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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保服务的供应链收益共享合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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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由单供应商与单零售商分别提供延保服务的单供应链模型,识别供应链协调的可行性与收益共享合同

的协调区间,揭示不同参与者提供延保服务对供应链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 无论那方提供延保服务,收益共

享合同都能协调供应链,当收益共享比例在一定区间时,供应链成员能实现帕累托改进,且不同参与者提供延保服

务的供应链利润高低取决于延保服务成本与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系数. 并进一步研究了产品需求敏感系数、延保服

务需求敏感系数、延保服务成本及延保服务时长对收益分配比例的影响.

关键词: 延保;协调;收益共享

中图分类号: TPF2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81(2018)04−0500−11

doi: 10.13383/j.cnki.jse.2018.04.007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of supply chain
under extended warranties services

Ai Xingzheng, Zhang Yue, Li Xiaojing, Wang Ganf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odels a supply chain consisting of a manufacturer and a retailer, where either the manu-
facturer or the retailer provides pay-needed extended warranty separately. The paper identifies the coordination
region of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s and reveal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providers of extended warranty on the
profits of the supply chai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can achieve supply chain coor-
dination; when the ratio of revenue sharing locates in a certain region, players can realize Pareto improvement.
The profits of the supply chain depends on the cost of the extended warranty and the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of
the extended warranty. Finally, it investigates what factors affect the ratio of revenu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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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 言言言

随着国内经济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努力寻求新的竞争优势,纷纷致力于有偿延保服务.有
偿延保服务,即超过产品正常的质保范围后,对产品的质保时间和质保范围进行拓展,提供维修以及产品替
换等服务,但消费者需要支付一定费用. 延保主要体现在手机、家电、电脑以及汽车等竞争激烈行业.汽车
行业中消费者购买延保的比例在 30%左右,然而在家电行业其比例高达 75% [1]. 据统计,戴尔 30%的收入
和苹果 40%的收入都来自有偿延保服务.除了大型制造商提供延保以外,许多大型零售商也纷纷加入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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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市场. 比如全球最大的家电零售商百思买 (Best Buy)通过有偿延保服务获得的营业利润占 50%,美国电
路城公司 (Circuit City)几乎所有的营业利润来自有偿延保服务.国内第一个延保业务——家安保,由国美
于 2006年推出,而苏宁紧随其后推出了延保业务——阳光包. 2013年,各大型购物网站诸如京东、天猫等
都推出了延保业务,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同种类的延保,可以在提交订单时购买,或者加入购
物车之后进行购买.

近年来,已有广泛文献从消费者或制造商角度研究延保服务政策. Cralg & Jeffrey [2] 指出消费者将延保

服务作为风险规避工具,制造商把延保服务作为消费者的服务,同时也是其收入来源. Lutz [3] 从消费者和销

售者认知角度提出质保作为产品质量和销售者激励的信号. Padmanabhan & Rao [4] 研究了消费者风险偏好

异质的制造商质保策略. Padmanabhan [5] 考虑消费者使用产品的差异性和道德风险因素,指出耐用产品应设
计基保和延保的自我选择菜单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Lam等 [6] 研究了成本预测的完全理性消费者如

何影响制造商的延保服务策略. Nancy & Padmanabhan [7] 考虑了制造商的道德风险对其延保服务政策影响.
Vittal [8] 研究制造商考虑财务风险和不确定性对延保服务政策的影响.

上述文献主要从供应链节点研究延保服务政策,较少从供应链系统视角研究延保服务政策. Bouguerra
& Chelbi [9] 研究了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总平均成本对制造商延保服务定价的影响. Li [10] 从决策权角度研

究了单链的延保服务策略,提出了 EWP (延保提供者)与 EWR (延保售卖者)两种模型. 王素娟等 [11] 考虑延

保服务吸引力指数对延保服务政策与参与者利润的影响,并指出在供需双方吸引力指数相同时,零售商提
供延保服务为供应链成员赢得更高利润. 这些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延保的决策权问题,并没有回答基于延
保服务的供应链协调问题.然后, Heese [12] 构建了两个竞争制造商与一个零售商的供应链模型,研究了零售
商提供延保服务的供应链结构,但没有讨论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和供应链协调的问题.马建华等 [13] 从竞争

供应链角度研究了延保服务对供应链结构选择的影响,但没有考虑不同主体提供延保服务,也没有考虑供
应链协调的问题.

