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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横向竞争对供应链整体绩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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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多级供应链系统为对象，研究供应链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横向竞争对供应链整体运营绩效的影响。鉴

于所研究问题的复杂特性，通过建立研究对象的多智能体模型，采用计算机仿真方法获取供应链的运营绩效指标

值。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横向竞争能够提高供应链系统的整体运营绩效。但是，对于竞争中

处于弱势的企业而言，竞争会降低其收益。因此，可以通过收益共享等机制来实现供应链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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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实世界中的供应链系统绝大多数是由多个制

造商，分销商，批发商，或者多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

“网络”，而不是简单的供应“链”。在此网络中，企

业除了与上、下游企业之间存在着纵向竞争行为以

外，还面临着与同级企业之间的横向竞争威胁。因

此，研究复杂供应链中企业之间的横向竞争行为有

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由于受到供应链网络结构复杂性引发的企业决

策行为复杂性制约，当前在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中，

主要以一些简单的二级供应链网络为研究对象，并

多采用博弈论方法进行具体问题的数学建模与分

析。其中，代表性的工作包括: Bernstein 等人研究了

一个供应商和多个相互竞争的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

应链系统中零售商订货价格和订货量对系统绩效的

影响［1］; Cachon 等人对比分析了一个供应商和多个

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情境下收益共享契约、价

格折扣契约、回购契约等多种契约的效率［2］; Ha 等

人研究两个供应商和一个顾客之间的就产品价格和

发货频率展开的三阶段非合作博弈，指出了发货频

率提高能够提升供应商的竞争力等结论［3］; 孙多青

和马晓英分析了多个零售商下逆向供应链中的定价

策略和利润分配问题［4］; 陈敬贤等人以零售商之间

的横向货物转运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规划方法计

算最佳的订货点［5］; 陈兆波等人应用动态投影系统

理论分析了多供应商、多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网络

下制造商之间、零售商之间的博弈行为，并计算了产

品供应量、服务水平等决策变量最佳值［6］; 侯琳琳

和邱菀华分析了零售商之间价格博弈对供应链绩效

的影响，并分析了收益共享契约的有效性［7］; 刘春

林研究了一个供应商和多个竞争零售商构成的二级

供应链系统的线性转移支付契约设计问题［8］; 刘丽

文等人分析了一个供应商、多个同质零售商组成的

供应链系统下，传统库存管理、信息共享和供应商管

理库存三种模式下供应链整体运作绩效［9］等。
由于供应链网络结构的复杂性，不同的成员企

业在系统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各不相同，数学建模

分析成员企业之间的交互对系统整体绩效的影响非

常困难。进而，在此建模分析基础上寻找企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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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解极其困难。因此如前所示，传统的数学建模

分析通常分析一些结构简单、关系简单的供应链网

络问题。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发展，一些

专家也逐步尝试采用计算机建模与分析方法对此问

题进行研究。例如，黎继子等人应用系统动力学仿

真方法分析了两个二级供应链为满足集群市场需求

而产生的零售商之间的产品调运问题［10］; Li 采用多

智能体建模方法为供应链网络中每位成员企业建立

其智能体决策模型，并采用仿真方法研究了系统的

运行绩效问题［11］; 刘红和王平采用系统动力学建模

方法仿真了多级供应链系统中的牛鞭效应现象［12］;

