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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研究的服务供应链包含一个服务供应商和一个服务集成商信息共享机制问题。 服务供应商提
供原始服务产品或活动给服务集成商，而服务集成商依次以附加值集成服务出售给客户。 在不确定性市场
环境下，客户服务需求量带有价格敏感和随机性的特征。 在服务供应商和服务集成商之间，探析服务供应链
的不同信息传输方式下信息共享机制问题，评估服务供应链的绩效，其结果强调服务业开展信息共享的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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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制造业的快速转

型， 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中，服务型制造模式受到了
广泛的关注，因此对服务供应链管理进行深入的研
究至关重要。 供应链管理可定义为“企业内部或之
间产品和信息流管理，诸如供应商、制造商、集成工
厂和分销中心”，是一个热门研究领域［ １］ 。 信息流
不仅在识别需求、共享信息、借助服务协议和工作陈
述树立期望，而且在清晰界定工作范畴、服务供应技
能、绩效反馈方面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同时，它在
监控持续绩效方面也有效地辅助决定何时需要付费

以及应付数量
［２］ 。 信息流是任何有效供应链的基

础，它可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风险。 通过链的信息
能够联合降低成本而提升客户服务和价值。 因此，
一个供应链协同机制是一个协调个体供应链实体的

运营和提升系统利润的运营计划。 当供应链成员是
分离和独立的经济实体时，这种行为计划不得不介
入激励体制来分配协同利润，从而诱导他们的合
作

［３］ 。 信息共享的策略是研究供应链协同的重要
组成部分。

2　文献综述
目前，许多学者有极大的兴趣关注供应链里面

信息共享的价值。 供应链协同的营销文献聚集在不
考虑库存补给的价格决策上。 例如，Ａｂｅｌ Ｐ．Ｊｅｕ-
ｌａｎｄ和 Ｓｔｅｖｅｎ Ｍ．Ｓｈｕｇａｎ 研究协同渠道决策问题，
其结果表明即便没有订单或库存成本，数量折扣也
是赢利的

［４］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Ｉｎｇｅｎｅ 和 Ｍａｒｋ Ｅ．Ｐａｒｒ 研
究一个制造商通过多个独立零售商的两阶段垂直渠

道零售价行为
［５］ 。 Ｇéｒａｒｄ Ｐ．Ｃａｃｈｏｎ 和 Ｍａｒｔｉｎ Ａ．

Ｌａｒｉｖｉｅｒｅ 则研究有效规则下允许所有供应链完全共
享需求信息的契约问题

［５］ 。 很明显，及时掌握毗邻
成员准确需求信息是处理各种不确定性供应链的最

佳方法。 Ｙａｏ 等学者通过因特网订单分派系统比较
一个电子分销商和一个供应商，分析收益共享和订
单执行质量之间的影响关系

［ ６］ 。 Ｄｅｍｉｒｋａｎ Ｈ．和
Ｃｈｅｎｇ Ｈ．Ｋ．验证不同协同策略下供应链绩效，其结
果发现一个有效的分散机制能够取得整个供应链绩

效最大化的目标
［７］ 。 Ｃｈｅｎ Ｈａｏｙａ 等人考虑一个供

应链长期交货和需求信息更新之间的协同问题，结
果表明一个风险共享契约需要零售商部分补偿制造

商的损失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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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般性的供应链集成在过去几年有许多讨

论，大量结构和管理方法的文献不断涌现。 为了说明
信息共享合作伙伴的收益，Ｙｕ 等学者介绍了 ３种信息
共享水平，根据不同信息共享情形，他们认为基于伙伴
的信息共享能够提高一个分散化供应链整体绩效

［９］ 。
Ｋａｐｕｓｃｉｎｓｋｉ 和 Ｔａｙｌｕｒ分析一个两阶段能力供应链里面
单个供应商和单个零售商之间的信息流，研究供应商
层面能力和信息直接联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受需求
指派影响

［１０］ 。 Ｌｅｅ Ｈ．Ｌ．等人研究如何应用信息共享
提升供应商订单数量已知的自回归需求决策问题

［１１］ 。
由于信息共享得到广泛认可，文章尝试研究信息共享
如何影响供应链绩效，供应链成员间应当共享何种类
型信息，以及他们之间是如何共享的。 由于信息共享
类型主导信息流，基于实际内容的信息共享研究将引
入供应链动态性以便深入理解。 信息共享已经被引证
作为许多供应链成功的主要缘由，而且它也产生成本
信任、安全和风险前沿问题。
3　信息共享模型