本文也与收益共享文献有关. Gerchak [14] 研究组装供应链中收益共享合同可以实现协调,且成员都能
达到帕累托改进. Mortimer [15]讨论了录像租赁业中收益共享合同对整个市场的影响. Cachon & Lariviere [16]

构建了二级供应链收益共享模型,需求函数模型包含以 Lilien [17] 为代表的确定性需求,以及以 Tsay [18] 为

代表的随机需求,比较全面归纳了收益共享合同协调供应链的特征. 本文采用类似方法构建收益共享合同.

综上，已有文献没有综合考虑不同参与者分别提供延保服务及供应链协调问题.因此,本文构建了分别
由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和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的单供应链模型,揭示不同参与者提供延保服务对供应链绩
效影响,识别延保服务供应链实现协调时收益共享合同的协调区间. 研究结果为延保服务运作创新提供理
论依据.

2 延延延保保保服服服务务务供供供应应应链链链模模模型型型

本文构建了一条包含单个供应商和单个零售商的基于有偿延保的供应链. 其中分为供应商提供延保和
零售商提供延保两种情况,分散决策情况下是由供应商给定批发价,然后零售商根据批发价决定产品销售
价格.

根据Li [11],产品需求函数、延保需求函数和延保成本函数分别为

q = 1− bp,

qe = 1− bp− d
pe
t

,

Ce = ct2,
其中 p: 零售商出售价格; pe: 延保服务出售价格; w: 零售商的批发价格; b: 商品需求敏感系数且 b > 0; t: 延
保时长; d: 延保需求敏感系数且 d > 0; q: 商品需求量; qe: 延保服务需求量; c: 单位时长的延保成本; Ce: 单
个延保服务总成本. 为研究有偿延保的供应链收益共享合同,本文以批发价格合同为基准,以便进行对比.

本文采用基于联盟的收益共享合同,其结构为 λπc
s = πR

r , (1− λ)πc
s = πR

m,其中 λ是零售商的收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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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1− λ时制造商的收益共享因子, πc
s 为集中决策时供应链协调利润, πR

r , πR
m 分别为分散决策时零售商

和制造商的利润. 可以通过纵向的双方谈判确定收益分配比例而实现收益再配置,因而双方可以基于其供
应链系统收益最大化和节点企业同时实现帕累托改进实施收益共享策略.假定: 1)零售商订购量即为市场
需求量,且没有库存; 2)在生产和销售环节中,库存成本和销售成本均为零; 3)零售商和制造商两种情况下,
单位时长的延保成本相等. 本文的绩效主要是指产出绩效,即收益减去成本之后的净利润.

2.1 基基基于于于有有有偿偿偿延延延保保保的的的中中中心心心化化化模模模型型型

因考察分散化下供应链的协调可行性,需以集中决策下系统效益为基准,所以系统决策模型为

Max
ppe

πc
s = p(1− bp) + (pe − ct2)

(
1− bp− dpe

t

)
. (1)

通过最优化一阶条件并记此情形为上标 c,可得到供应链最优产品销售价格和最优延保服务价格分别
为

pc = (bcdt2 − bt+ 2d)/b(4d− bt), pce = −t(−bct2 + 2cdt+ 1)/(4d− bt).

代入式(1)得

πc
s = d(bdc2t3 − bct2 + 1)/b(4d− bt),

其中 4d > bt.

