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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级物流服务供应链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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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物流服务集成商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三级物流服务供应链决策的影响，构建受价格和企业社会责任共同

影响的需求函数，运用Stacklberg博弈方法分析分散模型和集中模型下的最优决策问题，发现集中决策下物流需求

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是分散决策下的一倍多，供应链总利润明显增加。为了达到集中决策的最优策略，设计带有补

偿额的成本共担−收益共享契约，并引用议价模型设定补偿额，发现契约能够实现供应链的协调，社会责任意识和

相对议价能力与成员利润、物流需求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集成商能够更快地获益；补偿额取

决于成员的议价能力，随着相对议价能力的提升，分包商获得的补偿增加。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契约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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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logistics service integrators on the decision-
making  of  three-level  logistics  service  supply  chain,  the  demand  function  affected  by  the  pri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built and a Stackelberg game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optimal decisions under the decentralized model
and  centralized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logistics  demand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under  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is more than twice that under de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and the total profit of supply chain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ptimal  strategy,  a  cost-sharing  and  revenue-sharing  contract  with  compensation  is
designed, and the compensation amount is set by quoting the bargaining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tract can realize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the  awarenes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mbers'  profits,  logistics  demand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vel,  and  integrators  can  benefit
faster.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depends  on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member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  the  compensation  received  by  subcontractors  increases.  Finally,  an  example  is  given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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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逐渐成为国际

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和普遍接受的企业行为准则。

我国自2008年发生多起社会事件后，CSR受到广泛

关注。许多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如菜鸟回收箱

计划的实施，无极限创造绿色物流，通过履行社会

责任企业可以提高其商誉[1]和顾客忠诚度[2]，赋予企

业“反脆弱性”，提高其抗风险能力。但也有CSR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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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案例，如丰巢“超时收费”事件，导致合作伙

伴、消费者对企业失去信心，影响企业形象、商

誉、成本和销量[3]。对于国内现状，《企业社会责

任蓝皮书 (2020) 》 [4]显示：我国企业整体处于起步者

阶段，超四成企业处于“旁观”状态。近年来，国家

从顶层设计上对社会责任的重视，促使企业更加重

视社会责任的履行。但是快递行业社会责任发展指

数为22.9，处于二星级水平。因此，针对考虑CSR
的物流服务供应链  (logistics  service  supply  chain，
LSSC) 的研究，对激励我国物流企业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和创造更多社会价值具有

理论与实践意义。

国内外学者关于如何在供应链中引入CSR进行

研究。现有文献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一

是通过CSR投资行为刻画；二是运用消费者剩余表

征CSR。在关注CSR投资方面，曹裕等[5]在需求不确

定下，考虑主导者承担CSR，分析供应商和零售商

分别主导下政府补贴对供应链运作和社会责任投入

决策的影响。杨艳等[6]考虑供应商承担CSR，首先

研究供应商与零售商权利配置模式下，社会责任履

行强度的差异，之后引入契约，研究同一契约不同

权利结构对供应链的影响和社会责任的激励效果。

在关注消费者剩余方面，范建昌等[7]在产品质量和

数量内生化的情况下，研究产品责任、CSR偏好以

及质量改进率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Panda等[8]考虑

制造商承担CSR，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供应链

效益的影响以及利益分配协调。桑圣举等[9]考虑零

售商承担CSR，研究在不同渠道权利和CSR下，绿

色供应链的各种最优决策及其交互规律。 魏恒等[10]