信息共享的价值可以看作剔除相应成本而获取

或共享信息实际收益。 信息共享策略的成本包括额
外信息成本和协同成本

［ １２］ 。 文章仅考虑信息共享
收益而忽略涉及的技术成本。 为了保障给客户提供
服务量，服务集成商需要一个来自于服务供应商的
服务供应计划 C，而服务供应商确定每单位服务外
包能力的价值 V。 服务集成商以每单位服务需求能
力价格 P 提供附加值集成服务给客户。 为了保证
服务集成商能够获取利润，这里的单位价格 P ＞V。
由于市场上客户需求具有价格敏感性，服务集成商
面临的市场实际服务需求量 w 因此具有不确定性。
这里随机变量 w 具备概率分布 F（w）的特征。 由于
来自服务集成商的客户服务需求量受价格 P 影响，
客户服务量可以用式（１）表述。 用正弦曲线描述客
户需求量，如图 １ 所示。

因此，有客户服务量等式为［１３］ ：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 ＋
ｖｏｌｕｍ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 ×（ｐｒｉｃｅ） ＋
ｖｏｌｕｍ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 ×
ｓｉｎ（２ × ｐｒｉｃ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ｙｃｌｅ） （１）
式（１）中， 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 为初始客户服务量；
ｖｏｌｕｍ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 为服务量变化斜率；ｖｏｌｕｍｅ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 为服务量变化幅度；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ｙｃｌｅ 为服务量
变化的价格周期。

图 1　价格敏感客户服务需求曲线
Fig．1　Price-sensitive customer

service request curve
从图 １中可以看出，不同的价格将影响不同的预

期客户服务需求量。 目前文献出现了利用正态分布描
述价格敏感随机需求量

［７］ ，为了便于解析，文章在服务
供应链模型中利用均匀分布而不是正态分布函数，假
定价格敏感客户服务量在 ［w（p） －Δ，w（p） ＋Δ］ 范围
利润周期中服从均匀分布，如图 ２所示。

图 2　价格敏感客户需求量
Fig．2　Price-sensitive customer

service request volume
根据上述均衡分布函数 F（w），服务集成商除

边际能力成本的期望收益可定义为：

Ψ集 ＝ ∫C
w（ p） －Δ

［（P －V）w］ F（w）ｄw ＋ ∫w（ p） ＋Δ

C

［（P －V）C］ F（w）ｄw
＝－（P －V）C２ ＋２（P －V）［w（p） ＋Δ］C －（P －V）［w（p） －Δ］ ２

４Δ
＝－P －V

４Δ ［C２ －２（w（p） ＋Δ）C ＋（w（p） －Δ） ２ ］ ＝－P －V
４Δ ［C －（w（p） ＋Δ）］ ２ －（P －V）w（p）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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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２）描述了实际客户需求量低于或高于服务
供应商的服务能力 C 时的期望收益。 服务供应商
波动的收益等于服务能力 C 与单位服务能力 V 的
乘积。 服务供应商成本结构由两部分组成：单位能
力成本 m 反映了服务能力的常态经济范畴［ １４］ ；经
营失当成本 n关联着基础管理情况，主要受限管理
能力增加成本和商业模式复杂增长

［１５， １６］ 。 因此，服
务供应商利润函数可定义为： Ψ供 ＝CV －mC －
nC２ 。由于客户需求量具有随机的特征，服务订单的
成本将引发服务供应商和服务集成商间不确定的服

务能力需求量。 关于这种情况，笔者假定了如式
（３）和（４）的服务能力需求量表达式：
M（w） ＝ ∫C

w（ p） －Δ
［（V －ξ）（C －w）］ F（w）ｄw

＝V －ξ
２Δ ［C２ －C（w（p） －Δ） －C

２

２ ＋
　 （w（p） －Δ） ２

２ ］
＝V －ξ

４Δ ［C －（w（p） －Δ）］ ２ （３）

L（w） ＝ ∫w（ p） ＋Δ

C

ζ（w －C）F（w）ｄw

＝ ζ
２Δ［
C２

２ －C（w（p） ＋Δ） ＋（w（p） ＋Δ） ２

２ ］
＝ ζ

４Δ［C －（w（p） ＋Δ）］ ２ （４）
式（３）和（４）中，函数 M（w） 表示超能力需求量预期
成本；函数 L（w） 表示低能力需求量预期成本；参数
ξ表示闲置能力残值；参数ζ表示依据企业特征不足
能力的损失机会成本。