2.2 零零零售售售商商商提提提供供供延延延保保保的的的分分分散散散化化化模模模型型型

为研究分散化下供应链的协调可行性,同样需要分析分散化下供应链的系统效益,此时零售商和制造商
的决策模型分别如下

πd
r = (p− w)(1− bp) + (pe − ct2)

(
1− bp− dpe

t

)
, (2)

πd
m = w(1− bp). (3)

根据倒推法,并记上标 d为此情形,由式(2)和式(3)可得零售商提供延保下制造商批发价格、产品销售价
格和延保服务价格分别为

wd = (2− bct2)/4b, (4)

pd = (bcdt2 − 2bt+ 6d)/2(4bd− b2t), (5)

pde = t(−3bct2 + 8cdt+ 2)/4(4d− bt). (6)

将式(4)、式(5)、式(6)分别代入式(2)、式(3)得零售商和制造商的绩效分别为

πd
r = d(−3b2c2t4 + 16bdc2t3 − 4bct2 + 4)/16b(4d− bt), (7)

πd
m = d(bct2 − 2)2/8b(4d− bt). (8)

因此,可以得到供应链系统的绩效为

πd
s = d(−b2c2t4 + 16bdc2t3 − 12bct2 + 12)/16b(4d− bt), (9)

其中 bct2 < 2.

2.3 制制制造造造商商商提提提供供供延延延保保保的的的分分分散散散化化化模模模型型型

本小节研究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时,分散决策下系统参与者的绩效和整个系统的绩效. 因此,零售商和
制造商的决策问题分别如下

Max
p

πd
r = (p− w)(1− bp), (10)

Max
wpe

πd
m = w(1− bp) + (pe − ct2)

(
1− bp− dpe

t

)
. (11)



第 4期 艾兴政等: 延保服务的供应链收益共享合同选择 503

根据倒推法,并记上标 d′ 为此情形,由式(10)和式(11)可得制造商提供延保下制造商批发价格、产品销
售价格及延保服务价格分别为

wd′
= (−bct3 + 4cdt2 + t)/(8d− bt), (12)

pd
′
= (8d+ 4bcdt2 − b2ct3)/2b(8d− bt), (13)

pd
′

e = (2bcdt2 − bt+ 4d)/b(8d− bt). (14)

将均衡的批发价、产品零售价和延保服务价都分别代入式(10)和式(11)得零售商与制造商的利润分别为

πd′

r = (bct2 − 2)2(4d− bt)2/4b(8d− bt)2, (15)

πd′

m = d(12b2c2d2t4 + 2b2c2dt5 − b4c2t6 + 16bcd2t2 − 24b2cdt3 + 5b3ct4 − 16d2+

24bdt− 5b2t2)/b2t(8d− bt)2. (16)

根据式(15)和式(16)容易得到供应链系统绩效为

πd′

s = (b5c2t7 − 12b4c2dt6 − 4b4ct5 + 24b3c2d2t5 + 52b3cdt4 + 4b3t3 + 48b2c2d3t4−
160b2cd2t3 − 52b2dt2 + 64bcd3t2 + 160bd2t− 64d3)/[4b2t(8d− bt)2]. (17)

3 协协协调调调可可可行行行性性性分分分析析析

3.1 零零零售售售商商商提提提供供供延延延保保保情情情形形形下下下协协协调调调可可可行行行性性性分分分析析析

分析协调的可行性,需要对中心化模式下与零售商提供延保的分散化模式下供应链总绩效进行对比.
令 s1为零售商提供延保的分散化模式下的协调空间, s1 = πc

s − πd
s .

命命命题题题 1 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时, 中心化供应链系统利润总是高于分散化供应链系统利润, 因为,
s1 = d(bct2 − 2)2/16b(4d− bt) > 0.

命题 1说明无论产品需求敏感系数、延保服务成本、延保服务时长以及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系数如何变
动,协调空间总是存在.

