）

πR2 = ( )p2 - qR S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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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传统模式。在传统模式中，货品先由供应商

传递至零售商，再由零售商传递至消费者。为方便

计算，不计库存损失，因此供应商的边际成本由生产

成本与部分物流成本组成，零售商的边际成本由批

发成本与部分物流成本组成，分别表示为 qM = c + I1

和 qR = w + I2 。

最优解如下：

θ( )1 =
( )A2 -C

æ

è
ç

ö

ø
÷d2 - 2β2 +

k2 β
2

( )C+A2 ( )d2 - 2β2 （4）

E( )1 =
β( )C+A2

[ ]2( )2β2 - d2 - k2 β A
（5）

p1( )1 =
4A2 β( )d2 - 2β2 - ( )C-A2 k2 β2

k( )d2 - 2β2 [ ]2( )2β2 - d2 - k2 β A
+ qR （6）

p2( )1 =
D2 + ( )d + β qR

2β +
4A2d( )d2 - 2β2 - ( )C-A2 k2dβ

2k( )d2 - 2β2 [ ]2( )2β2 - d2 - k2 β A
（7）

πM( )1 = ( )w- qM [ ]D1 +D2 + ( )d - β ( )p1( )1 + p2( )1 + kE( )1 - θ( )1 E( )1
2（8）

πR1( )1 = ( )p1( )1 - qR ( )D1 - βp1( )1 + dp2( )1 + kE( )1 - ( )1 - θ( )1 E( )1
2（9）

πR2( )1 = ( )p2( )1 - qR ( )D2 - βp2( )1 + dp1( )1 （10）

其 中 ， A = k2
é

ë
êê

ù

û
úúD1 +

dD22β +
( )d + 2β ( )d - β

2β qR ，

C=
( )w- qM ( )β + d ( )2β - d kA

2β ，而下标（1）表示传统模

式下公平中性的情况。

1.2.2 代销直供模式。在代销直供模式中，货品直

接由供应商传递给消费者。为方便计算，不计库存

损失，因此供应商的边际成本由生产成本与全部物

流成本组成，零售商的边际成本只有批发成本，即

qM = c + I3 和 qR = w。

计算过程与1.2.1节相同。决策的最优解见式

（11）-式（17）：

θ( )2 =
( )A2 -C

æ

è
ç

ö

ø
÷d2 - 2β2 +

k2 β
2

( )C+A2 ( )d2 - 2β2 （11）

E( )2 =
β( )C+A2

[ ]2( )2β2 - d2 - k2 β A
（12）

p1( )2 =
4A2 β( )d2 - 2β2 - ( )C-A2 k2 β2

k( )d2 - 2β2 [ ]2( )2β2 - d2 - k2 β A
+ qR （13）

p2( )2 =
D2 + ( )d + β qR

2β +
4A2d( )d2 - 2β2 - ( )C-A2 k2dβ

2k( )d2 - 2β2 [ ]2( )2β2 - d2 - k2 β A
（14）

πM( )2 = ( )w- qM [ ]D1 +D2 + ( )d - β ( )p1( )2 + p2( )2 + kE( )2 - θ( )2 E( )2
2（15）

πR1( )2 = ( )p1( )2 - qR ( )D1 - βp1( )2 + dp2( )2 + kE( )2 - ( )1 - θ( )2 E( )2
2（16）

πR2( )2 = ( )p2( )2 - qR ( )D2 - βp2( )2 + dp1( )2 （17）

其 中 ， A = k2
é

ë
êê

ù

û
úúD1 +

dD22β +
( )d + 2β ( )d - β

2β qR ，

C=
( )w- qM ( )β + d ( )2β - d kA

2β ，而下标（2）表示代销直

供模式下公平中性的情况。

1.3 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的决策模型
供应链成员在决策时可能具有公平倾向。此

