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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台进行双方匹配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单一工厂不能满足零售商的订单需求，需要多个工厂共同生产

来满足订单需求，或者是由同一个工厂同时生产不同零售商所需的商品，出现多对多的匹配。但是单依

靠平台为交易双方做订单匹配并不能完全保证资源的浪费，工厂的产能在转化为零售商所需商品时会有

剩余，零售商的订单需求也不一定能完全找到合适的工厂进行生产。为解决如上资源浪费的问题，平台

供应链需要协同发展，增加平台供需双方的规模，扩大资源池。因此平台三方需要为平台发展而付出努

力，本文研究了补贴影响平台信誉下平台供应链价值共创。考虑平台、共享工厂、零售商合作博弈情形

下平台供应链动态发展情况，应用微分博弈，刻画了可以表示平台健康发展的平台信誉，建立了平台

信誉的状态方程，和基于平台供应链系统的利润函数，研究了补贴影响平台信誉下平台供应链价值共

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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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atching the two sides of the platform, it often occurs that a single factory cannot 
meet the order requirements of retailers, and multiple factories are required to jointly produce to 
meet the order requirements, or the same factory produces goods required by different retailers 
at the same time, resulting in many to many matching. However, relying solely on the platform to 
match orders for both sides of the transaction cannot completely guarantee the waste of resources. 
There will be surplus when the capacity of the factory is converted into the goods required by the 
retailer, and the order demand of the retailer may not be able to completely find a suitable factory 
for produc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 of resource waste, the platform supply chain 
needs to develop cooperatively, increase the scale of both sides of the platform supply and de-
mand, and expand the resource pool. Therefore, the three parties of the platform need to make 
effor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This paper studies the value co creation of the plat-
form supply chai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bsidies on the reputation of the platform. Considering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supply chain under the cooperative game of platform, 
shared factory and retailer,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platform reputation that can represen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by using differential game, establishes the state equation of 
the platform reputation, and studies the value co creation of the platform supply chai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bsidies based on the profit function of the platform supply chai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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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的重心从企业内部运营向外部延伸，其在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上积累

的优势，成为向传统企业提供合作的重要基础。平台供应链价值共创是由平台企业主导，生态系统各利

益相关者通过竞合互动和资源整合而共同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在现实情况中，共享平台上的交易方往

往有多个，当平台获取到中小零售商的订单需求时，会根据订单及所生产的商品信息在同样有缺少生产

订单需求的中小工厂中进行筛选，匹配出较为合适的工厂进行生产，交付订单。在平台进行双方匹配的

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单一工厂不能满足零售商的订单需求，需要多个工厂共同生产来满足订单需求，或

者是由同一个工厂同时生产不同零售商所需的商品，出现多对多的匹配。但是单依靠平台为交易双方做

订单匹配并不能完全保证资源的浪费，工厂的产能在转化为零售商所需商品时会有剩余，零售商的订单

需求也不一定能完全找到合适的工厂进行生产。因此，有必要深入剖析这一现象，设计平台供应链的协

调机制，将平台自身优势与中小微企业行业特点结合，以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的价值共创，提供理论和

实践参考。 

2. 文献综述 

平台的概念最初是作为“双面市场”提出的，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以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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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互动[1]。利益相关者可能包括商业网络中的给方的生产者(例如供应商、生产商)、需求方的零售商、

顾客、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2] [3]。主流研究将平台作为一种特殊的双边或多边市场[4]，关注市

场中不同利益方之间的相互依赖、网络效应和平台间竞争[5]。这些研究侧重于不同但相互依赖的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交流和创造价值[6] [7]。平台企业不承担实体的活动，通过组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活动以创造

独特的价值[8]。因此，如何协调利益相关者是数字平台文献关注的焦点。平台型商业模式发展的根本动

力在于价值创造，价值共创的重要性已在商业背景下的各种研究学科中阐明。作为当前最具有竞争力的

组织模式，新技术服务平台的迅速普及和发展直接促进了顾客、企业与服务平台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

引发了专家学者们对企业平台实体经济价值共创的高度关注。例如：有部分学者从技术应用和资源整合

对价值共同创造的影响的角度进行了研究[9]。也有研究认为价值共创可以激发并加强网络外部性[10]。
这些研究揭示了企业和消费者应该如何共同创造价值，并探讨了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学者们根据平台网络外部效应就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Mcintyre 和 Srinivasan [10]
揭示了平台也需要利用双边用户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来发展和壮大。Song [11]等研究了平台更新对双边用

