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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讨价还价模型及追溯技术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收益分析

苏百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本文考虑两个生鲜农产品供应商和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零售商所组成的供应链，两个供应商向零售商供应替代品。
通过构建讨价还价模型，分析两个供应商在采取不同互联网追溯技术决策时对供应链整体收益的影响。 研究表明：若供应商

选择投资互联网追溯技术，则零售商的收益会增加；在生鲜农产品错放率和损耗率较低且供应商采取 ＳＳ 决策时，零售商可以

获得最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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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生鲜农产品是一类特殊的易变质产品，随着储

存和运输时间的推移而腐蚀损耗，利用追溯技术能

够快速地追踪产品流动信息，准确掌握库存信息，较
好地用于供应链产品追溯、检查产品的保质期，进而

有效地降低产品在供应链过程中的损耗。 赵维、
Ｙｉｒｕｉ Ｑｉａｎ 等分析了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在产品追溯

体系中的优势以及挑战［１－２］；Ｋｒｉｓｔíｎ Óｓｋａｒｓｄóｔｔｉｒ 等

建立了包含追溯技术的决策支持框架，以帮助企业

进行决策［３］。 Ｈｏｎｇｗｕ Ｂａｉ 等介绍了农场动物现有

的追溯技术，并讨论了新兴技术的优点及其局

限［４］；Ｍａｒａｈ Ｊ． Ｈａｒｄｔ 等探讨了数字追溯技术在海产

品产业中发展的障碍，并提出了克服这些障碍的建

议［５］；Ｓａｉｋｏｕｋ 等对可追溯技术应用于森林供应链进

行了评估［６］。 事实上，一些大型零售企业如沃尔

玛、麦德隆等已将追溯技术应用于服装和日用品等

产品的供应链管理中，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然而，
运用追溯技术成本较高，阻碍了其在更多企业中的

推广应用。 特别是，追溯技术投资后将改变供应链

的成本和收益结构，存在竞争环境下的供应链追溯

技术投资的搭便车现象，阻碍了追溯技术的应用。
为此，迫切需要探讨追溯技术在竞争性供应链环境

中的投资问题。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假设利用追

溯技术可以完全解决库存不准确中的错放和损耗问

题，同时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采用讨价还价的方式，
研究供应链企业在不同模式中的最佳决策及追溯技

术的成本效益。

１　 模型构建与求解

考虑由两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生鲜农

产品供应链，零售商处于领导地位，两供应商生产两

种互为替代品的产品，零售商销售这两种单周期产

品。 根据供应商追溯技术投资应用的不同，分 ３ 种

情景进行研究：两供应商未采用追溯技术（ ＳＳ 模

式）；仅一供应商采用追溯技术（ ＳＳ 模式）；两供应

商均采用追溯技术（ ＳＳ 模式）。 假设生鲜农产品的

需求函数为式（１）：
Ｄｉ ＝ Ｍ － αｐｉ ＋ βｐ ｊ ＋ ｒϑｉ （１）

　 　 对于零售商 Ｒ 而言，假设市场需求最大规模为



Ｑ０， 故零售商对产品的期望需求函数为式（２）：
ｑｉ ＝ Ｑ０ － αｐｉ ＋ ｒ１ ｐ ｊ － ｐｉ( ) ＋ β θ ｔｉ( ) －(

　 　 　 　 ｋ２ θ ｔ ｊ( ) － θ ｔｉ( )( ) ) （２）
其中， ｉ ＝ １，２； ｊ ＝ ３ － ｉｌ； ｑｉ 为 Ｒ 对产品 ｉ 的期

望需求； α 为需求的价格敏感性参数； β 为市场对新

鲜度偏好系数，且 α 和 β 都大于 ０； ｒ 为两鲜农产品

的竞争系数。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 ｒ ＝ ｒ１ ＝ ｒ２， ϑｉ ＝ θ ｔｉ( ) －