时，目标不仅仅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还会关注

各供应链成员间的利润分配是否公平。因为供应商

在决策中具有先动优势，且有先动优势的成员在利

润分配上通常占优势[19-20]，因此，本文假设供应商与

跟随型零售商2为公平中性，只考虑主导型零售商1

具有公平偏好的情况。再因零售商1的市场份额大

于零售商 2 的市场份额，因此，本文也不考虑

πR1 -πR2 < 0 的情况。于是，零售商1可以以供应商利

润为参考点来构建其公平效用函数，即一旦零售商1

察觉自己的利润 πR1' 少于自己为供应商创造的那部

分利润 πMs1 时，就会产生负效用 fR 。参考文献[21-

23]，本文设置公平偏好产生的负效用函数为

fR = -α·max{ }πMs1 -πR1
' ,0

其中，πMs1 = ( )w- qM S1 - θ·E
2 ，表示供应商与零

售商1合作获得的利润；πR1
' = ( )p1 - qR S1 - ( )1 - θ E2 ，

表示零售商1获得的利润；α ∈ ( )0,1 为感知不公平参

数，刻画了零售商对收益不公平的厌恶程度。因此，

零售商1的利润函数见式（18）。

πR1 = ( )p1 - qR S1 - ( )1 - θ E2 + fR （18）

当 fR = 0 时，πR1 = ( )p1 - qR S1 - ( )1 - θ E2 ，反映的

是公平中性情况；当 fR≠ 0 时，πR1 = ( )p1 - qR S1 -

彭文雯，等：代销直供模式下具有公平偏好的零售商促销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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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θ E2 - α( )πMs1 -πR1
' ，此 时 πMs1 -πR1

' > 0 ，即

w- qM >

é

ë
ê

ù

û
ú( )4β - 2θ0

æ
è
ç

ö
ø
÷1 - θ02 + θ0 β( )1 - 2θ0

æ
è
ç

ö
ø
÷D1 +

dD22β
4( )1 - θ0

。

此外，πM = ( )w- qM ( )S1 + S2 - θE2 ，πR2 = ( )p2 - qR S2 。

1.3.1 传统模式。在传统模式中，供应商的边际成

本由生产成本与部分物流成本组成，零售商的边际

成本由批发成本与部分物流成本组成，即 qM = c + I1 ，

qR = w + I2 。最优解如下：

θ( )3 =

( )1 + α ( )A2 -C
æ

è
ç

ö

ø
÷d2 - 2β2 +

k2 β
2

( )1 + 2α ( )C+A2 ( )d2 - 2β2 （19）

E( )3 =
β( )C+A2

( )1 + α 2[ ]2( )2β2 - d2 - k2 β A
（20）

p1( )3 =
4A2 β( )d2 - 2β2 + ( )C-A2 k2 β2

k( )d2 - 2β2 [ ]2( )2β2 - d2 - k2 β A( )1 + α 2 +

[ ]α( )w- qM + ( )1 + α qR

1 + α
（21）

p2( )3 =
D2 + ( )d + β qR

2β +

4A2d( )d2 - 2β2 + ( )C-A2 k2dβ

2k( )d2 - 2β2 [ ]2( )2β2 - d2 - k2 β A( )1 + α 2 +
α( )w- qM d

2β( )1 + α
（22）

πM( )3 = ( )w- qM [ ]D1 +D2 + ( )d - β ( )p1( )3 + p2( )3 + kE( )3 - θ( )3 E( )3
2（23）

πR1( )3 = [ ]( )1 + α ( )p1( )3 - qR - α( )w- qM ( )D1 - βp1( )3 + dp2( )3 + kE( )3 - [ ]1 + α - ( )1 + 2α θ( )3 E( )3
2（24）

πR2( )3 = ( )p2( )3 - qR ( )D2 - βp2( )3 + dp1( )3 （25）

其中，A =
( )1 + α k

2
ì
í
î

ï

ï

ü
ý
þ

ï

ï

æ
è
ç

ö
ø
÷D1 +

dD22β +
dqR2 ( )1 + α -

k2[ ]α( )w- qM + ( )1 + α qR

4θ0
，

C=
( )1 + α ( )1 + 2α ( )w- qM ( )β + d ( )2β - d kA

2β ，而 下 标

（3）表示传统模式下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的情况。

1.3.2 代销直供模式。代销直供模式下，供应商的

边际成本由生产成本与全部物流成本组成，零售商

的边际成本只有批发成本，即 qM = c + I3 ，qR = w。

计算过程与1.3.1节相同，最优解如下：

θ( )4 =

( )1 + α ( )A2 -C
æ

è
ç

ö

ø
÷d2 - 2β2 +

k2 β
2

( )1 + 2α ( )C+A2 ( )d2 - 2β2 （26）

E( )4 =
β( )C+A2

( )1 + α 2[ ]2( )2β2 - d2 - k2 β A
（27）

p1( )4 =
4A2 β( )d2 - 2β2 + ( )C-A2 k2 β2

k( )d2 - 2β2 [ ]2( )2β2 - d2 - k2 β A( )1 + α 2 +

[ ]α( )w- qM + ( )1 + α qR

1 + α
（28）

p2( )4 =
D2 + ( )d + β qR

2β +
4A2d( )d2 - 2β2 + ( )C-A2 k2dβ

2k( )d2 - 2β2 [ ]2( )2β2 - d2 - k2 β A( )1 + α 2 +
α( )w- qM d

2β( )1 + α （29）

πM( )4 = ( )w- qM [ ]D1 +D2 + ( )d - β ( )p1( )4 + p2( )4 + kE( )4 - θ( )4 E( )4
2（30）