户参与行为和跨网络外部性强度的影响，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平台更新会削弱跨网络外部性强度。 
以往文献并未细致地针对平台自身吸引潜在用户，提高用户规模的因素进行建模。在强网络效应的

存在下，平台市场甚至可能产生赢者通吃的格局，因此拥有最大用户基础的平台最终可能将主导市场。

这些市场特征通常激励平台提供商快速增长他们的用户基础和互补网络。对于新创平台而言，通常将用

户快速增长置于盈利能力之上，用户数量应被视为平台市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性能结果。对于中小微企

业而言，当他们作为卖家时，自身经济体量小，知名度小，很难给买家留下高信任度形象，提升自身的

可信赖度并非易事。因此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会选择一个信任感高的平台，既可以依靠平台提高买家信任

感，提高成单交易的几率，同时对自身而言也是一种保障，可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在双边市场中，

在线声誉的建立是基于平台以及买卖双方的互动行为[12]。受以上文献启发，本文将在线商誉延伸为平台

信誉，基于微分博弈，考察了平台、制造商和零售商三级供应链合作体系的决策行为，并进一步探讨基

于供应链成员的最优决策。在多个共享工厂和多个零售商参与的平台供应链中，考虑产能有限且存在供

需错位下，基于平台信誉影响供需适度，构建了有无平台补贴的微分博弈模型。通过构建 HJB 方程，得

到各参与方的最优决策，并研究相关参数对于最优结果的影响。 

3. 问题描述与假设 

3.1. 问题描述 

在现实情况中，共享平台上的交易方往往有多个，当平台获取到中小零售商的订单需求时，会根据

订单及所生产的商品信息在同样有缺少生产订单需求的中小工厂中进行筛选，匹配出较为合适的工厂进

行生产，交付订单。在平台进行双方匹配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单一工厂不能满足零售商的订单需求，

需要多个工厂共同生产来满足订单需求，或者是由同一个工厂同时生产不同零售商所需的商品，出现多

对多的匹配。但是单依靠平台为交易双方做订单匹配并不能完全保证资源的浪费，工厂的产能在转化为

零售商所需商品时会有剩余，零售商的订单需求也不一定能完全找到合适的工厂进行生产。为解决资源

浪费的问题，平台供应链需要协同发展，增加平台供需双方的规模，扩大资源池。因此平台三方需要为

平台发展而付出努力，以平台信誉为基础，以平台信誉来衡量平台的发展与规模。平台良好的发展预期，

吸引了更多企业的加入，从而促使会为供需双方带来更为合适的匹配对象，减少生产产能的浪费以及订

单的交付率，减少机会成本。供应链三方为增加平台信誉而付出额外努力。为了还原多主体之间的动态

交易，本章研究基于共享平台内 n 个共享工厂以及 N 个零售商间的价值共创问题。面对众多合作伙伴，

平台供应链应如何投入自身资源，使得供应链系统平稳发展，获得最优利润是下文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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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本假设 

假设 1：假设平台信誉与共享工厂的产品质量改进程度、零售商的广告努力以及平台的服务有关，

并考虑信誉是动态的，这是因为提高顾客对质量改进活动的意识是动态过程，供应链成员的决策对平台

信誉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多个供需方参与下平台信誉的微分方程为： 

( ) ( ) ( ) ( ) ( )
1 1

n N

i i j j
i j

g t E t A t S t g tθ η γ δ
= =

= + + −∑ ∑                         (1) 

其中，初始时刻的信誉水平 ( ) 00 0g g= > ， 0iθ ≥ ， 0jη ≥ ， 0γ ≥ ， 0δ ≥ 表示平台信誉随时间变化的衰

减率，其反映信誉具有易逝性。 
假设 2：为了扩大平台规模，增加合作伙伴，减少资源浪费，平台供应链为提高平台信誉而投入的

努力成本是关于其自身努力水平的凸函数，t 时刻共享工厂 k、平台和零售商 l 分别为： 

( )( ) ( )21
2 kk E kC E t h E t=                                   (2) 