ｒ θ ｔ ｊ( ) － θ ｔｉ( )( ) ， 则有式（３）：
ｙｉ ＝ Ｑ０ － αｐｉ ＋ ｒ ｐ ｊ － ｐｉ( ) ＋ βϑｉ （３）

　 　 与此同时，设产品需求与零售价格成反比关系，
且受产品及商店差异化程度影响，基于零售商的产

品价格无法预知的情况下，供应商通过讨价还价的

方式确定批发价格 ｗ （无关于零售商在实际情况下

选择的价格）。 供应商 ｉ与零售商 ｉ的讨价还价过程

为式（４）和式（５）：
ｗ ｉ ＝ （１ － ｘｉ）ｐｉ （４）

ｐｉ ＝ ａｒｇｍａｘ∏ Ｒ
（５）

　 　 其中， ｘｉ 为非对称情形下零售商的讨价还价能

力， ０ ＜ ｘｉ ＜ １， 且 ｃｉ ＜ ｗ ｉ ＜ ｐｉ。
零售商按照预估的市场需求量向供应商进货，

两者均没有实现库存信息共享。 零售商商品库存存

在摆放错误和损耗两大问题，商品摆放错误与库存

量的比值为 ρ ρ ∈ ０，１[ ]( ) ， 商品损耗量与库存量

的比值为 μ μ ∈ ０，１[ ]( ) ， 当库存量为 Ｑ 时，可以

被正常销售的商品数量为 １ － ρ － μ( ) Ｑ， 剩余商品

为 ρＱ， 其在销售期末具有的单位残值 ｓ。
鉴于此，考虑利用实时监控的追溯技术来解决

商品错放和损耗问题。 追溯技术是在产品生产出来

之后使用，一般由供应商完成，故假设供应商承担追

溯技术成本，但这里只考虑投资该技术所需的变动

成本即标签成本，而不考虑一次性固定投资成本。
当供应商采用追溯技术时，下游的零售商可以使用

供应商贴在商品上的追溯技术标签，使得 ρ ＝ μ ＝ ０，
即完全消除商品库存错放和损耗，使零售商受益。
１．１　 ＳＳ 模式下的均衡解

零售商主导下，供应商不采用追溯技术，零售商

库存中 ρｙ 的商品被错放，销售季节末具有残值为 ｓ，
损耗量为 μｙ， 库存可利用量为 １ － ρ － μ( ) ｙ。

（１）零售商的收益为式（６）：

ΠＳＳ
Ｒ （ｐ） ＝ ∑

２

ｉ ＝ １
｛［（１ － ρ － μ）ｐｉ ＋ ρｓｉ］ｙｉ － ｗ ｉｙｉ｝ （６）

　 　 其中，批发价格为固定值，零售商求得其利益最

大化情况下的求解过程是：式（６）对销售价格 ｐｉ 求

导，一阶求导为 ０，二阶求导小于 ０，得 ｐ∗
ｉ 后带入式

（６）中即求得其利润最大值。
首先对式（６）中 ｐｉ 进行求导，式（７），二阶求导

小于 ０，式（８）：
∂ΠＳＳ

Ｒ （ｐ）
∂ｐｉ

＝ － ２（１ － ρ － μ） （α ＋ ｒ）ｐｉ － ｒｐｊ[ ] － （α

＋ ｒ） ρｓｉ － ｗｉ( ) ＋ ｋ ρｓｊ － ｗｊ( ) ＋ （１ － ρ － μ） Ｑ０ ＋ βϑｉ( )

∂２ΠＳＳ
Ｒ （ｐ）
∂ｐ２

ｉ

＝ － ２（α ＋ ｒ）（１ － ρ － μ） ＜ ０

令
∂ ΠＳＳ

Ｒ （ｐ）
∂ ｐｉ

＝ ０， 得均衡解：

ｐＳＳ∗
ｉ ＝

ｒ２ － （α ＋ ｒ） ２[ ] ρｓｉ － ｗ ｉ( ) ＋ （α ＋ ２ｒ）（１ － ρ － μ） Ｑ０ ＋ βϑｉ( )

２（１ － ρ － μ） （α ＋ ｒ） ２ － ｒ２[ ]

　 　 将式（４）带入 ｐＳＳ∗
ｉ 得：

ｐＳＳ∗
ｉ ＝

（１ － ρ － μ） Ｑ０ ＋ βϑｉ( ) － αρｓｉ
１ ＋ ｘｉ － ２（ρ ＋ μ）[ ] α

同理可得：

ｗＳＳ∗
ｉ ＝ １ － ｘｉ( )

