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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cess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strategic alliances in the closed-loop supply chain, especiall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reverse logistics and get more attention today, contract coordination as a 
means of incentive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strategic alliance to balance benefit of parties in alliance and en-
courage a favorable of behavior played a certain role. Makes the realization of multi-party coalition parties to 
better coordinate decision-making, maximize overall profits, competit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to get m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Contract coordination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in strategic 
alliances .At the same time strategic alliances applications for closed-loop supply chain to provide more co-
ordinat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and convenience, to the maximum possible to reduce the logistics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perating costs, while balanced benefit of strategic alliance. Provide a 
broader space for development for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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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闭环供应链战略联盟的建立进程中，特别是随着逆向物流不断发展和得到重视的今天，契

约协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与协调手段，在战略联盟各方平衡相互利益和激励有利行为方面起到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使得联盟各方更好的实现多方协调决策，最大化整体利益，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

的竞争优势。契约协调进一步的促进战略联盟的深入发展，同时战略联盟合作方式在闭环供应链中的

应用也为契约协调的实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与便利条件，在最大可能的在降低物流业与制造企业运行

成本的同时，平衡各方利益，为企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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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闭环供应链（Closed Loop Supply Chains，简称

CLSC）是 2003 年提出的新物流概念。是指以正向供

应链及其末端的顾客的产品作为起点，经过退货、直

接再利用、维修、再制造、再循环回收或者废弃处理

等逆向运作，所形成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闭环

系统，也就是说，闭环供应链是指从产品的全生命周

期角度出发将正向供应链活动和逆向供应链活动整合

起来，从产品的回收、再加工和再销售整个过程进行

设计和管理[1]。它的目的是对物料的流动进行封闭处

理，减少污染排放和剩余废物，同时以较低的成本为

顾客提供服务。因此闭环供应链除了传统供应链的内

容，还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知识经济的

到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商品的个性化

需求愈来愈多。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以及更新换代速

度的加快，淘汰废弃的增加，大概 24%的客户服务会

要求企业重视产品的退回、翻新、维修、产品整体或

组件、零部件的重新进货等工作，这种情况使得供应

[1] 李新军，闭环供应链的生产-优化和契约协调，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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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中逆向物流部分的业务数量不断攀升。 

2 第四方物流的引入与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的概念最早由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

普兰德（J. Hopland）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格尔（R. Nigel）

提出，他们认为，战略联盟指的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

有着共同战略利益和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为达到共

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协

议、契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或优势相长、风险共担、

生产要素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的一种松散的合作模

式。在整个供应链系统中，任何企业都只能在“供应

链”的某些环节上拥有优势，而不可能拥有全部的优

势。在某些价值增值环节上，本企业拥有优势，在其

余的环节上，其它企业可能拥有优势。为达到“双赢”

的协同效应，彼此在各自的关键成功因素——供应链

的优势环节上展开合作，可以求得整体收益的最大化，

这是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的原动力。 

基于资源的战略管理理论兴起于 1989 年，以维纳

菲尔特、格兰特、巴尔奈等人为代表。该理论在探索

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机制中没有局限在具体的产品-

市场层面上，而是聚焦于企业所拥有的一组资源，并

试图用这些资源的构成和性质解释竞争中频繁出现的

优胜劣汰现象。除了资金和原材料等属于对所有企业

有着同等意义的同质资源外，其它资源因含有活性因

素如知识、经验、技能、判断力、适应力等使每一种

资源都富于变化而呈现千差万别的形态，基本上属于

异质性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形态各异的异质性资源造

就了企业持久的竞争优势，也正是这种异质性为企业

“独占”某些资源提供了可能，从而造成了其他企业

所难以模仿的资源障碍。然而异质性资源的动态性和

维系持久竞争优势的要求使得企业必须不断利用外部

渠道，扩充企业所需的稀缺资源。战略联盟正是实现

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基于资源的理论认为一个公司

相当于它所拥有的资源的集合体，而战略联盟是资源

整合的结果，是战略资源需求和社会资源机会驱动的

结果。公司通过集合和利用有价值的资源最大化的创

造价值，因此，联盟相当于对资源边界的有效优化。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物流管理进入了供应链集成

管理阶段，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转变为供应链管理之

争。此刻，第三方物流(3PL)在为企业提供便利的同时，

其自身的局限性也慢慢显现出来，如提供服务的单一

性、有限性。为企业提供物流服务只能局限在某一阶

段，无法进行供应链的整合。而同时由于企业间信息

壁垒的存在，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重复作业的发

生，而且会导致环境污染和相对成本的增加。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在物流企业或地区物流产业群集间建立