在制造商和零售商均承担CSR下研究政府补贴不同

主体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现有文献主要基于产品供

应链，将CSR引入服务供应链的研究较少。在现有

文献中，谭春桥等[11]考虑集成商承担CSR和提供商

承担物流水平，研究公平关切对供应链的影响。段

华薇等[12]在考虑CSR影响市场的基础上建立随机需

求函数，分析履行社会责任对供应链利润的影响，

并通过收益共享契约对其进行协调。上述对LSSC
的研究大多基于以集成商与提供商为主的二级结

构。但是，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客户多样

化、个性化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提供商由于自身

能力、区域限制，需要与其他企业合作，形成复杂

的网络结构[13]。同时，物流企业具有较强的带动性

和关联性，推行CSR不仅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也

对供应链决策产生影响[12, 14]。在实际中，许多占据

主导地位的企业更加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从而促

使供应链成员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本文在考虑集

成商CSR投资行为下，对三级LSSC问题进行研究。

此外，在上述CSR投资研究方面，重点关注不

同权利结构下不同CSR承担主体对供应链的影响，

对于供应链协调问题关注较少。现有文献对于供应

链协调的研究有很多，主要有收益共享契约、成本

分担契约、回购契约、数量折扣契约等。马跃如

等[15]针对养老服务供应链，构建惩罚契约和收益共

享契约进行协调。高凌宇等 [16]针对医疗服务供应

链，采用“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契约来实现供应链

协调。张建军等[17]、刘艳秋等[18]对物流供应链通过

收益共享契约进行协调。谭春桥等[11]通过成本分担

契约和成本分担−两部关税的组合契约对供应链进

行协调。He等[19]以汽车行业为背景，通过回购契约

模型解决供应链协调问题。上述研究表明成本分担

与收益共享契约在服务供应链中应用比较成熟且具

有典型性。因此，本文重点关注成本共担与收益共

享对物流供应链的协调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构建物流服务集成商、提

供商、分包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博弈模型，其中集

成商承担社会责任，主要考察以下几点：集成商社

会责任水平如何影响物流需求以及供应链的利益；

如何设计契约实现供应链协调，实现经济利益和社

会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契约对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

 1    问题描述与假设

W

S

pW θq θ＞0.6

pS

本文以单个物流服务集成商 (logistics service in-
tegrator ，LSI)  T、单个物流服务提供商  (logistics
service provider，LSP)  以及单个物流服务分包商

(logistics service subcontractor，LSS)  组成的LSSC系
统为研究对象，考虑LSI承担CSR。在供应链系统中，

LSI向LSP采购q单位的物流服务需求，采购价格为

，LSP由于自身能力限制将  ( ) 比例的物

流需求外包给LSS，外包价格为 。由于企业社会

责任涉及多方面内容，既含有对企业自身的相关责

任，也包含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外在责任。为了提

高企业社会责任，集成商致力于技术创新、发展绿

色公司、发展社会慈善事业、为环境保护和社会保

22 工 业 工 程 第 25 卷



cT cW cS

p pW pS

ΠT ΠW ΠS

Π
d

障作出贡献等，以此提供绿色服务。因此，本文从

社会和环境的角度出发，将集成商企业社会责任刻

画为CSR的投资行为。此外，由于供应链出售的是

服务，不需要库存成本，但有物流运作成本。其

中， 、 、 分别表示LSI、LSP、LSS的运作成

本； 、 、 分别表示LSI、LSP、LSS出售的物

流价格； 、 、 分别表示LSI、LSP、LSS的利

润； 表示供应链总体利润。上标*表示分散模型的

最优决策；上标 表示集中模型的最优决策；上标f
*表示契约分散模型下的最优决策。

P(q) = a−αq+ rη a

α α＞0

η η＞0

C(η) =
1
2

eη2

e＞0 e

假设1　市场需求不仅受价格的影响，同时受

企业是否承担CSR的影响。借鉴文献[20]，构建逆

需求函数： 。其中， 是一个较大

值，表示物流服务的基础市场容量； ( ) 表示

支付意愿相对于需求的敏感系数；r为客户对CSR的
在意程度即社会责任意识；   ( ) 为LSI承担

CSR的水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投入资金，根

据文献[6]，假设成本函数为 ，其中，e

( ) 表示企业承担CSR的成本系数。随着 的增

大，企业承担的CSR成本就会增长。

r2＜2αe

假设2　为了使成员获得的最优决策具有可比

性，需要保证利润函数为凹函数，相关参数满足

。

假设3　供应链成员是理性人且风险中性。

假设4　客户偏好承担CSR的企业，因此这类

企业能够获得较多的市场。

 2    模型建立

 2.1    分散决策模型

η

pS

pW q

在分散决策下，将CSR水平 视为常数，LSI以
物流需求为变量，LSP以出售价格为变量，LSS以
出售给LSP的物流价格为变量，进行博弈；然后，

LSI以自身利益最大化决策其最优CSR。博弈分为

3个阶段：第1阶段，LSS决定出售给LSP的物流服

务价格 ；第2阶段，LSP决定出售给LSI的物流服

务价格 ；第3阶段，确定LSI的物流需求 。根据

逆向归纳法进行求解。集成商、提供商和分包商的

利润函数为

ΠT = (p− pW− cT)q− 1
2

eη2; (1)

ΠW = (pW− cW− θpS)q; (2)