（１ － ρ － μ） Ｑ０ ＋ βϑｉ( ) － αρｓｉ
１ ＋ ｘｉ － ２（ρ ＋ μ）[ ] α

　 　 将 ｐＳＳ∗
ｉ 和 ｗＳＳ∗

ｉ 代入式（３）可得：

ｙＳＳ∗ｉ ＝
（α ＋ ｒ）ρｓｉ － ｒρｓｊ ＋ ｘｉ － ρ － μ( ) Ｑ０ ＋ βϑｉ( )

１ ＋ ｘｉ － ２（ρ ＋ μ）
将 ｐＳＳ∗

ｉ 和 ｗＳＳ∗
ｉ 及 ｙＳＳ∗

ｉ 代入（６）可得供应商最大

收益为：

ΠＳＳ∗
Ｒ （ｐ） ＝ ∑

２

ｉ ＝ １
（１ － ρ － μ）

αρｓｉ ＋ ｘｉ － ρ － μ( )[ ] Ｑ０ ＋ βϑｉ( ) αρｓｉ ＋ ｘｉ － ρ － μ( ) Ｑ０ ＋ βϑｉ( ) ＋ ｋρ ｓｉ － ｓｊ( )[ ]

α １ ＋ ｘｉ － ２（ρ ＋ μ）[ ] ２{ }
　 　 （２）供应商收益为式（７）：

ΠＳＳ
Ｓｉ（ｗ） ＝ ｙｉ ｗ ｉ － ｃｉ( ) ，ｉ ＝ １，２ （７）

　 　 将 ｙＳＳ∗
ｉ 、ｗＳＳ∗

ｉ 代入式（７），即求出 ΠＳＳ
Ｓｉ ：

ΠＳＳ
Ｓｉ ＝

（α ＋ ｒ）ρｓｉ － ｒρｓｊ ＋ ｘｉ － ρ － μ( ) Ｑ０ ＋ βϑｉ( )[ ] １ － ｘｉ( ) （１ － ρ － μ） Ｑ０ ＋ βϑｉ( ) －αρｓｉ[ ] －α １ ＋ ｘｉ － ２（λ ＋φ）[ ] ｃｉ{ }

α １ ＋ ｘｉ － ２（ρ ＋ μ）[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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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Ｓ－Ｓ 模式下的均衡解
假设供应链供应商 ｊ 采用追溯技术，则对于零售

商来说，由于其可以免费共享供应商 ｊ 商品上追溯技

术标签，因此从供应商 ｊ 处获得的商品均不会发生错

放和损耗，而从供应商 ｉ 处获得的商品依然存在库存

不准确的情况，此时，零售商的收益，讨价还价能力以

及市场需求分别为式（８） ～式（１０）：

ΠＳ
－
Ｓ

Ｒ （ｐ） ＝ ｙ ｊ（ｐ ｊ － ｗ ｊ） ＋ ［（１ － ρ － μ）ｐｉ ＋ ρｓｉ］ｙｉ － ｗ ｉｙｉ

（８）

　 　 　 　 　 　 　 ｗ Ｓ
－
Ｓ

ｊ ＝ １ － ｘ ｊ( ) ｐ ｊ （９）

　 ｙＳ
－
Ｓ

ｊ ＝ Ｑ０ － αｐ ｊ ＋ ｒ ｐｉ － ｐ ｊ( ) ＋ βϑ ｊ （１０）
式（８）分别对 ｐ ｊ、ｐｉ 一阶求导，且二阶求导小于

０，将式（９）与
∂ ΠＳＳ

Ｒ （ｐ）
∂ ｐｉ

＝ ０，
∂ ΠＳＳ

Ｒ （ｐ）
∂ ｐ ｊ

＝ ０ 联立，可

得：

ｐＳＳ∗
ｊ ＝

２Φ － １ ＋ ｘｉ( ) （α ＋ ｒ） ＋ ｒΦ ｘｉ ＋ Φ( )[ ] Ｑ０ ＋ βϑ ｊ( ) ＋ ｒ（α ＋ ｒ）ρｓｉ（Φ － １）
１ ＋ ｘ ｊ( ) ２Φ － １ ＋ ｘｉ( ) （α ＋ ｒ） ２ － ｒ２ ｘ ｊ ＋ Φ( ) Φ ＋ ｘｉ( )