一个公共的信息交流平台，为企业间、地区间提供服

务，实现资源与信息共享，那么就会大大提高服务效

率，同时相对减少污染和资源浪费。第四方物流(Fourth 

party logistics)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 Accenture 管理咨

询公司提出并注册的，是一个供应链的集成商，调配

与管理组织本身与其它互补性服务所有者的资源、能

力和技术来提供综合的供应链解决方案。其平台提供

共享及发布信息服务，是供需双方及第三方物流的领

导力量。它不是物流的利益方，而是通过拥有的信息

技术、整合能力以及其他资源提供一套完整的供应链

解决方案，以此获取一定的利润。它帮助企业实现降

低成本和有效整合资源，并且依靠优秀的第三方物流

供应商、技术供应商、管理咨询以及其他增值服务商，

为客户提供独特的和广泛的供应链解决方案。第四方

物流充分利用了包括第三方物流、信息技术供应商、

合同物流供应商、呼叫中心、电信增值服务商等，再

加上客户的能力和第四方物流自身的优势，通过一个

全方位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来满足企业面临的广泛而复

杂的业务需求，它关注供应链管理的各个方面，及时

提供持续更新的优化的技术方案，同时又能满足客户

的独特需求。从而实现利润的增长、运营成本的降低、

工作成本的大幅下降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在发展与

应用中，第四方物流（4PL）不断的显示出其优越性

和强大功能，如高度集成化、综合化、规范化和低成

本和供应链管理功能、物流一体化功能以及供应链再

造功能。第四方物流可以站在供应链全局的高度为客

户提供量身定做的物流解决方案，并通过专业经验、

技能、商业资源与信息技术的整合应用，作为更中立

的角色为客户提供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物流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城市的物流行业基地大多

集中于相应的物流园区和物流中心，通过第四方物流

的引入，使整个物流行业实现信息的实时交互和资源

共享，同时有可能使产业群作为一个整体与制造企业

或跨国集团签订协议，获得最大的协同效应和资源利

用率，从而降低了物流企业的运行成本，实现规模效

应。战略联盟形式在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以及物流企

业之间的应用。对于制造业来说，不仅提高了第三利

润源泉的规模，而且由于一些大型物流企业还具备相

应的修理服务功能和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点使得制造商

与客户在退货、回收中可以就近选择，从而使得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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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高的同时可以降低库存和有效的缩短修理周期。

对于企业来讲这些可以大大的降低在逆向物流中的成

本和提高顾客满意度。对于物流企业来讲，也由于实

现了优势互补，使企业的业务规模和范围得到了扩展，

并且作为整个物流系统的一部分有可能涉足更多的行

业类型，通过整体优势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物

流系统的整体运作中由于信息的共享，不同类型、不

同规模的物流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经验

的交流与发展，这也有利于整个行业的进步与整合。 

3 契约协调机制 

系统协调是指多个子系统对其目标资源进行合理

安排，以调整各自的行为，最大程度地实现系统和各

自子系统的目标[2]。战略联盟由不同经济体组成，各

自拥有不同的经济目标和私有信息，这些目标有可能

与整体系统的优化目标相冲突，协调是决定战略联盟

顺利运行重点，是最大限度实现联盟总体利益的关键。

契约协调是通过采用适当的契约协调策略和方法协调

和优化战略联盟成员的决策，以提高整体运作效率。 

战略联盟的形成其本质是强调处于供应链上的企

业或产业群间的合作，强调整合资源以获得协同效应

和规模效应。联盟中的企业并不是把其他联盟者看作

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为实现最终顾客满意的目

标而进行协同运作，实现整体优化，不仅仅考虑本企

业的利益，而是强调战略联盟的整体利益。但联盟各

方之间虽然强调合作，但就其个体来说依然存在利益

冲突，各方可能会为分配合作带来的利益而展开竞争。

因此，在战略联盟中合作是基础，但由于利益目标的

不一致仍然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竞争。为此，就应该

通过合作与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通过有效地契约设

计实现供应链各方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共担。 

3.1 委托-代理理论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尤

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博弈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广泛