为了能够更加直观的考察各参数对协调空间的影响,引入可协调空间占比,令 sr1 = s1/π
d
s ,即 sr1作为可

协调空间占比, sr1 > 0,由于 bct2 < 2, 4d > bt,因此,并分别取适当范围进行数值模拟如图1∼图4,进一步得
到 sr1 随产品需求敏感系数、延保服务成本的增加而减小,随延保服务时长的增加先增加到最高峰后逐渐减
小,随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系数增大而增大.从 sr1空间随诸多参数的变动情况来看,延保服务成本的减小对引
入合同协调改进绩效的价值较高,产品需求敏感系数和延保服务时长的变动对引入合同改进绩效的影响适
中,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系数对改进绩效的价值不明显. 因此降低延保服务程本能够显著增加供应链引入合
同改进绩效的动力,选取需求较为稳定的产品,并且选取相对较短 (2年∼3年)的延保时长都能促进供应链
引入合同改进绩效 (如图 3),而且发现,由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时,存在系统绩效改进的最佳延保期限.

3.2 制制制造造造商商商提提提供供供延延延保保保情情情形形形下下下协协协调调调可可可行行行性性性分分分析析析

分析协调的可行性,需要对中心化模式下与制造商提供延保的分散化模式下供应链总利润进行对比.
令 s2为零售商提供延保的分散化模式下的协调空间, s2 = πc

s − πd′

s .

命命命题题题 2 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时, 中心化供应链系统利润总高于分散化供应链系统利润, 当且仅

当s2 =
(bct2 − 2)2h

4b2t(4d− bt)(8d− bt)2
> 0,其中h = [b2t2 + 8d2(1− b2t2)]2 + 4bd2t(4d− bt) .

命题 2说明无论产品需求敏感系数、延保服务成本、延保服务时长以及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系数如何变
动,协调空间总是存在.

同样令 sr2 = s2/π
d′

s ,即 sr2 作为可协调空间占比, sr2 > 0,同样利用前面的赋值进行数值模拟,并进一步
得到 sr2 随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系数、延保服务成本的增加而减小,随延保服务时长的增加先减小后逐渐增加



504 系 统 工 程 学 报 第 33卷

达到一新高峰后逐渐减小;当产品需求敏感系数在较小范围内时,可 sr2 较小,而随着敏感系数逐渐增大 sr2
也迅速增大.从 sr1 空间随诸多参数的变动情况来看,延保服务成本在可行域内变动对引入合同协调改进绩
效的价值较高,延保服务时长和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系数在可行域内变动对引入合同改进绩效的影响适中,
产品需求敏感系数在可行域内变动对引入合同改进绩效的影响相对较小. 因此制造商选取延保服务需求较
为敏感的产品,降低延保服务成本能够显著增加供应链引入合同改进绩效的动力,并且选取中长期 (4年∼5
年)的延保时长能促进供应链引入合同改进绩效 (如图5∼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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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 = 1.5, c = 0.05, t = 4时, sr1 和 b的关系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r1 and b with d = 1.5, c = 0.05, t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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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d = 1.5, b = 1, t = 4时, sr1 和 c的关系

Fi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r1 and c with d = 1.5, b = 1, t = 4

0 0.50 1.00 1.50 2.00 2.50
0.22

0.24

0.26

0.28

0.30

0.32

0.34

0.36

t

s 1r

 

 

s
1
r

图 3 d = 1.5, c = 0.05, b = 1时, sr1 和 t的关系

Fig.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r1 and t with d = 1.5, c = 0.05, b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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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b = 1, c = 0.05, t = 4时, sr1 和 d的关系

Fig.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r1 and d with b = 1, c = 0.05, t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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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d = 2, c = 0.05, t = 3时, sr2 和 b的关系

Fig.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r2 and b with d = 2, c = 0.05, t = 3

0 0.01 0.02 0.03 0.04 0.05
0

0.50

1.00

1.50

2.00

2.50

c

s 2r

 

 

s
2
r

图 6 d = 1.5, b = 1, t = 4时, sr2 和 c的关系

Fig.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r2 and c with d = 1.5, b = 1, t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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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b = 0.8, c = 0.05, t = 4时, sr2 和 d的关系

Fig.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r
2

and d with b = 0.8, c = 0.05, t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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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d = 1.5, c = 0.05, b = 1时, sr2 和 t的关系