ｐＳ
－
Ｓ∗

ｉ ＝
Φ １ ＋ ｘ ｊ( ) （α ＋ ｒ） ＋ ｒ ｘ ｊ ＋ Φ( )[ ] Ｑ０ ＋ βϑｉ( ) ＋ ρｓｉ ｒ２ ｘ ｊ ＋ Φ( ) － １ ＋ ｘ ｊ( ) （α ＋ ｒ） ２[ ]

１ ＋ ｘ ｊ( ) ２Φ － １ ＋ ｘｉ( ) （α ＋ ｒ） ２ － ｒ２ ｘ ｊ ＋ Φ( ) Φ ＋ ｘｉ( )

　 　 将 ｐＳＳ∗
ｊ ，ｐＳＳ∗

ｉ 分别代入式 ｙＳＳ
ｊ 可得式 ｙＳＳ∗

ｊ 和式 ｙＳＳ∗
ｉ ：

ｙＳ
－
Ｓ

ｊ
∗ ＝ Ｑ０ ＋ βϑ ｊ( ) －

ｒ Ｑ０ ＋ βϑ ｊ( ) ｒ ｘ ｊ ＋ Φ( ) ＋ （α ＋ ｒ） ｘ ｊ ＋ １( ) Φ[ ] － αｒρｓｉ（α ＋ ２ｒ） ｘ ｊ ＋ Φ( )

Ｋ
－ （α ＋ ｒ）Γ

Ｋ
　 　 其中， Ｋ ＝ （α ＋ ｒ） ２ ｘ ｊ ＋ １( ) １ － ｘｉ － ２Φ( ) ＋
ｒ２ ｘｉ ＋ Φ( ) ｘ ｊ ＋ Φ( ) ，Φ ＝ １ － ρ － μ

Γ ＝ （Ｑ０ ＋ βϑ ｊ）［（α ＋ ｒ）（１ － ｘｉ － ２Φ） － ｒΦ（ｘｉ ＋
Φ）］ ＋ ｒρｓｉ（α ＋ ｒ）（１ － Φ）。

ｙＳ
－
Ｓ

ｉ
∗ ＝ Ｑ０ ＋ βϑｉ( ) ＋ ｒ

Ｑ ＋ βϑｉ( ) （α ＋ ｒ） １ － ｘｉ － ２Φ( ) － ｒΦ ｘｉ ＋ Φ( )[ ] ＋ ｒρｓｉ（α ＋ ｒ）（１ － Φ）
Ｋ

－ （α ＋ ｒ）Ｍ
Ｋ

　 　 其 中， Ｍ ＝ αρ（α ＋ ２ｒ） ｓｉ ｘ ｊ ＋ Φ( ) －
Ｑ０ ＋ βϑｉ( ) ｒ ｘｉ ＋ Φ( ) ＋ （α ＋ ｒ） ｘ ｊ ＋ １( ) Φ[ ] 。