ΠS = (pS− cS)θq。 (3)

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求解，得到各均衡解为

η∗ =
r(a− cT− cW− θcS)

32αe− r2
; (4)

p∗S =
16αe(a− cT− cW+ θcS)− r2θcS

θ(32αe− r2)
; (5)

p∗W =
8αe(3a−3cT+ cW+ θcS )− r2(cW + θcS )

32αe− r2
; (6)

q∗ =
4e(a− cT− cW− θcS )

32αe− r2
。 (7)

∂η∗

∂r
=

(a− cT− cW− θcS)(32αe+ r2)
(32αe− r2)2 ＞0

根据式  (4) 可知，LSI实施社会责任的水平

随着消费者对其满意度的提升而提升，即

。LSI履行社会责任而

投入资金后，社会责任意识越强，物流需求越高，

企业因为投资带来的边际收益越高，进而LSI会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此时最优利润分别为

Π∗T =
e(a− cT− cW− θcS)2

2(32αe− r2)
; (8)

Π∗W =
32αe2(a− cT− cW− θcS)2

(32αe− r2)2 ; (9)

Π∗S =
64αe2(a− cT− cW− θcS)2

(32αe− r2)2 。 (10)

此时供应链总利润为

Π∗ =
e(a− cT− cW− θcS)2(224αe− r2)

2(32αe− r2)2 。 (11)

命题1　在LSI承担CSR的模型中，LSI、LSP、
LSS的最优决策变量和相应的利润可分别由式 (4) ~
(11) 给出。

 2.2    集中决策模型

在集中决策模型中，LSSC系统中只有一个决

策者，从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确定LSSC的CSR水
平、物流价格及物流需求，从而实现供应链整体利

润的最大化。集中决策模型下整体利润函数为

Π = (p− cT− cW− θcS)q− e
2
η2。 (12)

q η

Π q

对式 (12) 分别求 、 的偏导数，得到供应链整

体期望利润 关于物流服务需求为 以及LSI履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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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会责任的水平 的Hessian矩阵为

H(Π) =


∂

2Π
∂q2

∂
2Π
∂q ∂η

∂
2Π
∂η ∂q

∂
2Π
∂η2

。

|H(Π)| = 2αe− r2＞0
∂

2Π
∂q2
= −2α＜0由于 ，且 ，所

以Hessian矩阵是负定矩阵，函数有且仅有一个最优

解。因此，最优物流服务需求和CSR水平为

qd =
e[a− (cT+ cW+ θcS)]

2αe− r2
; (13)

ηd =
r[a− (cT+ cW+ θcS)]

2αe− r2
。 (14)

此时供应链最优利润为

Πd =
e[a− (cT+ cW+ θcS)]2

2(2αe− r2)
。 (15)

命题2　在供应链集中模型下，LSSC最优决策

可由式 (13) ~ (15) 给出。

命题3　集中模型下LSSC的物流需求高于分散

模型下的需求。

命题4　集中模型下集成商CSR水平高于分散

模型下CSR水平。

q∗ qd qd−

q∗ =
e(a− cT− cW− θcS)(24αe+3r2)