πR1( )4 = [ ]( )1 + α ( )p1( )4 - qR - α( )w- qM ( )D1 - βp1( )4 + dp2( )4 + kE( )4 - [ ]1 + α - ( )1 + 2α θ( )4 E( )4
2（31）

πR2( )4 = ( )p2( )4 - qR ( )D2 - βp2( )4 + dp1( )4 （32）

其中，A =
( )1 + α k

2
ì
í
î

ï

ï

ü
ý
þ

ï

ï

æ
è
ç

ö
ø
÷D1 +

dD22β +
dqR2 ( )1 + α -

k2[ ]α( )w- qM + ( )1 + α qR

4θ0
，

C=
( )1 + α ( )1 + 2α ( )w- qM ( )β + d ( )2β - d kA

2β ，而 下 标

（4）表示代销直供模式下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的情

况。

2 分析与讨论

2.1 公平偏好对两种模式下供应商与零售商

利润的影响
命题1：公平偏好会使得代销直供模式下供应商

的利润损失增大，零售商1的利润增量增大，零售商2

的利润增量减小。

证明：（1）如果无公平偏好，则相较于传统模式，

参考式（8）与式（15），代销直供模式给供应商带来的

利润增量为 ΔUM1 =πM( )2 -πM( )1 = ( )I1 - I3
é

ë
ê

ù

û
ú12D1 +

æ
è
ç

ö
ø
÷

12 + d4β D2 +

θ0( )2β + d ( )β - d I2( )2βD1 + dD2
8β( )2β2 - d2 ( )2 - θ0

< ( )I1 - I3
é

ë
êê

ù

û
úú

( )8 - 6θ0
8( )2 - θ0

D1 +
æ
è
ç

ö
ø
÷

16 - 10θ032 - 16θ0
+ d4β D2 < 0 ;

如果有公平偏好，则相较于传统模式，参考式（23）与

式（30），代销直供模式给供应商带来的利润增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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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UM2 =πM( )4 -πM( )3 = ( )I1 - I3
ì
í
î

ü
ý
þ

1 + 3α2 + 4αD1 +
é

ë
êê

ù

û
úú

12 +
( )1 + 3α d

4( )1 + 2α β
D2 +

θ0( )2β + d ( )β - d I2( )2βD1 + dD2 ( )1 + α
8β( )2β2 - d2 ( )2 - θ0 ( )1 + 2α < ( )I1 - I3