将式（９）、式（１０）求出的变量值带入 ｙＳＳ∗
ｉ 中即

得零售商收益值。
供应商 ｊ 收益为式（１１）：

ΠＳ
－
Ｓ

Ｓｊ （ｗ） ＝ ｕ ｊ ｗ ｊ － ｃｊ － ｔ( ) （１１）

　 　 将式 （ ４）、 ｐＳＳ∗
ｊ 和 ｙＳＳ∗

ｊ 带入 ΠＳＳ∗
Ｓｊ ｗ( ) 即得

ΠＳＳ∗
Ｓｊ 。

供应商 ｉ 收益为式（１２）：

ΠＳ
－
Ｓ

Ｓｉ （ｗ） ＝ ｙｉ ｗ ｉ － ｃｉ( ) （１２）

　 　 将 ｐＳＳ∗ｉ 、ｙＳＳ∗ｉ 和 ｗＳＳ
ｉ 带入 ΠＳＳ∗

Ｓｉ （ｗ） 即得 ΠＳＳ∗
Ｓｉ 。

１．３　 ＳＳ模式下的均衡解

两供应商均采用追溯技术对零售商意味着其可

以免费共享供应商商品上追溯技术标签，因此库存

商品均可避免发生错放和损耗，此情况下，零售商收

益和市场需求分别为：

Π Ｓ—Ｓ—
Ｒ （ｐ） ＝ ∑

２

ｉ ＝ １
ｙｉｐｉ － ｗ ｉｙ( ) （１３）

ｙ Ｓ—Ｓ—
ｊ ＝ Ｑ０ － αｐ ｊ ＋ ｒ ｐｉ － ｐ ｊ( ) ＋ βϑ ｊ （１４）

　 　 设在零售商谈判能力为 ｘ 的情形下，得出批发

价格 ｗ 关于 ｘ 的关系为：

ｗ Ｓ—Ｓ—
ｉ ＝ １ － ｘｉ( ) ｐｉ （１５）

　 　 式（１３）和式（１５）分别对 ｐｉ 一阶求导（ ｉ ＝ １，２），
二阶求导小于零。 令一阶导数等于 ０ 得到均衡结果

为：

ｐ Ｓ—Ｓ—∗
ｉ ＝

Ｑ０ ＋ βϑｉ

１ ＋ ｘｉ( ) α

ｗ Ｓ—Ｓ—∗
ｉ ＝

１ － ｘｉ( ) Ｑ０ ＋ βϑｉ( )

１ ＋ ｘｉ( ) α
将得到的均衡结果代入式（１４）可得：

ｙ Ｓ—Ｓ—∗
ｉ ＝ Ｑ０ ＋ βθｉ( ) １ － α ＋ ｒ

１ ＋ ｘｉ( ) α
＋ ｒ

１ ＋ ｘｉ( ) α
é

ë
êê

ù

û
úú

零售商收益为式（１６）：

Π Ｓ—Ｓ—∗
Ｒ ＝ ∑

２

ｉ ＝ １

ｘｉ Ｑ０ ＋ βϑｉ( )

１ ＋ ｘｉ( ) α

２

·

　 　 　 　 　 １ － α ＋ ｒ
１ ＋ ｘｉ( ) α

＋ ｒ
１ ＋ ｘ ｊ( ) α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６）

供应商收益为式（１７）：

∏ Ｓ—Ｓ—∗

Ｓｉ
＝ Ｑ０ ＋ βϑｉ( ) １ － α ＋ ｒ

１ ＋ ｘｉ( ) α
＋ ｒ

１ ＋ ｘ ｊ( ) α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 ｘｉ( ) Ｑ０ ＋ βϑｉ( )

１ ＋ ｘｉ( ) α
－ ｃｉ － 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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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算例分析

假设，标签成本为 ｔ，ｃ１ ＝ ３０，ｃ２ ＝ ３０，Ｑ０ ＝ ３００，
α ＝２，ｒ ＝ １，ｘ１ ＝ ０．３，ｘ２ ＝ ０．３，ρ ＝ ０．１，ｓ１ ＝ １，ｓ２ ＝ １，
ϑ１ ＝ ０．７，ϑ２ ＝ ０．７。

（１）３ 种模式下对应的收益值情况：在标签成本

ｔ 小于临界值的前提下，这里取值为 ５，分别求出 ３
种模式下对应的收益值情况，见表 １。 可以看出，从

ＳＳ 模式到 ＳＳ 模式零售商收益及供应链总收益逐渐

增大，投资采用追溯技术一方的收益总是大于不采

用情况下的收益。

表 １　 ３ 种模式下对应的收益值情况

Ｔａｂ． １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ｄｅｓ

ＳＳ 模式

ｉ ＝ １ ｉ ＝ ２

Ｓ
－
Ｓ 模式

ｉ ＝ １ ｉ ＝ ２

ＳＳ 模式

ｉ ＝ １ ｉ ＝ ２

ｗｉ ９３．４ ９３．４ ８０．８ ９５．１ ８０．７ ８０．７

ｐｉ １３３．４ １３３．４ １１５．４ １３５．９ １１５．５ １１５．５

ｙｉ ３３．６ ３３．６ ９０．３ ８．０ ６９．３ ６９．３

ΠＳｉ ２ １２８．７ ２ １２８．７ ４ ５８３．２ ５２１．７ ３ ５２５．４ ３ ５２５．４

ΠＲ ９０２．９ ３ ２５８．１ ４ ８０４．１

ΠＳＣ ５ １６０ ８ ３６３ １１ ８５５

　 　 （２）零售商讨价还价水平变化对标签成本阈值

的影响：供应商 １ 的收益随标签成本 ｔ 与讨价还价

率 ｘ 变化情况如图 １ 所示，图中两面相交线是供应

商的临界值，可以看出，随着标签成本阈值的增大，
零售商的讨价还价率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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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供应商 １ 收益差随讨价还价率和标签成本变化情况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 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ｔ ａｎｄ ｘ