(2αe− r2)(32αe− r2)
2αe− r2＞0

qd＞q∗

证明　比较 和 的大小，两式相减得到

。 因 为 ，

可知 ，命题3得证。

ηd＞η∗同理可得 ，命题4得证。

命题5　考虑CSR的三级LSSC中，物流服务需

求、CSR水平、成员利润以及整体利润与社会责任

意识 r 呈正相关关系。

t=a−cT−cW−θcS证明　令  ，则

∂q∗

∂r
=

8ert
(32αe− r2)2＞0

∂η∗

∂r
=

(32αe+ r2)t
(32αe− r2)2＞0； ；

∂qd

∂r
=

4ret
(2αe− r2)2＞0

∂ηd

∂r
=

(2αe+ r2)t
(2αe− r2)2＞0； ；

∂Π∗T
∂r
=

ret2

(32αe− r2)2＞0
∂Π∗W
∂r
=

128αre2t2

(32αe− r2)3＞0； ；

∂Π∗S
∂r
=

256αre2t2

(32αe− r2)3＞0
∂Πd

∂r
=

et2

(2αe− r2)2＞0； ；

∂Π∗

∂r
=

re(416αe− r2)t2

(32αe− r2)3 ＞0。

命题5成立。

由命题5可知，分散模型和集中模型下，物流

服务需求、CSR水平和利润随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

而递增。随着社会责任意识的逐渐提升，集成商

CSR水平也随着提升，意味着LSI需要投入更多来

履行社会责任，这将造成物流出售价格的上涨，最

终带动利润的增加。故在分散模型和集中模型下，

物流服务需求、CSR水平、供应链利润与社会责任

意识呈正相关关系。

2αe− r2＞0

α

e 2αe− r2＞

0

以上分析是当 成立时进行决策。当

前客户对于物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断看重，但是

与对社会责任的要求相比，客户对物流价格更加关

注，因此物流价格对物流需求的影响较大，CSR影
响较小，即 较大，r 较小；同时履行CSR的成本在

一定时间内是稳定的，即 保持不变，所以

，符合当前物流企业的实际运营管理情况。

综上可知，LSSC存在“双重边际效应”，使分散

模型下物流服务需求、企业CSR水平、总利润低于

集中模型。因此，引入合理的契约去消除这一效应。

 2.3    联合契约协调模型

ϕ1 ϕ2

1−ϕ2 1− β1

w2

1− β2 w1

由前两节分析可知，由于供应链中物流企业各

自以自身最大化利益为决策，导致供应链不协调，

因此设计协调机制消除“双重边际效应”。协调机制

设计如下。为了使集成商CSR水平达到集中模型下

的水平，提高LSI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需

要供应链成员承担部分成本。因此，设计LSI承担

比例的成本，剩余成本LSP承担 比例的成本，

LSS承担 。此外，LSI将自身 比例的所得

分享给 LSP，得到更低的价格 ； LSP将自身

比例的所得分享给LSS，得到更低的价格 。

此时LSI的利润函数为

ΠT = β1 pq− (cT + w2)q−
e
2
η2ϕ1。 (16)

根据集中决策下的推导过程，得到LSI最优物

流服务需求和最优CSR水平为

qT =
eϕ1(β1a− cT−w2)
β1(2αeϕ1− β1r2)

； (17)

ηT =
r(β1a− cT−w2)

2αeϕ1− β1r2
。 (18)

LSP的利润函数为

ΠW = β2[(1− β1)pq+w2q ]− (cW+w1θ)q− (1−
ϕ1)ϕ2

e
2
η2。 (19)

LSS的利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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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S = (1− β2)[(1− β1)pq+w2q]+ (w1− cS)θq− (1−

ϕ1)(1−ϕ2)
e
2
η2。 (20)

最优物流服务需求和最优CSR水平为

qS=
ϕ1e[(1− β2)(1− β1)a+ θ(w1−cS)+w2(1−β2)]

(1− β2)(1− β1)[2αe(1−ϕ1)(1−ϕ2)− (1−β2)(1−β1)r2]
;

(21)

ηS=
r[(1−β2)(1−β1)a+ θ(w1−cS)+w2(1−β2)]

2αe(1−ϕ1)(1−ϕ2)−(1−β2)(1−β1)r2
。 (22)

命题6　当参数满足以下条件时，联合契约的最

优决策达到集中决策模型，实现LSSC利润最大化。

w2 = β1(cT+ cW+ θcS)− cT; (23)

w1 = cS− (1− β2)(cW+ θcS)/θ; (24)

β1 = ϕ1; (25)

β2 = ϕ2。 (26)

β1＞cT/(cT+ cW+ θcS)，β2＞cW/(cW+ θcS)其中， 。

qT = qS = qd ηT = ηS = η
d

证明　在联合契约下，为使供应链整体利益最

优，供应链各节点的最优物流需求和最优CSR水平

必须与集中模型下的相等，即 ； 。

qT = qd由 ，得到

w2 = β1a− cT−
β1(2αeϕ1− β1r2)(a− cT− cW− θcS)

ϕ1(2αe− r2)
。

qS = qd w2

w2

由 并将 代入化简后得式 (24) ；再将式

(24) 代入 化简后得到式 (23) 。
ηT = η

d ηS = η
d同理，根据 和 ，得到式 (25) 和 (26) ，

命题6成立。

此时联合契约下LSI、LSP、LSS的利润分别为

Π f∗
T = β1Πd; (27)

Π f∗
W = (1− β1)β2Π

d; (28)

Π f∗
S = (1− β1)(1− β2)Π d。 (29)