Marquez 等人采用系统动力学建模方法仿真分析了

四级供应链中不同范围内信息共享条件下的企业绩

效［13］等。
总的来说，当前对于供应链成员企业横向竞争

研究还不成熟，不足之处如下: 1 ) 前人的研究工作

主要以二级供应链系统为对象，对于多级供应链系

统的研究工作还不多见; 2) 以多级供应链系统为对

象的前期研究工作，很少考虑成员企业之间博弈行

为，多以合作为主，如转运问题; 3) 考虑供应链成员

企业的横向竞争行为时，多以企业自身利润最大化

或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很少从供应链整体视角考虑

供应链协同问题。而本文则采用多智能体建模与仿

真方法，自底向上地建立多级供应网络的系统模型。
通过系统仿真，分析供应链系统中企业间的横向竞

争对供应链系统的整体绩效的影响和作用。

三、四级供应链模型

在前期工作［11，14］基础上，本文以图 1 所示

的四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两个批发商之

间的横向竞争行为对供应链整体绩效的影响。

图 1 四级供应链结构图

该供应链系统由一个零售商，两个非同质、独立

的批发商 A 和批发商 B，一个分销商，和一个制造

商组成，服务于外部市场的产品需求。在供应链系

统内部，零售商将根据批发商 A、B 的各自产品报价

决定它们的订货量，即批发商 A 和批发商 B 通过产

品的批发价格进行博弈，以获得订单。
在此四级供应链系统的多智能体仿真模型中，

每一个智能体代表一个成员企业。在每一个仿真周

期中，“批发商 A”智能体、“批发商 B”智能体、“分

销商”智能体的行为可以描述为:

1) 收到来自供应链上游发来的产品，以及供应

链下游发来的产品订货需求;

2) 利用上游发来的产品和当前企业的产品库

存满足下游的本期产品需求以及历史缺货累计量，

即发货;

3) 进行下一期的产品需求预测，并结合现有库

存量和缺货量，向上游企业发出本期的产品订货需

求。
“零售商”智能体将根据本期批发商 A、B 的各

自产品报价决定向它们下发的订货量，具体为:

1) 收到来自批发商 A、B 发来的产品，以及“外

部市场”智能体发来的产品订货需求;

2) 利用批发商 A、B 发来的产品和企业的库存

产品满足“外部市场”智能体的本期产品需求以及

历史缺货累计量，即发货;

3) 进行下一期的产品需求预测，并结合现有库

存量和缺货量，确定本期的产品订货需求;

4) 根据批发商 A、B 的产品报价，确定各自本期

的订货需求。
由于本模型不考虑制造商的产能约束问题，即

来自“分销商”智能体的产品订货需求总能够被满

足，因此在每一个仿真周期中，“制造商”智能体的

行为可以描述为:

1) 收到“分销商”智能体发来的产品订货需求;

2) 利用本期生产出的产品和企业的库存满足

“分销商”智能体的本期产品需求以及历史缺货累

计量;

3) 进行下一期的产品需求预测，并结合现有库

存量和缺货量，制定本期的产品生产计划。
具体来说，该四级供应链模型中各智能体的参

数设置如下:

 外部市场的产品需求满足自回归 AＲ( 1)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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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即:

Dt = d + ρ·Dt－1 + εt ( 1)

公式( 1) 中，d = 8，ρ = 0. 6，D0 = 20 ，εt 为随

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 N 0，δ( )2 = N 0，( )2 。由自回

归 AＲ( 1) 模型的性质，可以得到外部市场的产品需

求期望值 E D( )
t = d

1 －( )ρ
= 20 ，方差 Var D( )

t =

δ2

1 － ρ( )2 = 3. 125 。

 零售商、批发商 A、批发商 B、分销商、制造

商均采用步长为 6 的一次移动平均预测法预测未来

一期的订货量 Ft ，即:

Ft =
∑
6

i = 1
Ot－i

6 ( 2)

公式( 2) 中，Ot 表示第 t 期来自下游企业的订

货需求量。
 零售商、批发商 A、批发商 B、分销商、制造商

均采用订货点策略管理库存，且不考虑折扣等因素。
因此，设第 t 期上游企业的到货量为 Ｒt ，下游

企业的订货量为 Ot ，则该企业第 t 期末的产品库存

量 It 为:

It = Ｒt + It－1 － Ot ( 3)

同时，该企业向下游企业的发货量，即其下游企

业本期的产品到货量，计算公式为:

St =

Ｒt It－1 + Ｒt ＜ Ot，It－1 ＜( )0

Ot － It－1 It－1 + Ｒt ≥ Ot，It－1 ＜( )0

Ｒt + It－1 It－1 + Ｒt ＜ Ot，It－1 ≥( )0

Ot It－1 + Ｒt ≥ Ot，It－1 ≥( )










0

( 4)

该企业第 t 期发出的订货量，即其上游企业第 t
+ 1 期收到的产品订货需求 O't 计算公式为:

O't = max Ft +
S － I( )

t

4 ，{ }0 ( 5)

公式( 5) 中 S 为订货点策略下的安全库存量。
对于制造商来说，其第 t 期的到货量 Ｒt 表示其

第 t 期生产出的产品数量。
对于分销商而言，如果当前产品数量小于来自

批发商 A 和 B 的订货量，以及累计缺货量，则分销

商按照批发商 A 和 B 的总缺货需求按比例分配，即

批发商 A 得到产品数量的比例 α 为:

α =
OA

t + IAt－( )
1

OA
t + IAt－1 + OB

t + IBt－( )
1

( 6)

而批发商 B 得到产品数量的比例 β 为 1 － α ，

即:

β =
OB

t + I( )B
t

OA
t + IAt－1 + OB

t + IBt－( )
1

( 7)

公式( 6) － ( 7 ) 中，OA
t 、O

B
t 分别代表第 t 期批

发商 A、B 的订货量，IAt－1 、I
B
t－1 分别代表第 t － 1 期末

批发商 A、B 的缺货量。
 零售商的初始库存量为 20，安全库存量为

10，且其发往外部市场的产品能够立即到达。
 批发商 A 的初始库存量为 14，安全库存量

为 10( 由批发商 A 发往零售商的产品要经过 2 个单

位的时间延迟才能到达) 。
 批发商 B 的初始库存量为 6，安全库存量为

5( 由批发商 B 发往零售商的产品要经过 2 个单位

的时间延迟才能到达) 。
 分销商的初始库存量为 20，安全库存量为

20( 分销商发往批发商 A 和 B 的产品要经过 2 个单

位的时间延迟才能到达) 。
 制造商的初始库存量为 20，安全库存量为

25。制造商的生产周期为 2，且发货延时为 2 期。
由于制造商有足够的生产产能，因此分销商的订货

总将在 5 期之后到达。

四、批发商之间的横向竞争博弈

本模型中考虑批发商 A 和 B 通过每期的产品

报价进行竞争，而零售商则根据批发商的各自报价

决定本期的向批发商 A 和批发商 B 各自下发的订

货量。
假定零售商制定了一个产品的标准价格 p，批

发商 A 可以选择产品的价格为标准价格 p，或者打

折价 0. 95·p; 而批发商 B 也有两种报价，一种是标

准价格 p，另一种是打折价 0. 9·p。
根据批发商的不同报价组合，零售商分配订货

需求如表 1 所示。

表 1 零售商订货策略表

( A 报价，B 报价) ( A 订货量比例，B 订货量比例)

( p，p) ( 0. 7，0. 3)

( 0. 95·p，p) ( 0. 725，0. 275)

( p，0. 9·p) ( 0. 65，0. 35)

( 0. 95·p，0. 9·p) ( 0. 7，0. 3)

设零售商的订货总量为 Ot ，则批发商 A 和 B
的两人有限非零和对策的赢得矩阵如表 2 所示( 省

略了 Ot·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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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批发商 A 和 B 的赢得矩阵表

批发商 B

批发商 A
0. 9·p p

0. 95·p ( 0. 665，0. 270) ( 0. 68875，0. 275)

p ( 0. 650，0. 315) ( 0. 700，0. 300)

由于该双矩阵对策在纯策略意义下无纳什均衡

解，因此设批发商 A 的混合策略为( x，1 － x) ，批发

商 B 的混合策略为( y，1 － y) ，则:

EA x，( )y = x 1[ ]－ x ·
0. 665 0. 68875[ ]0. 65 0. 7

· y
1[ ]－ y

= 0. 7 － 0. 01125·x － 0. 05·y +

0. 02625·x·y
EA

x = 0y* = 3
7 ( 8)

EB x，( )y = x 1[ ]－ x · 0. 27 0. 275[ ]0. 315 0. 3
·

y
1[ ]－ y

= 0. 3 － 0. 025·x + 0. 015·y －

0. 02·x·y
EB

y = 0x* = 3
4 ( 9)

由公式( 8) 和公式( 9 ) 的计算结果可得到混合

策略纳什均衡解: 在系统仿真运行中，每期中“批发

商 A”智能体将以 3 /4 的概率选择报价为 0. 95·p，

1 /4 的概率选择报价为 p，从而获得最大的期望收

益; 而“批发商 B”智能体则以 3 /7 的概率选择报价

为 0. 9·p，4 /7 的概率选择报价为 p，从而获得最大

的期望收益。
为了对比分析成员企业竞争对供应链系统整体

绩效的影响，本文同时仿真分析以下两种情况:

1) 供应商 A 和供应商 B 不采取竞争行为，因此

零售商总是将 70%的订货量分配给供应商 A，而剩

下的 30%给供应商 B。
2) 供应商 A 和供应商 B 采取针锋相对策略( Tit

－ for － Tat) 进行竞争: 开始时都选择标准价格 p。
此后，供应商 A 和 B 都根据对方的前一次竞争策略

制定对自己更有力的竞争策略［16］。
在针锋相对策略下，假定第 n － 1 期供应商 A

和 B 都选择标准价格 p，即策略为( p，p) 。由表 2 数

据可知，第 n 期时供应商 A 会选择标准价格 p 从而

希望获得 0. 7·Ot·p 的收益; 而供应商 B 会选择打

折价 0. 9·p，从而希望得到 0. 315·Ot·p 的收益。
因此，零售商根据供应商 A 和 B 的本期报价( p，0. 9
·p) ，将 65% 的订货量分配给供应商 A，而剩下的

35%给供应商 B。依此分析，可以得到供应商 A 和

B 的竞争策略为以下四个策略组合的顺序循环，即

( p，p) →( p，0. 9·p) →( 0. 95·p，0. 9·p) →( 0. 95
·p，p) 。根据供应商 A 和 B 的竞争策略，可以零售

商分配 给 供 应 商 A 和 B 的 订 货 量 为 顺 序 循 环:

( 0. 7，0. 3) →( 0. 65，0. 35 ) → ( 0. 7，0. 3 ) → ( 0. 725，

0. 275) 。

五、供应链系统绩效指标

参考评价供应链系统绩效的 SCOＲ 模型，本文

以供应链订货需求的波动、需求满足率以及库存成

本等成本指标作为衡量供应链系统绩效的指标集

合［17］。具体来说，这些指标包括:

1) 需求波动: 供应链成员企业的订货( 生产) 量

时间序列的方差与外部市场的需求时间序列的方差

比值，即牛鞭效应指标值［18］:

BWE =
Var D( )

t

Var O( )
t

( 10)

从供应链系统角度上讲，各成员企业的牛鞭效

应指标值越小越好。
此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批发商 A、批发商

B 每期获得的仅是来自零售商的部分订货量，因此，

批发商 A、批发商 B 的牛鞭效应指标值明显低于分

销商，也明显低于零售商。从该数据上并不能直观

反映出外部市场需求在批发商环节被放大，但是，可

以对比不同情景下该指标值的大小。
2) 准时交货率: 供应链成员企业按照公式( 4 )

发货。其中发货量为 Ot － It－1 ，或者为 Ot 的次数 C i

占总发货次数 Ct 的比例，即:

Ｒs =
C i

Ct
( 11)