( )( ) ( )21
2 SC S t h S t=                                    (3) 

( )( ) ( )21
2 ll A lC A t h A t=                                   (4) 

其中
kEh 、 Sh 和

lAh 是正的代价参数。 
假设 3：平台供应链中，平台帮助供需双方实现匹配，但不能保证 100%匹配需求，存在未能匹配的

需求以及生产产能，也就是说，会有剩余未被满足的需求与浪费的生产产能。故考虑机会成本，共享工

厂 k 与零售商 l 的机会成本分别为 

1

N

k k k kj k
j

C C Q a Q
=

 
′ = − 

 
∑ ， ( ) ( )

1

n

l l l l il il i
i

C p D g t b a Qω
=

 ′ = − − 
 

∑  

其中为了简化公式，本章设定 0kc = 。 
假设 4：平台供应链中，由于工厂的产能存在于零售商商品有部分差异，所以共享工厂 k 生产零售商

商品 l 时存在转换效率 klb ，受平台信誉的影响，平台良好的发展预期，吸引了更多企业的加入，从而促

使会为供需双方带来更为合适的匹配对象，因此，工厂 k为零售商 l生产的商品数可以表示为 kl kl k kla b Q K g ，

表示平台信誉对于供需双方转化率的影响系数，不失一般性，可以简化为 1。 
假设 5：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平台参与者增加的价值取决于平台中可以与之交互的其他用户的

数量，例如发现潜在的机会等。 MJ 代表共享工厂的交叉网络外部性系数(平台内部每个共享工厂的存在

可以为零售商创造单位效用)， RJ 代表零售商的交叉网络外部性系数(平台内部每单位零售商可以为共享

工厂创造单位效用)。平台信誉的提高也会带来网络外部效应的提升，平台信誉对网络外部效应的影响系

数为 Ms 和 Rs ，不失一般性，可以简化为 1。 
假设 6：平台供应链三方拥有相同的贴现率 ρ ，各自的目标都是在未来无限时间内寻求收益最大化，

以此来进行自身的决策。 

4. 模型构建与分析 

4.1. 无平台补贴的情形 

平台供应链解决的是产能有限以及订单需求有限的共享工厂和零售商没有渠道或所需成本较大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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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商的痛点。因此，针对共享工厂产能有限的情形进行建模，此情形下，通过平台协调，拥有产能 kQ
的共享工厂 k 提供自身产能 kj ka Q 来生产零售商 l 所需市场需求 lD 的产品，共享工厂 k 单位产能来生产零

售商 l 存在转化率 kjb ，平台信誉的提高可以给 kjb 带来额外的溢出效应。平台供应链中平台、共享工厂和

零售商分散、独立决策，目标是最大化各自的利润。平台占据主导地位，其决策服务水平 S，共享工厂

和零售商同时分别决策质量改善水平 kE 和广告努力水平 lA ，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用上标“ND”表示

分散式决策，则共享工厂 k、零售商 l、平台的利润函数分别表示为： 

( ) ( ) ( ) ( ) ( )2

1

1
2k k

N
ND
M k j j kj kj E k R

j
t Q g t c b a h E t g t J Nπ ω τ

=

= − − − +∑                   (5) 

( ) ( ) ( ) ( ) ( ) ( ) ( )2

1 1

1
2l l

n n
ND
R l l il il i A l l l l il il i M

i i
t p g t b a Q h A t p D g t b a Q g t J nπ ω ω

= =

 = − − − − − + 
 

∑ ∑        (6) 

( ) ( ) ( ) ( ) ( )2

1 1

1
2

n N
ND
P ij ij i S MR

i j
t g t b a Q h S t g t J N nπ τ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0

0

0
1

max e d

max e d

max e d

s.t. , 0

D D
k l

k

l

t D
P E t E t A t A tS t

t D
ME t

t D
RA t

n N

i i l l
i j

t t

t t

t t

g t E t A t S t g t g g

ρ

ρ

ρ

π

π

π

θ η γ δ

∞ −
= =

∞ −

∞ −

=










= + + − =

∫

∫

∫

∑ ∑

                  (8) 