β1＞
cT

cT+ cW+ θcS

，β2＞
cW

cW+ θcS

U

当 时，LSI与LSP

的利润大于分散模型，但是此时LSS的利润低于分

散模型。而从供应链整体来看，联合契约下供应链

整体利润等于集中模型，大于分散模型。因此，参

考文献[21]提出补偿机制来协调LSS与LSI、LSP之
间的利润。为了提高LSS的利润，LSI与LSP考虑对

LSS进行补偿，促使LSI、LSP与LSS达成一个带有

补偿额的混合契约。假设补偿额为 ，此时利润为

Πf
T+W = β1Πd+ (1− β1)β2Πd−U; (30)

Πf
S = (1− β1)(1− β2)Πd+U。 (31)

U1＜U＜U2

U1 = Π∗S−Πf∗
S U2 = Πf∗

T+W−Π∗T+W

为了使契约能够同时提高双方的利润，除了满

足式  (23) ~  (26)  外，还需满足 ，其中

， 。

m

n
(
Π∗T+Π

∗
W，Π

∗
S

)

Z = {(Π f∗
S ,Π f∗

T+W)|U1≤U≤

U2}

补偿额的多少取决于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假

设LSI、LSP的讨价还价能力为 ，LSS的讨价还价

能力为 ，协商的冲突点为 ，这是因为

LSI、LSP和LSS均可接受分散模型下的决策。在联

合契约下，LSI和LSP因利润增加而偏好该契约，而

LSS因利润降低而拒绝基于成本分担的收益共享契

约，因此在双方无法达成协商时，以分散决策为目

标，协商讨价还价的可行域为

，令

∆Π = Π f −Π ∗; (32)

∆ΠT+W = Π f
T+W−Π ∗T+W; (33)

∆Π S = Π f
S−Π ∗S。 (34)

max
(Πf∗

S ,Π
f∗
T+W)∈Z

Y = (∆ΠT+W)m(∆ΠS)n

LSI、LSP和LSS协商讨价还价的目的都是为

了使各自利润最大化，因此构建纳什议价模型

，求解后得

∆ΠT+W =
n

m+n
∆Π; (35)

∆ΠS =
m

m+n
∆Π。 (36)

U =
m

m+n
U2+

n
m+n

U1 σ

σ =
m

m+n
U = σU2+ (1−

σ)U1 ΠT+W = Π∗T+W+ (1−σ)∆Π ΠS =

Π∗S+σ∆Π

此时，补偿额为 。 为相

对讨价还价的能力，令 ，则

。LSI与LSP利润为 ，

。至此，协调契约设计完成。

 3    算例分析

σ

a = 100

α = 0.5 r = 0.5

θ = 0.6 e = 1

cT = 20 cW = 10 cS = 10

σ = 0.5

为了检验和验证模型性能，采用数值分析的方

法，更加清晰地说明问题。主要讨论社会责任意识

r和相对讨价还价能力 对LSSC中成员利润和集成

商CSR的影响。设定基础市场容量 ，价格对

需求的敏感系数 ，社会责任意识 ，LSP
物流外包比例 ，CSR成本系数 ，LSI、LSP、
LSS的成本分别为 ， ， 。为不失

一般性，成员的相对讨价还价能力 。此时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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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1＞5/9 β2＞5/8约参数为  ， 。

q∗＜qd η∗＜ηd

通过Matlab可以得到不同决策情况下的最优

解，其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集中模型

下供应链的最优服务需求、集成商CSR水平高于分

散模型，即 ， 。显然集中模型下供应链

整体利润总和高于分散模型，LSSC利润无法达到

最优，因此需要协调。
  

表 1    不同决策下最优情况

Table 1    Optimal situation under different decisions

决策 q η ΠT ΠW ΠS Π

分散决策 16.25 2.03 130.03 264.19 528.38 922.6

集中决策 85.33 42.67 — — — 2 730.67
 
 

 3.1    社会责任意识的影响

在基础市场容量、价格对需求的敏感系数、成

员的相对讨价还价能力一定的情况下，分析协调前

后社会责任意识对物流需求、CSR水平和利润的

影响。

由图1可知，社会责任意识与物流需求呈正相

关且协调契约扩大了这种影响，表明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能够促进物流服务需求的增长。随着社会责任

意识的不断增长，物流需求增速由缓到快，说明随

着CSR的履行，客户对企业信任度提升，订购更多

物流服务需求。由图1还可看出，与分散决策相

比，供应链在集中决策下能够获得更多的物流服务

需求，从而提高企业利润，这验证了命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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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责任意识对需求的影响