准时交货率 Ｒs 从一个侧面描述了企业下游客

户的满意度，即越大越好。
3) 相对平均库存率: 供应链成员企业向下游供

货，当发生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企业的平均库存量与

外部市场的需求量平均值的比值，即:

Ｒh =

∑
m

t = 1
It( )m

∑
m

t = 1
Dt( )m

，It ＞ 0 ( 12)

在库存的单位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相对平均库

存率反映了企业的库存总成本。



第 1 期 李锋 等: 企业横向竞争对供应链整体绩效影响 19

4) 相对平均缺货率: 供应链成员企业向下游供

货，当发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企业的平均缺货量与

外部市场的需求量平均值的比值，即:

Ｒp =

∑
m

t = 1
It( )m

∑
m

t = 1
Dt( )m

，It ＜ 0 ( 13)

在缺货的情况下，如果缺货惩罚的单位成本保

持不变，相对平均缺货率反映了企业的缺货总成本。
根据相对平均库存率和相对平均缺货率，能够

计算出成员企业的成本:

C = Ｒh·ch + Ｒp·c( )
p ·∑

m

t = 1
Dt ( 14)

公式( 14) 中，常数项 ch 代表单位产品一期的库

存成本，cp 代表单位产品一期的缺货成本。

六、仿真结果分析

作者在开放性多智能体系统仿真开发平台 －
ＲEPAST( http: / / repast. sourceforge. net) 基础上开发

实现了前文所述的四级供应链系统。
由于系统仿真模型中外部市场需求中包含随机

变量，且批发商 A 和 B 采取的最优混合竞争策略也

存在随机概率，因此各模型的仿真重复 100 次( 仿

真周期为 1000 ) ，记录每一次仿真得到的供应链系

统的各项绩效指标值，并以 100 次仿真结果的平均

值作为系统绩效评价值。
如前文所述，在仿真研究供应链系统中批发商

A 和批发商 B 之间的竞争博弈情景中，本文总共仿

真和对比分析三种情景下的供应链系统绩效指标:

情景 1: 批发商 A 和批发商 B 无横向竞争;

情景 2: 批发商 A 和批发商 B 采取“针锋相对”
的博弈策略;

情景 3: 批发商 A 和批发商 B 采取混合策略纳

什均衡解的博弈策略。
三种情景下需求波动的量化指标 － 牛鞭效应值

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中的数据可知，当批发商 A 和 B 存在横

向竞争关系时，供应链中的零售商、分销商和制造商

的需求波动情况都有明显下降。并且，在竞争中处

于强势的批发商 A 的需求波动也得到下降，而处于

弱势的批发商 B 的需求波动却得到放大。此仿真

结论符合供应链管理中对风险分担策略( risk poo-
ling) 的分析，即当批发商 A 和批发商 B 的订货需求

时间序列的相关系数降低时，其上游企业的需求波

动会有所减少［19］。
同时，当批发商 A 和批发商 B 采用理性策略

( 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进行博弈时，供应链中的零售

商、分销商和制造商的需求波动要小于采用“针锋

相对”策略博弈下的需求波动。同样，在竞争中处

于强势的批发商 A 的需求波动也得以下降，而处于

弱势的批发商 B 的需求波动却得到放大。
仿真数据表明: 从需求波动的角度来说，供应链

中处于弱势的企业不愿意与强势企业竞争，因为竞

争关系的出现将导致其需求波动变大; 而供应链中

的强势企业，以及其他节点上的企业则倾向于通过

竞争来降低需求波动。
表 4 给出了三种情景下的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

服务水平 － 准时交货率指标数据。
从表 4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除了批发商 B 以外

的其他供应链节点企业，在有竞争关系的状态下，准

时交货率都有所提高。并且竞争关系的存在，对下

游企业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对上游企业的影响程度。
并且，当企业采用理性策略进行博弈时，所有企