采用逆向归纳法来求解这个由平台供应链三方组成的 Stackelberg 微分博弈问题。假设平台的策略已

经给出，首先确定零售商广告努力水平以及共享工厂质量改善水平的反应函数，然后通过递推，求解出

平台的最优决策，得到命题 1。 
命题 1：在无补贴多个共享工厂和多个零售商同时决策的分散式决策模式下，平台、共享工厂和零

售商三级供应链合作体系的决策的均衡结果如下： 
共享工厂 k 最优质量改进水平、零售商 l 的最优广告努力水平以及共享平台最优的服务水平分别为 

( )
( )

1

N

k k j j j kj kj R
jND

k
Ek

Q c b a J N
E

h

θ ω τ

ρ δ
=

 
− − + 

 =
+

∑
                        (9) 

( )

( )
1

2

l

n

l l l ij ij i M
iND

l
A

p b a Q J n
A

h

η ω

ρ δ
=

 − +  =
+

∑
                         (10) 

( )

( )
1 1

n N

j ij ij i MR
i jND

S

b a Q J N n
S

h

γ τ

ρ δ
= =

 
+ + 

 =
+

∑∑
                         (11) 

平台供应链信誉的轨迹方程为： 

( ) ( )0 eND ND t ND
SS SSg t g g gδ−= −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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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

( )
( )

( )

( )

2

1

1

22

1 11

1

1 1

2

i

j

N

i i j j j ij ij Rn jND
SS

i E

n Nn

ij ij i MRj j j ij ij i MN i ji

j A S

n N
ND ND ND

i i j j
i j

Q c b a J N
g

h

b a Q J N np b a Q J n

h h

E A S

θ ω τ

δ ρ δ

γ τη ω

δ ρ δ δ ρ δ

θ η γ

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示信誉的稳定状态。 

平台供应链系统的最优利润现值分别为： 

( )0 1 0 2k

ND ND ND
M k kV g x g x= +                               (13) 

( )0 1 0 2l

D ND ND
R l lV g y g y= +                               (14) 

( )0 1 0 2
ND ND ND

PV g z g z= +                               (15)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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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1：说明在共享工厂产能有限的情况下，平台供应链各方的最优利润紧密相关，密不可分，平

台供应链内部成员自发加入了价值共创过程，已形成价值共创机制，各方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通过

相互间的联系形成了一个整体，保障了平台供应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在平台供应链中，平台对标的合作对象应该是中小工厂以及零售商。这符合实际，在现实生活

中，这类的合作伙伴面对市场很容易出现供过于求或者供不应求的情形，会较大的诉求且积极地参与价

值共创。通过加入平台，一方面通过平台的牵头，找到了订单需求和生产商，另一方面通过与平台及平

台内其他成员进行合作，可以减少自身资源的浪费以及减少机会成本，提高自身利润，创造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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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小工厂而言，平台作为一个集结点，能够为其提供更多的销售机会和市场曝光度，帮助其扩

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通过与平台的合作，中小工厂可以享受到更多的订单和业务，减少了市场竞争

的压力，并能够通过平台提供的资源和技术支持，不断提升自身的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实现更好的利

润和业务增长。对于零售商而言，平台可以为其提供丰富的商品资源和供应链支持。通过与平台合作，

零售商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品选择，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4.2. 平台提供补贴的情形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很多平台考虑用补贴来调节双边用户的供需平衡，通过对成本相关

收益的数值估计，可以分析补贴策略的收益。为此，引入平台补贴
k

NMR
Mµ 和

l

NMR
Rµ ，分别为平台承担共享

工厂和零售商为维护平台信誉而付出的努力承担的比例，探讨当平台对共享工厂、零售商提供补贴时，

各方为提升或维持平台信誉付出的努力投入和收益水平是否可实现帕累托优化。用上标“NMR”表示

平台对共享工厂、零售商提供补贴的情形决策，此时，共享工厂 k、零售商 l、平台的利润函数分别表

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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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2：在平台同时为共享工厂和零售商提供补贴这个情形下，平台供应链三方微分博弈的均衡结

果如下： 
平台给予共享工厂、零售商的最优补贴分别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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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工厂最优质量改进水平、零售商的最优广告努力水平以及共享平台最优的服务水平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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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供应链信誉的轨迹方程为： 

( ) ( )0 eNMR NMR t NMR
SS SSg t g g gδ−= − +                            (25)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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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系统的最优利润现值分别为： 

( )0 1 0 2k

NMR ND NMR
M k kV g x g x= +                               (26) 