服务供应商的目标是依据对服务集成商外包服

务确立合适的单位能力价格 V，最大化自身期望收
益。 对应地，服务集成商的目标是关注怎样从服务
供应商那里购买服务需求量及其如何定价售予客

户。 基于上述数学函数，接下来主要讨论各种信息
共享情形下服务供应链中成员如何协同及绩效问

题。 通常地，供应链协同必定影响服务价格和服务
能力成本。 比如，在服务供应链里面，由于服务集成
商较易接近客户，服务集成商能够较好地了解客户
行为信息。 同时，服务集成商或许会披露客户需求
信息和对服务供应商定价，这种情况下，服务供应商
主导整个服务供应链的协同，从而产生能力成本的
风险。
4　信息共享模式

信息披露机制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是重要的主

题，特别地，在供应链管理过程中体现明显［１７］ 。 文
章考虑 ３ 种信息共享情形：单环信息共享模式、服务
集成商主导信息传输模式、服务供应商主导信息传
输模式。
4．1　单环信息共享模式

单环信息共享模式被称作“单环控制”。 服务
供应链的不同平台预测需求是相互独立的。 在服务
供应商和服务集成商之间既没有信息共享情形也不

存在任何服务协同。 服务供应商和服务集成商都各
自根据自身预测做出服务计划决策。 服务集成商利
用客户需求信息，而服务供应商利用服务集成商的
订单信息，如图 ３ 所示。

图 3　单环运营信息流
Fig．3　Information flow of monocyclic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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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单环运营情形下，服务供应商和服务集成商
通过商议达成共识策略。 就服务供应商而言，最大
化利润函数能够通过公式 Ψ供 ＝CV －mC －nC２

获

得。 当 ｄΨ
ｄC ＝０ 时，最优的能力 C 能够被定义为：

C供 ＝V －m
２n 。 取自服务供应商的服务供应链的服

务能力 C 是最佳服务量，从而出售给服务集成商。
然而，服务集成商将发现购置于服务供应商的最佳
服务量。 由于服务集成商将产生供应链风险，服务
量的能力成本将包含于服务集成商利润函数中，即：
Ε集 ＝Ψ集 －M（w） －L（w） 。 相反地，服务供应商寻
求最佳服务量确定服务能力价格以获取最大化收

益，其收益函数为 V ＝m ＋２nC 。 给定单位能力价
格 V，服务集成商的收益函数则需满足条件：
抄E
抄C ＝－P －V

４Δ ［２C －２（w（p） ＋Δ）］ －V －ξ
４Δ ［２C －

２（w（p） －Δ）］ －ζ
４Δ［２C －２（w（p） ＋Δ）］ ＝０ 　（５）

抄E
抄p ＝０

则满足式（５）的服务集成商最优服务量 C ＳＩＰ ＝
－２VΔ－ξ（w（p） －Δ） ＋（ζ＋P）（w（p） ＋Δ）

P －ξ＋ζ ， 即
为服务集成商订购的服务供应商最优服务量。 关于
整个供应链的能力均衡，服务集成商订购服务外包
量应等于服务供应商出售的服务量。 换言之，服务
集成商和服务供应商都需产生一个可行解以达成契

约交易，即 C供 ＝C集 。 当 n ＞０ 时，有 ｄCＳＶ
ｄV ＝１

２n ＞０
成立， C供是价格 V的严格增函数。 当 Δ＞０ 时，有
ｄCＳＩＰ

ｄV ＝ －２Δ
p －ξ＋ζ＜０ 成立， C集是价格 V 的严格减

函数。 因此，在单环信息共享情形下存在唯一的均
衡解。
4．2　服务集成商主导信息传输模式

服务集成商主导信息传输模式被称作“服务集
成商协同控制”。 两个相邻预测需求以共享客户需
求订单信息形式进行协同。 在这种情形下，服务供
应商将获得客户需求信息，连同服务集成商订单信
息，进行服务供应计划安排，如图 ４ 所示。

图 4　服务集成商协同信息流
Fig．4　Information flow of service integrator coordination

　　这种协同策略下，服务集成商和服务供应商之
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价格敏感客户需求量和订单
决策信息与服务供应商紧密相关。 服务供应商协同
服务供应链，产生不确定能力成本。 因此，服务集成
商承担单位服务能力价格 V 购买成本，其最优期望
收益可定义为： ΨＳＩＰ ＝－P －V