Fig.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r
2

and t with d = 1.5, c = 0.05, b = 1

4 延延延保保保服服服务务务的的的供供供应应应链链链收收收益益益共共共享享享模模模型型型

4.1 零零零售售售商商商提提提供供供延延延保保保的的的收收收益益益共共共享享享合合合同同同模模模型型型

引入收益共享合同利润分配机制 λπc
s = πR

r , (1− λ)πc
s = πR

m, λ为零售商收益分享比例,则零售商与制

造商的效益分别为

πR
r = λ

(d(bdc2t3 − bct2 + 1)

b(4d− bt)

)
, (18)

πR
m = (1− λ)

(d(bdc2t3 − bct2 + 1)

b(4d− bt)

)
. (19)

若使制造商与零售商同时得到帕累托改进,需满足 πR
r > πd

r , πR
m > πd

m,则有

λ1 6 λ 6 λ2,

其中 λ1 = 1− 3(bct2 − 2)2

16(bdc2t3 − bct2 + 1)
, λ2 = 1− (bct2 − 2)2

8(bdc2t3 − bct2 + 1)
.

令 I1 = λ2 − λ1,有下列结论.

命命命题题题 3 I1 > 0恒成立,且当 λ ∈ (λ1, λ2)时,有 πR
r > πd

r , πR
m > πd

m恒成立.

命题 3说明: 无论产品需求敏感因子 b、延保需求敏感因子 d、延保成本 c以及延保时长 t如何变化,收

益共享因子 λ ∈ (λ1, λ2)范围内时,可实现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帕累托改进.

命命命题题题 4 协调分配的选择比例空间 I1 随需求敏感因子 d、延保服务成本 c、延保服务时长 t的增加而

减少.

因为,
∂I1
∂c

6 0,
∂I1
∂d

6 0,
∂I1
∂t

6 0,所以命题成立.

为直观考察延保服务成本对收益共享合同中收益分配因子设置的影响,令 b = 1, d = 1.5, t = 4,如图 9

所示,区域 A为采用收益共享合同实现制造商和零售商绩效均改进的收益分配因子可设置区域,但该可调

范围随延保服务成本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因此当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时,应该尽量降低延保服务成本.

为直观考察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系数对收益共享合同中收益分配因子设置的影响,令 b = 1, c = 0.05, t =

4,如图 10所示,区域 B为采用收益共享合同实现制造商和零售商绩效均改进的收益分配因子可设置区域,

该可调范围随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系数的增加而略微减小,因此零售商应该选择对延保服务需求不敏感的产

品提供基于延保的协调策略.

为直观考察延保服务时长对收益共享合同中收益分配因子设置的影响,令 b = 1, c = 0.05, d = 1.5,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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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所示,区域 C为采用收益共享合同实现制造商和零售商绩效均改进的收益分配因子可设置区域,但该

可调范围随延保服务时长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因此零售商应该设计较低的延保服务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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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b = 1, d = 1.5, t = 4时 λ1 和 λ2 与 c的关系

Fig. 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λ1, λ2 and c with b = 1, d = 1.5,

t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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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b = 1, c = 0.05, t = 4时 λ1 和 λ2 与 d的关系

Fig. 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λ1, λ2 and d with b = 1, c = 0.05,

t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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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b = 1, c = 0.05, d = 1.5时 λ1 和 λ2 与 t的关系

Fig. 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λ1, λ2 and t with b = 1, c = 0.05,

d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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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t = 4, c = 0.05, d = 1.5时 λ1 和 λ2 与 b的关系

Fig. 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λ1, λ2 and b with t = 4, c = 0.05,

d = 1.5

为直观考察产品需求敏感系数对收益共享合同中收益分配因子设置的影响,令 t = 4, c = 0.05, d = 1.5,

如图 12所示,区域 D为采用收益共享合同实现制造商和零售商绩效均改进的收益分配因子可设置区域,且

该可调范围基本不受产品的需求价格敏感系数变化的影响.此时零售商在提供延保服务时,不用过多考虑

产品需求敏感系数.