( )0 1 0 2l

NMR ND NMR
R l lV g y g y= +                              (27) 

( )0 1 0 2
NMR ND NMR

PV g z g z=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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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2：平台供应链参与方的最优利润与平台提供给各方的补贴正相关。 

4.3. 比较分析 

在产能有限有、无平台补贴的分散式决策的不同情况下，平台供应链各参与方的最优努力度以及最

优利润进行比较，可以得到下列相关推论。 
推论 3：在产能有限的情况下，平台补贴可以提高平台供应链两侧供需方为平台信誉付出的努力，

且共享平台的最优努力度不变。努力度提升的多少与共享工厂、零售商成本成正比，收益成反比 
推论 3 说明当平台供应链两侧供需方付出的成本较多的情况下，采取补贴会更有利于平台信誉的提

高，提高平台供应链价值共创的效果；当平台供应链两侧供需方的收益较多的情况下，补贴并不能显著

提升参与方的努力度。也就是说，平台供应链更适合于中小企业进行合作。 
推论 4：与无平台补贴的分散式决策相比，在平台提供补贴的情况下，供应链参与者的利润函数均

有所提高。 
这说明一定条件下，平台补贴有利于提高供需双方的匹配适配度，减少资源的浪费，使得平台供应

链中各参与方的利润提高，可以实现各参与方利润的改进。 

5. 算例仿真分析 

5.1. 平台供应链价值共创动态优化分析 

接下来，通过算例进行验证如上模型的求解，并研究相关参数对求解结果的影响关系。假设平台供

应链内有 4 家共享工厂 ( )4n = ，3 家零售商 ( )3N = 。 
相关参数赋值如下 0.3ρ = ， ( )12 10 9 12Eh = ， ( )6 7 4Ah = ， 15Sh = ， ( )14 12 11p = ，

( )9 10 9ω = ， ( )6 6 5c = ， ( )2 3 3τ = ， 0 1.2g = ， ( )2.5 2.6 3.2 3.5θ = ， ( )2.7 3.6 2.7η = ，

4.5γ = ， 0.3δ = ， ( )9 12 14D = ， ( )20 8 16 6Q = ， 5MJ = ， 6RJ = ， 8MRJ = ， 

0.2 0.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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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a

 
 
 =
 
 
 

，

1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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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1 1

ijb

 
 
 =
 
 
 

 

根据上一节建模分析的根据模型的结论，计算可得到在共享工厂产能有限下，平台对是否提供补贴

的不同模型下，共享工厂、平台、零售商的最优努力程度、最优收益，以及系统的最优收益。表 1 对 3
种决策情形下的博弈均衡结果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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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ame equilibrium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decision modes 
表 1. 不同决策模式下的博弈均衡结果 

 
产能有限 
无平台补贴 

:1:n N  

产能有限 
平台提供补贴 

:1:n N  

工厂 1 质量投入努力 3.1667 8.7500 

工厂 2 质量投入努力 1.5273 9.3636 

工厂 3 质量投入努力 4.4242 11.7677 

工厂 4 质量投入努力 1.9545 8.1439 

工厂质量投入努力总额 11.0727 53.5758 

零售商 1 广告宣传努力 11.7273 18.7636 

零售商 2 广告宣传努力 22.7532 26.1195 

零售商 3 广告宣传努力 32.3182 35.5091 

平台建设努力 8.6000 8.6000 

平台信誉稳态 90.9175 131.1141 

给予工厂 1 补贴 - 0.6381 

给予工厂 2 补贴 - 0.8369 

给予工厂 3 补贴 - 0.6240 

给予工厂 4 补贴 - 0.7600 

给予零售商 1 补贴 - 0.3750 

给予零售商 2 补贴 - 0.1289 

给予零售商 3 补贴 - 0.0899 

工厂 1 收益 11,949 16,687 

工厂 2 收益 4844 6691 

工厂 3 收益 12,437 17,285 

工厂 4 收益 7423 10,323 

工厂总收益 36,653 50,986 

零售商 1 收益 20,473 33,092 

零售商 2 收益 37,913 53,047 

零售商 3 收益 41,401 57,239 

零售商总收益 99,786 143,388 

平台收益 25,647 29,565 

平台供应链总收益 162,096 223,939 

 
由表 1 可以看出：与无补贴的分散式决策相比，平台提供对平台供应链其他参与方提供补贴使得共

享工厂和零售商为平台信誉付出的努力、平台信誉均得到了提高。且在平台同时为共享工厂和零售商提

供补贴时，共享工厂总收益、零售商总收益、平台收益分别提高了 39.10%，43.70%，15.28%，可以发现，

平台的补贴有效地帮助供应链实现了价值共创，帮助提高了供应链三方成员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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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 matlab 软件，对产能有限的情况下，平台供应链整体收益随时间变化的