４Δ ［C －（w（p） ＋Δ）］ ２ －
（P －V）w（p） 。 当服务集成商不产生服务量能力成
本风险时，他总是订购客户需求最大限度的服务量。

服务供应商对服务集成商定价单位能力价格 V 越
高，服务集成商对客户定价越高。 与此同时，服务集
成商从服务供应商订的服务量 C倡

和对客户定价的

单位价格 P倡
与服务供应商共享。 基于这种信息传

输模式，服务供应商决定最优单位服务能力价格
V倡 ，考虑不确定性成本的最佳收益可以表示为：
Ψ倡

ＳＶ ＝Ψ（C倡 ） －M（w倡 ） －L（w倡 ） 。 当服务集成商
定购最大限度的客户需求服务量时，兼并来自服务
集成商披露服务信息，服务供应商目标函数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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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应商仅关心服务量成本。 然而，当服务供应
商承担协同供应链的风险时，服务集成商将订购最
大限度客户服务量 w（p倡 ） ＋Δ，服务供应商单位服
务能力价格达到最优化，从而向服务集成商出价。
整个 供 应 链 的 利 润 可 以 表 示 为： Γ倡 ＝
－P倡 －V倡

４Δ ［C倡 －（w（p倡 ） ＋Δ）］２ －（P倡 －V倡 ）w（p倡 ）
＋Ψ（C倡 ） －M（w倡 ） －L（w倡 ） 。
4．3　服务供应商主导信息传输模式

服务供应商主导信息传输模式被称作“同步协
同控制”。 在这种情形下，分散化供应链能够取得
最优组织绩效。 为了减小或消除“牛鞭效应”，供应

链的成员间信息共享可能带来确定性的变化。 利用
电子数据交换技术增加垂直信息共享，能够提高供
应商的服务绩效和整个服务供应链系统绩效

［１８］ 。
信息整合扩展作用体现为建立的战略供应链伙伴逐

渐增加。 基于电子数据交换技术，服务集成商和服
务供应商能够同步获取客户需求信息。 这意味着服
务供应商采取主动地服务供应补给服务集成商决

策，以维持自身服务供应链的平衡。 这种情形下，服
务供应商不仅仅依靠服务集成商订单信息，而且也
依据客户直接的需求信息，如图 ５ 所示。

图 5　同步协同信息流
Fig．5　Information flow of synchronized coordination

　　这类信息流情形下，整个服务供应链期望收益
是服务供应商和服务集成商期望收益总和，剔除服
务量能力成本，因此，其收益函数可定义为：

Γ ＝Ψ集 ＋Ψ供 －M（w） －L（w） （６）
考虑均匀分布需求量和进行简单代数运算，式

（６）可变为：
　　　 Γ ＝Ψ集 ＋Ψ供 －M（w） －L（w）
　　　 ＝－P －V

４Δ ［C －（w（p） ＋Δ）］ ２ －
　　（P －V）w（p） ＋CV －mC －nC２ －V －ξ

４Δ ·
　　［C －（w（p） －Δ）］２ －V －ζ

４Δ ［C －（w（p） ＋Δ）］２

　 ＝ １
４Δ· ［（ －P －４Δn ＋ξ－ζ）C２ ＋

　　２（P ＋ζ）（w（p） ＋Δ）C －４ΔC ＋（ξ－P）·
　　（w（p） －Δ）２ －２ξ（w（p） －Δ）２ －ζ（w（p） ＋Δ）２］

（７）

为了分析最优化供应链利润，可推导计算：
抄Γ
抄C ＝ １

４Δ· ［（ －P －４Δn ＋ξ－ζ）· ２C ＋
２（P ＋ζ）（w（p） ＋Δ） －４Δ］ ＝０

抄Γ
抄P ＝０ （８）

式（７）中，服务供应商对服务集成商单位能力
成本价格 V 是递减的，它充当内部转移价格的角
色，但不影响整个服务供应链利润。 因此，在同步协
同情形下，整个服务供应链可取得最大化期望收益。
由于 Γ是严格凹的，而使得式子存在唯一最优解。
5　结语

文章分析了 ３ 种不同信息共享策略下的服务供
应链绩效问题。 通过大量计算推导，结果表明竞争
联盟的协同策略是一个有效的分散化机制，能够取
得整个供应链最大化绩效。 然而，文章的研究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事实上，服务供应商出售的服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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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面临同样客户的服务集成商群体。 当多个服
务集成商面对同等客户群进行竞争时，单一服务供
应商和单一服务集成商相互影响或许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为了易处理分析而考虑文章模型中客户需求

服务量服从均匀分布的缘由。
供应成员间信息共享的目的是获取服务供应链

的均衡和稳定。 从系统控制的观点看，一个稳定系
统能够被定义为“当受到外部影响力时，一个实时
系统平衡状态能够通过自调节过程返回到这种状

态。 否则，它是不稳定的”。 因此，在未来服务供应
链协同研究过程中，将着重在信息类型、供应链绩效
影响和信息共享完善机制等方面开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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