4.2 制制制造造造商商商提提提供供供延延延保保保的的的收收收益益益共共共享享享合合合同同同模模模型型型

同样引入收益共享合同机制 λπc
s = πR

r , (1− λπc
s ) = πR

m, λ为零售商收益分享比例.若使制造商与零售

商同时得到帕累托改进,需满足 πR
r > πd′

r , πR
m > πd′

m,则有

λ3 6 λ 6 λ4,

其中 λ3 = [(bt− 4d) (b4c2t6 − 2b3c2d t5 − 5b3c t4 − 12b2c2d2t4 + 24b2cd t3 + 5b2t2 − 16bc d2t2 − 24b d t+

16d2)]/[bt(8d−bt)2(bdc2t3−bct2+1)], λ4 = [bt(256c2d4t2−128bc2d3t3+52b2c2d2t4−12b3c2dt5+b4c2t6−
128cd2t2 + 44b2cdt3 − 4b3ct4 + 128d2 − 44bdt+ 4b2t2)]/[4d(8d− bt)2(bdc2t3 − bct2 + 1)].

令 I2 = λ4 − λ3,有下列结论.

命命命题题题 5 I2 > 0恒成立,且 λ ∈ (λ3, λ4)时, πR
r > πd′

r , πR
m > πd′

m 恒成立.

命题 5说明收益共享因子 λ ∈ (λ3, λ4)范围内时,可实现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帕累托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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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观考察延保服务成本对收益共享合同中收益分配因子设置的影响,令 t = 4, b = 1, d = 1.5,如图 13

所示,区域 E为采用收益共享合同实现制造商和零售商绩效均改进的收益分配因子可设置区域,但该可调

范围随延保服务成本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因此在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时,制造商应压低延保服务成本.

为直观考察延保服务需求价格敏感系数对收益共享合同中收益分配因子设置的影响,令 t = 4, b = 1,

c = 0.05,如图 14所示,区域 F为采用收益共享合同实现制造商和零售商绩效均改进的收益分配因子可设

置区域,但该可调范围在 d 6 2时,随延保服务需求价格敏感系数 d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当 d > 2时,可调范

围受延保服务需求价格敏感系数 d的影响越来越小,因此当制造商提供延保时,应针对延保服务需求不敏

感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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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t = 4, b = 1, d = 1.5时 λ3 和 λ4 与 c的关系

Fig. 1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λ3, λ4 and c with t = 4, b = 1,

d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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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t = 4, b = 1, c = 0.05时 λ3 和 λ4 与 d的关系

Fig. 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λ3, λ4 and d with t = 4, b = 1,

c = 0.05

为直观考察延保服务时长对收益共享合同中收益分配因子设置的影响,令 d = 1.5, b = 1, c = 0.05,如

图 15所示,区域 G为采用收益共享合同实现制造商和零售商绩效均改进的收益分配因子可设置区域,但该

可调范围在 t < 2时,随延保服务时长 t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当 t > 2时,随延保服务时长 t的增加而逐渐增

大,因此制造商应选取较长的延保时长.

为直观考察产品需求敏感系数对收益共享合同中收益分配因子设置的影响,令 d = 1.5, t = 4, c = 0.05,

如图 16所示,区域 H为采用收益共享合同实现制造商和零售商绩效均改进的收益分配因子可设置区域,但

该可调范围随延保产品需求敏感系数的增大而逐渐增大,因此制造商应该选择需求敏感的产品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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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d = 1.5, b = 1, c = 0.05时 λ3 和 λ4 与 t的关系

Fig. 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λ3, λ4 and t with d = 1.5, b = 1,

c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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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d = 1.5, t = 4, c = 0.05时 λ3 和 λ4 与 b的关系

Fig. 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λ3, λ4 and b with d = 1.5, t = 4,

c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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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比比较较较分分分析析析

5.1 分分分散散散决决决策策策下下下零零零售售售商商商提提提供供供延延延保保保与与与制制制造造造商商商提提提供供供延延延保保保的的的比比比较较较

在分散决策情形下,延保服务由零售商提供或制造商提供,不同参与主体提供延保服务对产品批发价、

产品零售价和延保服务价格产生怎样的影响?将此问题的回答总结命题 6、命题 7、命题 8和命题 9中,命题

证明在附录.

