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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厂商均衡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现代市场的竞争正在向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演

变。对离散企业和供应链流程企业进行了厂商均衡分析，从交易成本变化的角度，分别讨论了离散

企业和供应链的总成本和均衡价格，说明了供应链竞争取代企业之间竞争的原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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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价格(p) 、时间( t) 、质量( Q) 、服务 (S) ， 决定竞争的首要因

素是价格，而价格是由成本决定的。单个离散型企业在为某个下游企业提供原材料、零部件时，由于资产的

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IJ 导致交易成本的产生，而导致交易成本产生的最关键因素是非协作和信息的不

对称c 交易成本产生之初，是为了分析企业的性质和替代市场的原因 [IJ 纵向一体化能产生实质效益的原

因来自于市场并不是元成本地进行交易之一事实，企业的优势之一是实现了信息交换的节约旦]。由于计算

机的出现，市场中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换费用有了大幅度降低的可能性，尤其是随着计算机网络和电子商务的

发展，信息共享的技术支撑体系越来越完善，现代企业正在由纵向一体化转为横向一体化[汀，供应链正是这

种…体化过程的产物，在每个供应链的群体中，个体之间的关系也由竞争演变为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关系

使供应链的流程企业间有可能实现信息共享，合作双方为了适应快速多变的市场，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期

望，只能通过相对稳定的联盟来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成为现代市场竞争的主要形式O

l 交易成本和企业交易成本函数

交易成本最早是由科斯提出，他认为交易成本主要包括发现和通知交易者的费用、谈判费用、签订合同

以及保证合同履行而进行的必要的检查费用等[4J 。阿罗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威廉姆森

把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 [5] 张五常在《中国的前途》甲认为，交易成本是在发生在人与人的社

会关系中并伴随着交易活动而产生的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按照威廉姆森对决定交易成本的因素分析，交易影响成本水平和特征的三个性质(或因素) ，即资产专

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1] 。其中资产的专用性会带来合同履行中的交易费用的增加，契约双方会用资

产的专用效率损失作为安全保障的补偿;而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密不可分，不确定性是引起有限理性

的主要原因，这种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与信息的缺乏有关;交易的频率不影响交易成本的绝对值，只影响交

易的相对成本。

交易成本函数是对交易成本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函数关系的描述。参照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分析，我

们考虑在交易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每次交易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交易的频率，信息的缺乏实际上是

收稿日期 :2001 -06 -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59990470 - 4) ;杰出青年基金资助项目 (70028102 ) 
作者简介:王 瑛(1967-) ，女，陕西华县人，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物流管理、供应链分析研究;

孙林岩( 1955 一) ，男，河北景县人，教捏，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供应链管理、
社会系统分析研究



第 l 期 王瑛等:供应链竞争力的厂商均衡分析 87 

由于信息的阻塞和障碍引起的，由于信息本身的特征:不可分割性和不可独占性[6J 因此可以用信息的共享

程度来反映由此引起的不确定性，而由于市场不确定和企业无法控制的其它因素引起的不确定性是随机的，

因此可用 C，表示交易成本 ， q 表示交易的数量 ， p 表示资产的专用性 ， IinI表示信息的共享程度 ， e 来代表市

场，则:不确定因素和企业不可控因素，得到交易成本函数如下: C, = f( q ,p ,IinI , E ) 。式中: q 为交易数量的货

币化表示，即交易金额 p 为可生产不同规格产品的数量/同类产品总数量 Iinf为有效信息的传输量人总有效

信息量 e 为随机分布 ofbOi 孚 >0; 华 <0 。
dq dp d1in! 

2 包含交易成本离散企业的厂商均衡

一般均衡理论中厂商的均衡只考虑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但考虑到交易成本对产品定价

的影响，在这里我们考虑的生产成本包括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和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

中的成本(即交易成本L

2.1 特定产品的生产链结构

在一种特定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中，由最初原材料的供应商到中间制造商、最终产品制造商、分销商、

零售商构成了一个产品的链式结构。在这个链式结构中，是实物流、资金流在上下游企业之间流动。由于离

散企业上下游之间合作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实物流和资金流呈现出一种发散趋势。在临时合作的过程中，

由于信息的非共享，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存在，加之市场的不确定性，不可避免的产生交易成本。这部分

交易成本导致生产的总成本的增加，由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C) ，增加为包含交易成本在内的

总成本( C'o,) ,C,o' = C + C, , C，为交易成本。如图 l 所示(图中，实线箭头为实物流，虚线箭头为资金流) ，厂

商 l 表示最初原材料的供应商，厂商 2 ，厂商 3 ，…，厂商 n -]表示中间制造商、最终产品制造商、分销商，厂

商 n 表示最后一级零售商。

A町 k'

固 I 离散企业产品从原材料供应到生产制造、分销的实物流、资金流示意图

2. 2 产品的价格决定

C'Ol = C\ + C'I + C2 + C'2 + ... + Cn + C，n 工 (C， + C,J 0 

dC.. dR 
C =」Li Rlt=m RE=IJEL=所(假定防不是 q 的函数)。式中: C'Ol为总成本 Ci 为第 E 个厂商

dq 

的生产成本 C" 为第 L 个厂商的交易成本 ;Cm为边际成本 ;q 为特定产品的产量 ;R1ot为总收益 ;p 为特定产品

的价格 ;R IlJ 为边际收益厂商均衡时，总利润极大化，即: max ( R '0' - C '01 ) 

当 C1l 1 =RIII 时，利润极大化条件成立。

rlr d( 工 (Ci +'i ) d I c, d I C'i d I Ci d I c,. 