业的准时交货水平都要高于“针锋相对”策略下的

准时交货水平。
表 4 数据表明: 从准时交货的角度来说，供应链

中处于弱势的企业也不愿意与强势企业竞争，因为

竞争关系的出现将导致其对下游客户( 零售商) 供

货的准时交货率降低; 而供应链中的强势企业，以及

其它节点上的企业则倾向于通过竞争来提高准时交

货率。

表 3 需求波动牛鞭效应指标数据表

零售商 批发商 A 批发商 B 分销商 制造商

情景 1 3. 3691 8. 0163 0. 6538 26. 0343 38. 2029

情景 2 3. 2038 7. 7443 0. 7033 24. 7698 36. 9522

情景 3 3. 0274 7. 5551 0. 7192 23. 1590 36.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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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准时交货率指标数据表

零售商 批发商 A 批发商 B 分销商 制造商

情景 1 0. 7762 0. 7289 0. 7376 0. 7940 0. 9080

情景 2 0. 7794 0. 7290 0. 7063 0. 7957 0. 9087

情景 3 0. 7823 0. 7308 0. 7154 0. 7968 0. 9096

此结论也符合对表 3 的数据分析: 竞争关系的

存在导致了批发商 B 的需求波动增加，且由于其采

用移动平均法预测未来一期的需求，因此其供货时

的准时交货率下降; 而其它企业则因为需求波动降

低，移动平均法预测需求的精度提高，所以其准时交

货率提高。
表 5 给出了三种情景下的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

库存成本统计量 － 相对平均库存率指标数据。

表 5 相对平均库存率指标数据表

零售商 批发商 A 批发商 B 分销商 制造商

情景 1 0. 5527 0. 8415 0. 2434 1. 4672 1. 8203

情景 2 0. 5485 0. 8211 0. 2288 1. 4488 1. 8060

情景 3 0. 5456 0. 8088 0. 2235 1. 4264 1. 7806

从表 5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存在竞争关系将降

低供应链所有成员企业的库存成本。并且，理性策

略下的竞争，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企业的库存成本。

同时，表 6 给出了三种情景下的供应链各节点

企业的缺货成本统计量 － 相对平均缺货率指标数

据。

表 6 相对平均缺货率指标数据表

零售商 批发商 A 批发商 B 分销商 制造商

情景 1 0. 1141 0. 2433 0. 0624 0. 1758 0. 0557

情景 2 0. 1113 0. 2389 0. 0633 0. 1728 0. 0542

情景 3 0. 1092 0. 2332 0. 0734 0. 1682 0. 0526

从表 6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存在竞争的环境下，

零售商、批发商 A、分销商和制造商的缺货率也有所

降低; 而批发商 B 的缺货率有所增加。并且，当企

业( 批发商 A 和批发商 B) 采用理性策略进行竞争

时，零售商、批发商 A、分销商和制造商的缺货率更

低; 而批发商 B 的缺货率更高。
结合表 5 和表 6 的数据可以表明: 从库存成本

的角度上说，理性的竞争能够有效地降低供应链中

零售商、批发商 A、分销商和制造商的成本。而对于

批发商 B 来说，竞争使得其需求波动增加，“供不应

求”的现象出现更多，因此其准时交货率也相应下

降。
通过以上的三种情景下供应链系统绩效的仿

真，可以得到; 对于供应链内部竞争中的弱势企业而

言，竞争将降低其自身的运营绩效—服务水平、库存

成本、缺货率 /缺货成本; 但是对于供应链中的其它

企业而言，引入了内部的竞争机制，都能够有效地提

高它们的运营绩效。因此，从提升供应链整体绩效

角度出发，可以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系统的整体

运行绩效。对于由于竞争而利益受损的成员企业，

其损失的利益可以由竞争而获利的成员企业进行利

益的补偿。从供应链协调的视角，此情景下通过对

因引入内部竞争机制而“额外”获利的供应链内部

企业的二次分配，使得最终供应链内部所有企业都

因此而受益，即通过收益共享( profit—sharing) 形式

的供应链契约实现供应链绩效改善和协调。［20］对于

此类供应链契约的具体形式，本文不继续讨论。具

体来说，对仿真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

1) 供应链内部的横向竞争能够抑制供应链中

牛鞭效应现象，即需求波动的逐级放大。需求波动

的降低，从而能够提高企业的服务水平 － 准时交货

率，并能够降低成本( 库存成本和缺货成本) 。
2) 对于竞争中的弱势企业，竞争关系的存在会

增加其成本，并降低其服务水平。
3) 由于存在横向竞争的供应链网络中除去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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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弱势企业的运营绩效有所下降外，其他企业都

有所上升，因此可以通过收益共享机制实现利润在

供应链内部企业的二次分配，通过补偿弱势企业的

一定损失来实现整个供应链系统的协调。
因此，对于现实中的供应链系统而言，本文研究

结果表明可以普遍地通过引入供应链内部成员企业

的竞争机制来提升系统的整体运营绩效。对于由于

引入内部竞争而因此受损的成员企业，其损失的利

益部分可以由因此获益的成员企业共同补偿，从而

实现所有企业都能因此受益。

七、结论

供应链网络中成员企业之间的横向和纵向竞争

行为普遍存在，且会对供应链系统整体运作产生影

响。但是，由于供应链系统的系统复杂性，以及企业

竞争中采取的策略的主观性，传统的数学建模与分

析的方法难以适用于研究此类问题。因此，本文应

用多智能体建模方法建立问题模型，并通过计算机

仿真来分析和量化横向竞争行为对供应链整体绩效

的影响。
对于本文所研究的一个典型四级供应链系统来

说，横向竞争将提高供应链系统的整体绩效水平，以

及各成员企业的绩效水平( 除了竞争中处于劣势位