命命命题题题 6 1)当 0 < ct2 < 2/3b时,如果 d > d̄,则 wd > wd′
;若 bt/4 < d < d̄时, wd < wd′

;

2)当 2/3b < ct2 < 2/b时, wd < wd′
.

其中 d̄ = (5cbt2 − 6)bt/(24bct2 − 16).

命题 6说明: 当延保成本低时,如果延保需求敏感性较高,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的产品批发价高于制造

商提供延保服务的产品批发价;如果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程度低,则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的产品批发价低于

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的产品批发价. 当延保成本高时,不管延保服务的需求敏感程度高低,零售商提供延保

服务的产品批发价低于由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的产品批发价. 这表明,延保服务成本低时,当消费者对延保

服务的需求不是很强烈时,如果是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制造商采用较低批发价来引导零售商提供延保服

务,如果消费者对延保服务需求比较强烈时,制造商采取高批发价获取更多收益;但当延保服务成本高时,

制造商提供低批发价引诱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

命命命题题题 7 1)当 bt/4 < d < (7 +
√
17)bt/16时, pd < pd

′
;若 d > (7 +

√
17)bt/16, pd > pd

′
;

2)当 (3 +
√
3)bt/8 > d > bt/4时, pde < pd

′

e ;若 d > (3 +
√
3)bt/8, pde > pd

′

e .

命题 7表明: 当延保服务的需求敏感程度不高时,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时,产品的价格与延保服务价格

都低于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的产品价格和延保服务的价格;当延保服务的需求敏感程度高时,零售商提供

延保服务的产品价格与延保服务价格高于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的产品价格与延保服务价格.这是因为,当

延保服务的需求敏感程低时,制造商提供低批发价促进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零售商为了吸引消费者也制

定低产品价格和低延保服务价格;而延保服务需要敏感程度高时,表示消费者对延保服务需求强烈,提供一

单位延保服务就能增加较高的需求,如果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制造商制定高批发价,零售商为了获得高收

入,往往会制定高产品价格与延保服务价格.

命命命题题题 8 当 0.88bt > d > bt/4d时, πd
r > πd′

r 成立;若 d > 0.88bt时, πd
r < πd′

r 成立.

命题 8说明: 当延保服务的需求敏感程度低时,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时其获得的收益高于制造商提供

延保服务时零售商的收益;当延保服务的需求敏感程度高时,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其所获得的收益低于制

造商提供延保服务时零售商获得的收益.该命题显示了,当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程度低时,零售商选择自己提

供延保服务能获得较高收益;而当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程度高时,零售商选择制造提供延保服务能获得较高

收益.

命命命题题题 9 当 0 < ct2 < 2/3b且 d > max(d̃, bt/4)时,则 πd
m > πd′

m;

若 2/3b < ct2 < 2/b且 d > max(d̃, bt/4)时,则πd
m < πd′

m.

命题 9说明: 当延保服务成本低且延保需求敏感程度高于某临界点,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时制造商获

得收益高于制造商自己提供延保服务所获得的收益;当延保服务成本高时且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程度高于某

临界值时,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时制造商获得的收益低于制造商自己提供延保服务获得的收益.该命题显

示: 当延保服务成本低且延保需求敏感高于临界值时,制造商选择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能获得较高收益;否

则,当延保服务成本高且延保需求敏感高于临界值时,制造商选择自己提供延保服务能获得较高收益.

进一步分析,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和制造商提供延保的协调空间,对于两种协调模型,选择何种协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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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能更大程度提升利润空间? 根据命题 8和命题 9,可以得到推论 1.

推推推论论论 1 当延保服务成本低且延保服务的需求敏感程度低时,由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供应链系统获得

收益高于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供应链系统获得收益;当延保服务成本高且延保服务的需求敏感程度高时,

则相反.