Figure 1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on demand

 

r

由图2可知，社会责任意识r的提高促进了CSR
水平，契约扩大了这种效果，使CSR水平高于契约

前的水平，这说明社会责任意识在契约下扩大了对

CSR水平的影响。当社会责任意识系数比较小时，

契约对提高LSI的CSR水平不明显，但当 逐渐增大

时，CSR水平显著提高。此外，与分散模型相比，

LSI在集中模型下CSR水平更高，这验证了命题2。

r =
0.2 r = 0.3

r = 0.4

r = 0.6

由图3可知，社会责任意识与利润呈正相关，

且协调作用扩大了这种效果。随着社会责任意识的

提升，无论是协调契约还是批发价格契约，LSI与
LSP、LSS的利润都逐步增加，并且协调契约下企

业节点的利润均高于分散模型。在未协调之前，

时，LSI与LSP利润增长开始加速； 时，LSS
利润增长加快，但增速没有LSI与LSP快。契约协调

下， 时，LSI与LSP的利润增长速度开始增

大； 时，LSS的利润增长速度开始增大。这表

明LSI履行社会责任首先对自身起到积极的影响，

之后辐射到其他成员，但对自身的影响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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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社会责任意识对利润的影响

Figure 3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on profit
 

 3.2    契约参数的影响

β1 = 2/3，β2 = 3/4

在基础市场容量、价格对需求的敏感系数、社

会责任意识一定，且收益共享系数为

时，分析相对讨价还价能力对成员利润、补偿额和

整体利润的影响。

由图4和图5可知，相对讨价还价能力越大，

LSS获得的补偿额就越高，进而LSS利润增加，相

对地LSI与LSP利润降低，但均高于分散模型。图6
可得出，无论相对讨价还价能力处于何种水平，协

调契约下整体利润总是等于集中模型。由3.1节分析

可知，LSI、LSP、LSS在协调契约下的利润均高于

分散模型，因此，该契约能够有效协调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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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社会责任意识对CSR水平的影响

Figure 2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on CS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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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相对讨价还价能力对补偿额的影响

Figure 5   The influence of 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 on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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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相对讨价还价能力对整体利润的影响

Figure 6   The influence of 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 on overall profit
 

4    结论

本文考虑集成商CSR、成员间博弈行为等因

素，构建三级LSSC数学模型，研究客户对社会责

任在意程度即社会意识对利润、物流需求、企业社

会责任的履行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 在集中模

型下，物流需求和CSR水平以及供应链整体利润最

高，且集中决策下的水平是分散决策下的1倍多，

供应链利润明显增加。2) 在成本共担−收益共享契

约下，分包商利润低于分散模型下的利润，因此该

契约无法协调供应链。改进后的契约，通过集成商

与提供商对分包商的补偿，使各节点企业利润均高

于分散决策下利润，实现供应链协调的目的。3) 在

分析社会责任意识对利润、CSR水平、物流需求的

影响时发现，无论是哪种模型，随着社会责任意识

的提高，成员的利润、物流需求、CSR水平均会提

高。但是，在契约模型下，各变量增长速度更快。

同时集成商利润增长先于提供商与分包商。4) 相对

议价能力不会对供应链总利润产生影响，随着讨价

还价能力的提升，分包商获益越多，集成商与提供

商组成的联合体利益相对降低，但不会低于分散决

策模型下的利益。

本文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物流服务供应链协

调管理提供理论借鉴，并揭示以下管理启示。单纯

的成本共担和收益共享契约无法解决供应链协调问

题，需要对额外利润再次分配进行协调。带有补偿

额的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契约适用条件会根据实际

环境中企业的相对讨价还价能力表现出不同的协调

作用，当两者产生分歧时出现无法协调的局面。因

此，企业管理者应根据自身的谈判能力对物流服务

供应链进行协调，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同

时，在供应链运营过程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使企

业自身首先获益，之后带动其他企业，实现经济利

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而集成商要发挥好带头作

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其对供应链的促进作

用，形成良性循环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引入LSSC，来探讨供应

链协调问题。但尚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扩充的内容，

其一本文只考虑了集成商承担社会责任，未能考虑

三者同时承担社会责任时的可能性；其二协调契约

机制设计方面，可以考虑其他协调契约的可行性。

这将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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