　 　 （３）错放率、损耗率对零售商期望收益的影响：
零售商收益随损耗率和错放率变化的情况如图 ２ 所

示。 可以看出，当错放率和损耗率较低时（如均是

０．０５），零售商的收益情况为： ΠＳＳ
Ｒ ＜ ΠＳ

－
Ｓ

Ｒ ＜ Π Ｓ—Ｓ—
Ｒ ， 当

错放率和损耗率较高时（如均是 ０．１），零售商的收

益转变为： ΠＳＳ
Ｒ ＜ Π Ｓ—Ｓ—

Ｒ ＜ ΠＳ
－
Ｓ

Ｒ ， 但当错放率和损耗率

很高时（如均是 ０． ２５），零售商的收益为： Π Ｓ—Ｓ—
Ｒ ＜

ΠＳＳ
Ｒ ＜ΠＳ

－
Ｓ

Ｒ 。 因此，零售商的策略有：当库存错误率

很低的时候，必须要求供应商均采用追溯技术，收益

才能最大化；但当库存错误率高于一定值时，只需要

求单一供应商采用追溯技术就可使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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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零售商收益随损耗率和错放率变化的情况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ｆ Ｒｅｔａｉｌ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λ ａｎｄ φ

　 　 （４） 讨价还价水平对供应商、零售商利润的影

响：在保持库存损耗率和错放率均为 ０．１ 的前提下，
研究零售商讨价还价水平对供应商、 零售商收益的

影响。 为了保持链中各成员的收益为正值，分别选

取零售商讨价还价水平在 ０．４～０．６ 之间，结果如图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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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供应商收益随讨价还价水平变化情况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ｘ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ＳＳ 模式中均采用追溯技术的

供应商收益； Ｓ
－
Ｓ 模式中采用追溯技术的供应商 １ 收

益均随着零售商的讨价还价水平的提升而减少；而
ＳＳ 模式中未采用追溯技术的供应商 ２ 收益随着零

售商 ２ 的讨价还价水平的提升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

势，随零售商 １ 的讨价还价水平的提升而减少。
不同模式下零售商讨价还价水平对其收益的影

响如图 ４ 所示，可以看出对于零售商而言，收益总是

随着讨价还价水平的提升而增加，而且零售商收益

总是 ΠＳＳ
Ｒ ＜ ΠＳ

－
Ｓ

Ｒ ＜ Π Ｓ—Ｓ—
Ｒ ， 因为当供应商采用追溯技

术时，零售商可以免费共享此技术而帮助其解决库

存损耗和错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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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零售商收益随讨价还价水平变化情况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ｆ Ｒｅｔａｉｌ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ｘ

３　 结束语

本文基于两个生鲜农产品供应商和一个处于领

导地位的零售商所组成的供应链，假设利用追溯技

术可以完全解决库存不准确中的错放和损耗问题，
同时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采用讨价还价的方式，研
究供应链企业在不同模式中的最佳决策及追溯技术

的成本效益。 得出以下结论。
（１）在新技术采用初期，供应商所需承担的成

本偏大，此时供应商可以与零售商谈判给其小的折

扣或零售商主动协调供应商来鼓励其采用新技术。
（２）基于零售商视角下，当库存错放率和损耗

率较低时，供应商需采取 ＳＳ 模式时才能获得最大收

益；反之当库存错放率和损耗率高于一定值时，供应

商需采取 Ｓ
－
Ｓ 模式时才能获得最大收益。

（３）未采用追溯技术的供应商的收益并不是总

随其相应零售商的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加而减少的，
当零售商的讨价还价系数在一个合理区间内时，供
应链成员可以同时提高各自收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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