该推论说明,当延保服务成本低且延保服务的需求敏感度低时,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的供应链系统利润

协调空间低于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的供应链系统的利润协调空间;当延保服务成本高且延保服务的需求敏

感度高,则相反.也就是说,延保服务成本高的产品,通过协调,可以更大程度的提升利润空间.

6 结结结束束束语语语

本文构建了一条基于延保服务的供应链模型,分别研究了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和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

情形下收益共享的协调合同设计,并比较了两种延保服务提供模式的结果,进一步讨论了延保服务成本和

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程度对供应链系统利润及协调空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如下结论:当延保服务成本低且延

保服务需求敏感程度低时,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的供应链系统利润相对较高;而延保服务成本高且延保服

务需求敏感度高时,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的供应链系统利润相对较高. 不管是零售商提供延保服务还是制

造商提供延保服务,收益共享合同都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且能实现帕累托改进. 但帕累托改进空间随着延

保服务成本以及延保服务需求敏感系数的逐渐增大而减小. 协调后,产品的价格与延保服务价格都低于协

调前的产品价格和延保服务价格,有利促进产品销售和整体利润提升. 未来研究中,将考虑第三方提供延保

服务的情形和延保服务的质量影响产品需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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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录录录: 命命命题题题证证证明明明
命题 6证明

wd − w′ = 5cb2t3 − 24cdbt2 − 6bt+ 16d.

令 5cb2t3 − 24cdbt2 − 6bt+ 16d = 0,求得 d̄ = (5cbt2 − 6)bt/(24bct2 − 16),则有

0 < bct2 < 2/3, d > d̄,wd − w′ > 0, bt/4 < d < d̄, wd − w′ < 0, 2/3 < bct2 < 2, wd < w′.

证毕.
命题 7证明

pd − pd
′
= (2− bct2)(b2t2 − 7bdt+ 8d2)/2b(4d− bt)(8d− bt),

令 b2t2 − 7bdt+ 8d2 = 0,可得 d = (7 +
√
17)bt/16,且由于 4d > bt, bct2 < 2,所以

bt/4 < d < (7 +
√
17)bt/16, pd < pd

′
, d > (7 +

√
17)bt/16, pd > pd

′
.

pde − pd
′

e = (bct2 − 2)(3b2t2 − 24bdt+ 32d2)/4b(4d− bt)(8d− bt),

令 3b2t2 − 24bdt+ 32d2 = 0,可得 d = (3 +
√
3)bt/8,且由于 4d > bt, bct2 < 2,所以

(3 +
√
3)bt/8 > d > bt/4, pde < pd

′
e , d > (3 +

√
3)bt/8, pde > pd

′
e . 证毕.

命题 8证明

πd
r − πd′

r = (2b3t3 − 23b2dt2 + 80bd2t− 64d3)(bct2 − 2)2/8b(4d− bt)(8d− bt)2.

令 2b3t3 − 23b2dt2 + 80bd2t− 64d3 = 0,可得 d = 0.88bt,因此有
0.88bt > d > bt/4d, πd

r > πd′
r , d > 0.88bt, πd

r < πd′
r . 证毕.

命题 9证明

πd
m − πd′

m = [d(7b5c2t7 − 32b4c2dt6 − 36b4ct5 − 96b3c2d2t5 + 288b3cdt4 + 36b3t3+

384b2c2d3t4 − 640b2cd2t3 − 288b2dt2 + 512bcd3t2+

640bd2t− 512d3)]/(8b2t(bt− 4d)(8d− bt)2).

令
7b5c2t7 − 32b4c2dt6 − 36b4ct5 − 96b3c2d2t5 + 288b3cdt4 + 36b3t3+

384b2c2d3t4 − 640b2cd2t3 − 288b2dt2 + 512bcd3t2 + 640bd2t− 512d3 = 0.

可得 d̃,则有 0 < bct2 < 2/3, d > max(d̃, bt/4), πd
m > πd′

m, 2/3 < bct2 < 2, d > max(d̃, bt/4), πd
m < πd′

m. 证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