应用，探索非对称信息状态下经济主体行为相互作用

的分析工具不断发展。其中，契约理论探讨在以个人

信息指导行动的状态下订立什么样的契约才能产生最

佳效果，其主要内容是激励机制的设计。现有的激励

机制设计理论包括实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委托-

代理理论试图模型化此类问题：一个参与人（称为委

托人）想使另一个参与人（称为代理人）按照前者的

                                                        
[2] 顾培亮，系统分析与协调[M]，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 

利益选择行动，但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选择

了什么行动，可以观测到的只是一部分变量，这些变

量有代理人的行动和外生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因而，

只是代理人的不完全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

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励代理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

托人有利的行动[3]。 

我们用 A 表示代理人所选择的行动组合， Aa
表示代理人的一个特定行动。令 是不受代理人控制

的外生随机变量，是 的取值范围， 在上的

分布函数分别为 )(G 和 )(g ，在代理人选择行动 a

后，外生变量 实现。 和a  共同决定一个可观测的

结果 ),( ax 和一个货币收入  ,(a ），其中  ,(a ）

的直接所有权属于委托人。我们假定 是 的严格递

增凹函数，即代理人工作越努力，产出越高，但努力

的边际产出率递减，

a

 是 的严格增函数。委托人的

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 s(x)，根据观测 x 对代理人

进行奖惩。假定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期望效应函数分别

为 ))(( xsv  和 )(a))((u cs  ，其中 ，0'v
u';0'' v >0, 。即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

风险规避型或风险中性者，努力的边际负效用是递增

的。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冲突来自于委托人希望代

理人多努力，而代理人希望少努力。因此，除非委托

人提供足够的激励促进代理人的行为，否则，代理人

不会达到委托人希望的努力程度。委托人的期望函数

表述为： 

0'c'' ,0c

（P）   )()())),((),((  dgaxsav  

委托人的问题是选择 a 和 s(x)最大化上述函数。

但委托人在这样做的时候，需要考虑来自代理人的两

个约束。 

1.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即代理人在

接受合同的情况下，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

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参与约束又称理性约

束表述为： 

（IR）   uacdgaxsu )()()())),(((   

2.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t),

即给定委托人不能观测到的代理人行动 a 和自然状态

 ，在所有可能的激励合同中，代理人总会选择能够

达到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因此，委托人希望

的行动需要通过使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实现。

激励相容约束的表述为： 

（IC）   )()()())),((( acdgaxsu   

                                                        
[3]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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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cdgaxsu '),'()()())),'((( 
 

委托人所要做的是选择 a 和 s(x)最大化期望效用

函数(P)，满足约束条件(IR)和(IC)即： 

  )()())),((),((max
)(.

 dgaxsav
Xsa

 

 

s.t. (IR)   uacdgaxsu )()()())),(((   

 

(IC)    )()()())),((( acdgaxsu 
 

  Aaacdgaxsu '),'()()())),'(((   

3.2 逆向供应链收入共享契约 

逆向供应链收入共享契约是制造商以完成自身延

伸责任为目的，通过降低回收商的风险，以提高其回

收积极性，在回收商以正常或较低价格将回收商品销

售给制造商的同时，制造商将一部分再制造或销售收

益分配给回收商的协议。通过对回收品的利润共享可

以提高回收商的积极性。 

假 设 制 造 商 接 受 的 系 统 增 值 比 例 为

)10(   ，回收商接受剩余的 1 ，则制造商

与回收商的利润如下： 

)()(    
mm

 

))(1()(     rr
 

表示双方讨价还价的量化值。即 1 时，制

造商在交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他将得到通过合作

所得的全部增加值。 0 时则表示情况完全相反。

显然，值的大小依赖于双方的谈判能力。 

随着闭环供应链中物流与制造商战略联盟的建

立，使得物流企业在相应的供应链契约中获得利润的

空间有了较大的提高，满足了参与约束的需要。同时，

也由于物流企业间战略联盟的建立，使其前向一体化

趋势更加明显，从而以回收方或集成运输商的身份更

多的参与到整个供应链系统的竞争中，同时在进行收

入共享契约的制定中也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进而使得

满足激励相容约束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 

4 结语 

在闭环供应链战略联盟的建立进程中，特别是随

着逆向物流不断发展和得到重视的今天，契约协调作

为一种激励机制与协调手段，在战略联盟各方平衡相

互利和激励有利行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使

得联盟各方更好的实现多方协调决策，最大化整体利

益，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契约协

调进一步的促进战略联盟的深入发展，同时战略联盟

合作方式在闭环供应链中的应用也为契约协调的实现

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与便利条件，在最大可能的在降低

物流业与制造企业运行成本的同时，平衡各方利益，

为企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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