é

ë
êê

ù

û
úú

( )8 - 6θ0
8( )2 - θ0

D1 +
æ
è
ç

ö
ø
÷

16 - 10θ032 - 16θ0
+ d4β D2 < 0 ；

由 ΔUM2 -ΔUM1 = ( )I1 - I3
æ

è
çç

ö

ø
÷÷

α2 + 4αD1 +
αd

4( )1 + 2α β
D2 -

k2( )2β + d ( )β - d I2( )2βD1 + dD2 α

16( )2β2 - d2 ( )2 - θ0 ( )1 + 2α < 0 ，得证。

（2）如果无公平偏好，则相较于传统模式，参考

式（9）与式（16），代销直供模式给零售商1带来的利

润增量为：

ΔUR1 =πR1( )2 -πR1( )1 =

2θ0[ ]2I2( )d + 2β ( )β - d + ( )I1 - I3 ( )2β - d ( )β + d
é

ë
êê

ù

û
úú

æ

è
ç

ö

ø
÷

k2 β + 2
2 D1 +

k2d4 D2 - θ0
é
ë
ê

ù
û
ú( )I1 - I3 ( )2β - d ( )β + d +

I22 ( )d + 2β ( )β - d æ
è
ç

ö
ø
÷D1 +

dD22β
2( )2β2 - d2 ( )1 - θ0

> 32 k2 βI2( )d + 2β ( )β - d
é

ë
êê

ù

û
úú

æ

è
ç

ö

ø
÷

k2 β + 2
2 D1 +

k2d4 D2 > 0 ；

如果有公平偏好，则相较于传统模式，参考式

（24）与式（31），代销直供模式给零售商1带来的利润

增量为：

ΔUR2 =πR1( )4 -πR1( )3 = ( )1 + α ·∙

2θ0[ ]2I2( )d + 2β ( )β - d + ( )I1 - I3 ( )2β - d ( )β + d
é

ë
êê

ù

û
úú

æ

è
ç

ö

ø
÷

k2 β + 2
2 D1 +

k2d4 D2 - θ0
é
ë
ê

ù
û
ú( )I1 - I3 ( )2β - d ( )β + d +

I22 ( )d + 2β ( )β - d æ
è
ç

ö
ø
÷D1 +

dD22β
2( )2β2 - d2 ( )1 - θ0

> ( )1 + α 32 k2 βI2( )d + 2β ( )β - d
é

ë
êê

ù

û
úú

æ

è
ç

ö

ø
÷

k2 β + 2
2 D1 +

k2d4 D2 > 0 ，

由 ΔUR2 -ΔUR1 > 0 ，得证。

（3）如果无公平偏好，则相较于传统模式，参考

式（10）与式（17），代销直供模式给零售商2带来的利

润增量为 ΔUR3 =πR2( )2 -πR2( )1 =

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
ïï

dé
ë
ê

ù
û
úI2( )d + 2β ( )β - d æ

è
ö
ø

1 - 12 θ0 + ( )I1 - I3 ( )2β - d ( )β + d θ0

4β( )2β2 - d2 ( )1 - θ0
+
( )β - d I2

2β D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dθ0( )d + 2β ( )β - d ( )I1 + I2 - I3
4( )2β2 - d2 ( )1 - θ0

+
( )β - d I2

2β D2 > 0 ；如

果有公平偏好，则相较于传统模式，参考式（25）与式

（32），代销直供模式给零售商2带来的利润增量为

ΔUR4 =πR2( )4 -πR2( )3 =

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
ïï

dé
ë
ê

ù
û
úI2( )d + 2β ( )β - d æ

è
ö
ø

1 - 12 θ0 + ( )I1 - I3 ( )2β - d ( )β + d θ0

4β( )2β2 - d2 ( )1 - θ0
-
( )β + d I2

2β +
α( )I1 - I3
1 + α D2

> α1 + α
é

ë
êê

ù

û
úú

dθ0( )d + 2β ( )β - d ( )I1 + I2 - I3
4( )2β2 - d2 ( )1 - θ0

+
( )β - d I2

2β D2 > 0 ，

由 ΔUR4 -ΔUR3 < 0 ，得证。

结论：（1）无论主导型零售商是否存在公平偏

好，相较于传统模式，代销直供模式均可为零售商带

来利润增量，而供应商利润的增减则由物流成本的

增减来决定，常见为利润损失，本文中不考虑库存损

失，利润增量的产生主要源于物流成本的降低，这也

是越来越多的零售商选择代销直供模式的主要原

因；（2）但如果公平偏好存在，则一般情况下供应商

的利润损失会增大，主导型零售商的利润增量会增

大，跟随型零售商的利润增量会减小，结合后续命题

分析，这意味着供应商面对主导型零售商的公平偏

好，会选择让出部分利润、承担更多的促销费用降低

主导型零售商的不公平感，激励主导型零售商加大

促销力度且降低零售单价，以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而跟随型零售商的市场份额受到挤压，使得主导型

零售商的利润增量增大，跟随型零售商的利润增量

减小。

2.2 销售模式与公平偏好对零售商1与零售

商2定价的影响
命题2：（1）相较于传统模式，代销直供模式下 p1

与 p2 均减小；（2）公平偏好下 p1 与 p2 均减小。

证明：以供应链成员均为公平中性为例。参考

式 （6） 与 式 （13） ， Δp1 = p1( )2 - p1( )1 = - I2 +

I2( )d + 2β ( )β - d æ
è

ö
ø

1 - 12 θ0 + ( )I1 - I3 ( )2β - d ( )β + d θ0

2( )2β2 - d2 ( )1 - θ0

< -
I2æè

ö
ø

2 - 32 θ0 + ( )I3 - I1 θ0

2( )1 - θ0
< 0 ；参考式（7）与式（14），

Δp2 = p2( )2 - p2( )1 = -
I22 + d2βΔp1( )1 < 0 ，得证。同理易得，

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时命题仍成立。

（2）以代销直供模式为例。参考式（13）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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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比 较 具 有 公 平 偏 好 时 的 价 格 增 量