置的批发商 B 以外) 。从此仿真结果可以知道，在

保持供应链现有结构和关系不变的前提下，竞争行

为是被供应链中的成员企业默许的。而在竞争中处

于劣势的企业则可以通过供应链收益共享机制分享

竞争带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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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Informality Tendency of Public Discourse from the
Popularization of Taobao Style Interdiscurs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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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mporary public discourse is being colonized by discourse from the Internet． As an informalized dis-
course type，Taobao style permeates public discourse i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ocial areas，and thereby forms the
typical interdiscursivity． This paper，based on the extensive use of Taobao style in public discourse，firstly analyzes
the productive and interpretative processes of the style under the mechanism of interdiscursivity． Then it reveals the
phenomenon of public discourse informalization with the analysis of some examples． Finally，the paper explores the
functionality of informalized public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 words: Taobao style; interdiscursivity; mechanism; public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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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a multi-agent based simulation framework is proposed to model a multi-echelon supply
chain system，in which two heterogeneous distributors compete for retailers' orders． Impact of horizontal competition
on the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is analyzed under different competition strategies，and further quantified by multi-
agent simulation approach． Ｒesults show that the horizontal competition behavior between two distributors can im-
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hole supply chain system，which，however，reduc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eaker
player in the competition． In this situation，profit-sharing strategy should be utilized to achieve supply chain coordi-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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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eature of Pluralistic Blend of Lingnan Culture

QIN Hui-yin FU Mei
( School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0，Guangdong，China)

Abstract: To develop neo-Lingnan culture and create a center of neo-Lingnan culture is a strategy for building
Guangzhou into a national key city and cultivating a cultural city with world reputation． Basing on the developing
course from Lingnan culture to neo-Lingnan cultur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pluralistic blend develop-
ment of Lingnan culture from four perspectives，namely，historical and modern，Lingnan and inland，social and po-
litical，China and overseas perspective．
Key words: Lingnan culture; neo-Lingnan culture; pluralistic bl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