Pr 亏= Fldq =1;一+丁卡Po=Jit一。所以 ，p; = PO + 丁仁。式中 :po 为不考

虑交易成本日才最终产品的均衡价格 ;pj 为由离散企业自发构成的产品链提供给最终消费者的特定产品的均

衡价格。

3 供应链均衡

所谓供应链是指产品流通过程中所涉及的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商 Jtt发商、零售商、最终客户等组成的网

络~ 7 J 它既是一条从供应商的供应商到用户的用户的物流链，又是-条价值增值链，因为各种物料在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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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上移动，是一个不断增加其市场价值或附加价值的增值过程[Bl 。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在所有业务上都

做得最好，只有发现自身核心能力，与其他企业构成优势互补联盟，才能共同增强竞争实力 c

3. 1 特定产品的生产链结构

我们考虑理想供应链，假设所有的合作都达到理想状态，供应链流程企业之间充分合作、信任，信息完全

共享.这种情况导致决定交易成本的因素减少，从而导致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企业之间的实物流和资金流

呈现有序流动趋势，各流程企业的生产成本由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C 和供应链流程企业交易

成本 CJ组成，即 CL = C + C，'， 如图 2 所示(图中，实线箭头为实物流，虚线箭头为资金流)。

理想供!前应

图 2 供应链内部产品从原材料供应到生产制造、分销的实物流、资金流示意图

供应链中各流程企业的业务伙伴通过相互之间的责任分担、利益共享等机制来共同获得收益，强化合

作关系。通过信息共享，保持供应链的透明性，实现供应链整体最优。例如 Wal - Mart 与 P&G 的合作[例，通

过供应商管理的库存( Vender - Managed - Inventory 简称 VMI)实现信息的共事， P&G 运用现期的实时销售

信息，生产即将销售的产品，而不是生产按照自己预测的产品。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库存戚本，缩短了资金的

运转周期c 而供应链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优势互补，也即整合流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样业务伙伴关系才

会持久，产品链中各种流才能保持有序性，形成良性循环机制，维持并强化核心竞争力 C

3.2 产品的价格决定

供应链借助网络技术，使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供应链流程企业，在较大范围内进行组装集成制造或系统集

成 IOJ 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把供应链看作一个完整的运作过程对其进行集成化管理，就可能避
免或减少各个环节之间的很多延误、浪费，就有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用更少的总成本实现价值的增值illlc

供应链管理中对于物流的精确控制是建立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供应链上的流程企业不仅需要知道下游企

业(客户)的需求，还需要了解上游企业(供应商)的供应能力。信息的充分共享是企业及时安排生产、响应

市场需求的首要前提。

ιdC一 dR
C,o, = C1 + C' t1 + C2 + C' I2 +…+ Cn + C"n 立 (C， + C' ,J C", = --，旦 jR ，o' = Psg jR ", = -".，旦 = p ，( 假定

i全1 . ~ lt/ '~III dq '~~(ot I"' s '1 ,......1\1 dq 

p、不是 q 的函数)。式中:各符号含义同上 ， C'" 为供应链流程企业第 z 个厂商的交易成本。

由于交易成本函数是信息共享程度的诚函数，所以在供应链中流程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会随信息共享

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同-个企业作为离散企业和供应链中的流程企业其交易成本会大幅度下降 ， C'" < C口 ， l
=]~2 ， ..', no 

厂商均衡时，总利润极大化，即: max (R ,o' - C'o') 。当 Cm =Rm 时，利润极大化条件成立。

dC. d( I. (C, + C'ti) d I. C, d I. C;, d I. c, d I C'" 
=千二= … =二ι- + '---'一 jpo -'-二ι一。所以 :p 巾 = Po +-'-二。式中 :P。为dg dg dg dg ,1'0 - dg o}/ , V.A :1', - 1'0 T dq 0 J-",:f' 

不考虑交易成本时最终产品的均衡价格 jP，' 为由供应链提供给最终消费者的特定产品的均衡价格。

这里的均衡价格是把供应链作为一个整体，各流程企业的各种行为都是围绕整个供应链利润价值最大

化这一目标进行的。而实现之一共同的目标是依靠各流程企业的协同作用，达到共赢。因为 C'i < C" , i = 1 , 

2. … ,no P: <p/ 说明在价格上供应链比离散企业具有竞争力。
在 Pittiglio Rabin Todd 和 McGrath 组织的0997 年供应链绩效研究报告~[川中，通过调查 90 家离散型

制造企业和 75 家流程型制造企业，得出如下结论:供应链管理的应用使总成本下降了 10% (以 1996 年为对

比基点) j按时交货率提高了 15% 以上;订货-生产的周期缩短了 (25 - 35) % j 生产率提高了 10% 以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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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企业的资产增长率为(15 -20) %。

以上数据也证实了供应链流程企业比离散企业更具竞争力。

4 结论

从一般均衡理论厂商均衡的角度分析得出同样的结论:现代市场的竞争已经从单个企业扩展为供应链

之间的竞争，只有提高信息的共享性9才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从而降低整个产品链的总成本，进而加强供

应链的竞争力，维持和加强企业各自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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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m Equilibrium Analysis on Supply Chains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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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γof firm equilibrium is one of the basic micro - economic theories. Modern market competition 

is shifting from firms to supply chains. The firm equilibrium theory is used to analyze discrete firms and supply 

chains , which illustrates that the decrease of transaction cost is the main economic reason of competition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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