Δp1
' = p1( )4 - p1( )2 = -

α( )1 - θ0 ( )w- qM + ( )1 + α βdw

2( )1 + α ( )1 - θ0
< 0 ；

参 考 式 （14） 与 式 （29） ， Δp2
' = p2( )4 - p2( )2 =

-
[ ]α( )1 - θ0 ( )w- qM + ( )1 + α βdw d

4β( )1 + α ( )1 - θ0
< 0 ，得证。同理易

得，在传统模式下命题仍成立。

结论：（1）代销直供模式下，主导型与跟随型零

售商的零售价格均更小，说明相较于传统模式，代销

直供模式为零售商节省了物流费用，这也直观地反

映在了零售价格上，即以较低的零售价格换取更大

的市场份额；（2）公平偏好的存在使得零售商的零售

单价均降低，说明供应商考虑到主导型零售商的公

平偏好并选择让出部分利润给主导型零售商，激励

其促销努力水平增大，且降低零售单价以获取更大

的市场份额，跟随型零售商的零售单价随主导型零

售商的零售单价同步变化，因此，跟随型零售商的零

售单价也会降低。

2.3 公平偏好的存在对零售商1努力促销水

平 E与供应商促销成本分担比例 θ的影响
命题3：公平偏好的存在使得 E 与 θ 均提高。

证明：以代销直供模式为例。参考式（12）与式

（27），E( )4 -E( )2 =
( )1 + α αæ

è
ç

ö
ø
÷k +

4dθ0
k

( )w- qM + ( )1 + α 2
w
2dθ0
k

8( )1 + α 2( )1 - θ0
> 0 ，

得 证 ；参 考 式（11）与 式（26）， θ( )4 - θ( )2 =

( )1 - θ0 [ ]α( )Y′Y - X′X + ( )2 + 3α ( )X′Y - Y′X

( )1 + 2α ( )X′ + Y′ ( )X+Y
， 其 中

X=
( )w- qM ( )β + d ( )2β - d k

2β 。

X′ =
( )1 + α ( )1 + 2α ( )w- qM ( )β + d ( )2β - d k

2β ，Y = k2
é

ë
êê

ù

û
úúD1 +

dD22β +
( )d + 2β ( )d - β w

2β ,

Y′ =
( )1 + α k

2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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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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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æ
è
ç

ö
ø
÷D1 +

dD22β + dw2 ( )1 + α -
( )2β2 - d2 [ ]α( )w- qM + ( )1 + α w

2β
容易证得 Y′Y - X′X > 0 ，X′Y - Y′X > 0 ，因此比较

可知，θ( )4 - θ( )2 > 0 ，得证。同理易得，在传统模式下，

命题仍成立。

结论：零售商公平偏好的存在会使得零售商努

力促销水平 E 与供应商促销成本分担比例 θ 均有所

提高，这说明当零售商存在不公平厌恶时，供应商在

决定促销成本分担比例时会考虑该因素，并做出一

定的利益让步；而零售商作为追随者，在其后进行决

策时会提高自身的促销努力水平，从而提高产品销

售量与市场占有率，从长远看对于零售商与供应商

而言都是有利的。

2.4 零售商1的不公平厌恶程度 α对其努力

促销水平E与供应商促销成本分担比例 θ的
影响

命题4：E 随 α 的增大而增大；θ在一定范围内

随 α增大，但超出范围后，会逐渐减小。

证 明 ：（1）对 E 求 α 的 一 阶 导 数 ，有

∂E∂α =
( )w- qM

æ
è
ç

ö
ø
÷k +

4dθ0
k

8( )1 + α 2( )1 - θ0
> 0 ，得证；

（2） 对 θ 求 α 的 一 阶 导 数 ，得 到

∂θ∂α =
2β - k2

2β ·( )1 - θ0 [ ]( )Y′ - X′ ( )X′ + Y′ - X′Y′

[ ]( )1 + 2α ( )X′ + Y′
2 ，其中，

X′ =
( )1 + α ( )1 + 2α ( )w- qM ( )β + d ( )2β - d k

2β
Y′ =

( )1 + α 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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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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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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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D1 +

dD22β + dw2 ( )1 + α -
( )2β2 - d2 [ ]α( )w- qM + ( )1 + α w

2β
当 α = 0 ，有 ∂θ∂α >0；当 α = 1，有 ∂θ∂α <0，且函数在

[ ]0,1 上连续，因此，存在实数 α' ∈ ( )0,1 使得当 α =α'

时 ，∂θ∂α = 0 ；当 α <α' 时 ，∂θ∂α > 0 ；当 α >α' 时 ，

∂θ∂α < 0，得证。

结论：由（1）可知，零售商的促销努力水平与其

不公平厌恶程度成正比；由（2）可知，当 α <α' 时，供

应商促销成本分担比例随 α增加而增加，但当 α >α'

时，分担比例反而会随 α 增大而减小，这说明供应商

在做决策时会考虑到零售商的公平偏好，并主动提

高自己的成本分担比例，让出一部分利润使得零售

商更加愿意进行促销。但供应商为维护自身的利

益，分担比例不会一直增加，在 α 超过一定范围后，

-- 24



研究与探讨

供应商成本分担比例会逐渐减少。由此可见，要想

维护长远的利益共赢，零售商也需要控制自身的厌

恶程度。

2.5 零售商1关于不公平的厌恶程度 α对各

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
命题5：供应商的利润会随着 α 的增大而减小；

零售商1的利润会随 α在一定范围内增大而增大，但

超出该范围后会呈现下降趋势；零售商2的利润会随

着 α的增大而减小。

证明：（1）对 πM 求 α的一阶导数，有：

∂πM∂α = ( )w- qM

2ì
í
î

ï

ï

ü
ý
þ

ï

ï

( )β - d ( )2β + d ( )14θ0 - 4 + 2k2 β

16β( )1 + α 2( )1 - θ0
-

β( )1 - θ0 ( )2β - k2 { }( )Y′ - X′ ( )X′ + Y′ - X′Y′

8{ }( )1 + 2α ( )1 + α 2( )2β2 - d2 ( )1 - θ0
2

-
2θ0( )Y′ - X′ ( )w- qM

8k( )1 + 2α ( )1 + α 3( )1 - θ0

其中，X′ =
( )1 + α ( )1 + 2α ( )w- qM ( )β + d ( )2β - d k

2β ，

Y′ =
( )1 + α k

2
ì
í
î

ï

ï

ü
ý
þ

ï

ï

æ
è
ç

ö
ø
÷D1 +

dD22β +
dqR2 ( )1 + α -

( )2β2 - d2 [ ]α( )w- qM + ( )1 + α qR

2β ，

因 Y′ 的 值 远 大 于 其 他 ， 判 断

-
β( )1 - θ0 ( )2β - k2 { }( )Y′ - X′ ( )X′ + Y′ - X′Y′

8{ }( )1 + 2α ( )1 + α 2( )2β2 - d2 ( )1 - θ0
2 < 0 ， 且

-
2θ0( )Y′ - X′ ( )w- qM

8k( )1 + 2α ( )1 + α 3( )1 - θ0
< 0 ，所以

∂πM∂α < 0 ，得证；

（2） 对 πR1 求 α 的 一 阶 导 数 ，有

∂πR1∂α =
[ ]( )1 + 2α ( )2θ0 - 4β + 4β2k2 æ

è
ç

ö
ø
÷D1 +

dD22β
2

4( )2β2 - d2 ( )1 - θ0 ( )1 + 2α ， 当

θ0 > 2β( )1 - k2 β 时，有 α = 0 时，
∂πR1∂α >0；α = 1 时，

∂πR1∂α <0，且函数在 [ ]0,1 上连续，因此，存在实数

α' ∈ ( )0,1 ，使得当 α =α' 时，
∂πR1∂α = 0 ，当 α <α' 时，

∂πR1∂α > 0 ，当 α >α' 时，
∂πR1∂α < 0 ，由 k ∈ [ )1,2 可推出

θ0 > 2β( )1 - k2 β ，故命题得证；

（3） 对 πR2 求 α 的 一 阶 导 数 ，

∂πR2∂α =
d[ ]4 - 14θ0 ( )w- qM

16β( )1 + α 2( )1 - θ0
( )D2 + dp1 - βqR ，当 k2 > 87 β

时，有 4 - 14θ0 < 0 ，因此
∂πR2∂α < 0 ，得证。

结论：供应商与跟随型零售商的利润会随着主

导型零售商的不公平厌恶程度的增大而减小；主导

型零售商利润在一定范围内会随着厌恶程度的增加

而增加，但超出该范围后则会呈现下降趋势。这说

明主导型零售商较小的不公平厌恶程度，对其自身

是有利的；而对于供应商与跟随型零售商来说，只要

主导型零售商有公平偏好，对其都是不利的。在实

际决策中，供应商面对主导型零售商的公平偏好，会

适当增加促销成本分担比例，以减少主导型零售商

的不公平感，因而其自身利润会减少，而主导型零售

商利润会增加；因考虑价格因素，跟随型零售商利润

也会增加。但随着主导型零售商公平偏好程度的增

加，供应商成本分担比例呈现先增后减趋势；在供应

商成本分担比例减少时，主导型零售商利润也会逐

渐减少；而随着主导型零售商抢占了更多的市场份

额，致使跟随型零售商被迫缩小利润空间，因此，其

利润会减少。

3 算例分析与讨论

下面将采用算例对四种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

具体地，参考绵阳地区长虹集团55D8K彩电销售数

据，设 w= 4 050元/件，c = 1 565.8元/件，I1 = 12.5元/件，

I2 = 15.5元/件，I3 = 22.5元/件，d = 0.3，β = 0.7，k = 1，
D1 = 67 552件，D2 = 15 785件，α = 0.5，相应的计算

结果见表1。

表1 供应链成员的决策与利润表

销售方式

无公

平偏

好

有公

平偏

好

传统模式

代销直供

模式

传统模式

代销直供

模式

θ

0.362 6
0.383 1
0.394 5
0.388 2

E

2 350
2 295
2 463
2 397

p1（元）

6 143
6 129
5 947
5 883

p2（元）

5 269
5 253
5 126
5 096

πM（亿元）

1.741
1.733
1.739
1.730

πR1（亿元）

1.562
1.565
1.571
1.576

πR2（亿元）

0.209 1
0.209 8
0.197 2
0.197 5

通过表1，我们可验证上述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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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情况下，公平偏好的存在使得供应商在

代销直供模式下的利润损失增大，零售商1在代销直

供模式下的利润增量增大，零售商2在代销直供模式

下的利润增量减小，即：

ΔUM = ( )1.730 - 1.739 - ( )1.733 - 1.741 = -0.001（亿元） < 0
而ΔUR1 = ( )1.576 - 1.571 - ( )1.565 - 1.562 = 0.002( )亿元 > 0
ΔUR2

= ( )0.1975 - 0.197 2 - ( )0.2098 - 0.209 1 = -4 × 10-4 > 0
这体现了供应商在面对主导型零售商的公平偏

好时，会选择承担更多的成本以降低零售商的不公

平感以达到供应链协调的目的，而主导型零售商会

挤压跟随型零售商的市场份额，使其利润受损；

（2）相较于传统模式，代销直供模式下，p1 与 p2

均更小，公平偏好的存在使得 p1 、p2 均变小。比较两

种销售模式中的 p1 与 p2 。 Δp1 - 1 = 6 129 - 6 143 =
-14（元） < 0 ，Δp2 - 1 = 5 253 - 5 269 = -16（元） < 0 ；

比 较 公 平 偏 好 存 在 与 否 的 p1 与 p2 ，

Δp1 - 2 = 5 883 - 6 129 = -246（元） < 0 ，Δp2 - 2 = 5 096 -
5 253 = -157（元） < 0 ，其原因在于代销直供模式相

较于传统模式可以适当减少商品成本，并扩展零售商

与供应商的利润空间，而公平偏好的存在更能进一

步扩大零售商的利润空间，适当缩减供应商的利润；

（3）公平偏好使得 E 与 θ 均增大。比较传统模

式 与 代 销 直 供 模 式 下 E 的 变 化 ，E( )3 -E( )1 =

2 463 - 2 350 = 113 > 0，E( )4 -E( )2 = 2 397 - 2 295 = 102 > 0；
比 较 两 种 模 式 下 θ 的 变 化 ，θ( )3 - θ( )1 = 0.394 5 -
0.362 6 = 0.031 9 > 0 ，θ( )4 - θ( )2 = 0.388 2 - 0.383 1 = 5.1 × 10-3

> 0 ，θ 的增大是供应商面对公平偏好时主动让出部

分利润的体现，而 E 的增大源于 θ 的增大，零售商愿

意加大促销力度，实现双赢；

（4）促销水平 E 随 α 的增大而增大。供应商分

担比例 θ 在一定范围内随 α 增大，但超出范围后，会

逐渐减小。取代销直供模式下的数据分别绘制 E 与

θ 的函数如图1、图2所示。其中，图1清晰地表现出

了 E 随 α 的增大而增大，但其增长趋势会随 α 的增

大而趋于平缓。

图2清晰地表现出 θ 先增后减的趋势，这说明 α

在供应商可接受的范围内，供应商会考虑持续增加

承担成本比例，但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不会选择承担

更多的比例来面对零售商越来越大的厌恶程度。

（5）供应商与零售商2的利润会随着 α的增大而

减小；零售商1的利润会先随 α 的增大而增大，超过

某一数值后会随 α 的增大而减小。将数据代入式

（30）-式（32）可得图3。这里，厌恶程度越大对供应

商越不利，其原因在于让出的利润会不断增加；对于

主导型零售商，厌恶程度较小有利，较大则不利，其

原因在于供应商所能提供的成本分担比例 θ 不是无

限增大的，在 θ 减小的同时 πR1 也会减小；对于跟随

型零售商，厌恶程度越大越不利，其原因在于主导型

零售商随着 α 的增大而伴随市场份额增大，跟随型

零售商被迫缩小利润空间，致使其处于不利地位。

4 结语

本文针对公平中性的供应商与主导型零售商和

跟随型零售商共同组成的供应链，研究了不同销售

模式下主导型零售商的公平偏好对供应链各成员利

润的影响与最优决策。具体地，本文将传统模式与

图1 α与促销水平 E的关系

图2 α与分担比例 θ的关系

2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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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销直供模式进行对比，分别构建了公平中性情况

与考虑零售商公平偏好的一对多供应链模型。主要

结论有：无论零售商是否具有公平偏好，相较于传统

模式，代销直供模式均会为所有零售商带来利益增

量；主导型零售商公平偏好的存在会增大供应商的

利润损失，增大自身的利润增量，减小跟随型零售商

的利润增量；在选择合作对象时，供应商更倾向于选

择不具有公平偏好的零售商；主导型零售商具有公

平偏好且对不公平的厌恶程度较低时，这种情形对

自身利益是有利的，此时供应商为维护自身长远利

益，会做出暂时的利益牺牲，诱使主导型零售商加大

促销力度，降低零售价，而跟随型零售商因商品贬值

且市场份额减小而蒙受损失；主导型零售商对不公

平的厌恶程度过高时，供应商为维护自身利益，不会

做出过多利益让步，致使主导型零售商利润减少，市

场份额下降，但其在竞争中仍处于优势地位。因此，

代销直供模式比传统模式更能提高零售商的利润，

而在面对零售商的公平偏好时，供应商应主动承担

更多的分担比列，以降低零售商的不公平感，是维护

供应链发展的有效手段；同时，零售商应控制其不公

平的厌恶程度，适当的厌恶感有利于自身，过度的厌

恶感则会导致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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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n为配送事件的总数；Si 为消费者对每

次配送过程的评分，其值为0到1间的小数，数值越

高代表消费者对配送过程越满意；αi 为此次配送事

件为正常情况的概率，αi =0表示完全非正常情况，

αi =1则表示配送事件为完全正常情况；Xi 表示此次

配送过程的路程长度，度量单位为km；Ti 为此次配

送事件耗费的总时间，配送时间从快递到达最近的

配送站的时刻开始计时，度量单位为h。

2.3.2 可行性评估。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主从调

配模式进行统计和分析。收集问卷121份，其中有效

问卷110份。在对用户的期待值统计上，使用10个

整数量表示用户的期待值，值越高表示用户的期待

程度越大，图4展示了用户对所提方案期待程度分

布。

图4 用户期待程度分布图

为简化计算，将路程设为定值5km，同时将 αi 值

设置成为1。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计算得到现有配

送模式的配送权率值为：ω =82.09%；而外联式物流

配送模式配送权率期望值为：ω =91.24%。可见本文

提出的外联式物流配送模式能够大幅提升快件的配

送效率。

3 结语

在物流领域，现有的配送模式能够有效的解决

一些问题，但仍存在一些缺点。本文提出的外联式

物流配送模式，能够让快递企业的末端配送效率得

到提升，同时优化用户的快件收货体验，为物流行业

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然而，如何科学有效的实现

物流资源的配置，充分激发物流市场的活力，是国家

和社会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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