趋势进行了绘制，具体结果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platform reputation on value co creation  
图 1. 平台信誉对价值共创的影响分析 

 
平台供应链的最优收益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并且收益增加的幅度在前期较大，在后期逐渐达

到稳定状态。从时间，到最优收益达到稳定状态，平台供应链三方都为平台信誉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从

而带来了最优收益的提高 V∆ ，即在引入平台信誉的基础上，平台供应链实现了价值共创。此外，从图

1 中还可以发现，平台补贴对于平台供应链中三个主体之间的价值共创具有正向的作用，平台有补贴情

形下实现了平台供应链系统利润的 Pareto 改进。 
通过图 1 可以得出相关结论： 
1) 平台补贴有利于实现平台供应链利润的增加，从表 1 中的数据结合来看，付出的额外努力带来的

收益会大于额外努力带来的成本的增加。 
2) 平台供应链的信誉随着时间的增加逐渐增加并趋于稳定，说明平台供应链价值共创的过程中使可

控的。 

5.2. 相关参数灵敏度分析 

接下来，以共享工厂 1 和零售商 1 为例，进行相关参数灵敏度分析，具体分析平台供应链中共享工

厂质量改善水平的敏感系数和零售商广告投入水平的敏感系数对平台补贴对于价值共创提升的影响。 
图 2~7 分别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将共享工厂 1 质量改善水平的敏感系数和零售商 1 广告投

入水平的敏感系数分别从 1 逐渐变化到 5，平台供应链中其他参与方的最优利润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

以得到，随着敏感系数的提升，除了提升敏感系数的参与方本身之外，其他成员的最优利润均呈现上升

趋势。而其他成员的最优利润的上升，则是由于供应链内部的协同效应和资源协调，使得各参与方都能

够从中受益。这说明在供应链内部，以共同维护平台信誉而形成的价值共创，不仅能够激发合作伙伴的

积极性，还能够实现彼此的赋能加持，并共同创造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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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hange of the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of the optimal profit of factory 
with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level of factory 1 
图 2. 共享工厂最优收益随共享工厂 1 质量改善水平敏感系数的变化 

 

 
Figure 3. The change of retailer’s optimal revenue with the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of 
factory 1’s quality improvement level 
图 3. 零售商最优收益随共享工厂 1 质量改善水平敏感系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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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change of the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of the optimal revenue of the 
platform with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level of factory 1 
图 4. 平台最优收益随共享工厂 1 质量改善水平敏感系数的变化 

 

 
Figure 5. The change of retailer’s optimal revenue with the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of retailer 1’s advertising investment level  
图 5. 零售商最优收益随零售商 1 广告投入水平敏感系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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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he change of optimal revenue of shared factory with the sensitivity coef-
ficient of retailer 1’s advertising investment level 
图 6. 共享工厂最优收益随零售商 1 广告投入水平敏感系数的变化 

 

 
Figure 7. The change of platform optimal revenue with the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of 
retailer 1’s advertising investment level 
图 7. 平台最优收益随零售商 1 广告投入水平敏感系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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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作模式下，各方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逻辑，即彼此依存、互相支持、共同追求可持续和长久

的商业发展。通过供应链的优化和协同，合作伙伴能够更好地共享资源，共同应对市场变化和风险挑战。

这种共生逻辑的存在，使得供应链内部的各参与方在利益共享和共同成长的基础上，不仅能够实现短期

的利润提升，还能够建立起更加紧密和稳固的合作关系。平台也可以进行更多的赋能操作，帮助参与方

敏感系数的提高，给予其更大的利润空间和激励措施，可以激发整个价值共创系统更大的投入和积极性，

从而推动整个供应链的协同发展。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在考虑产品的生产成本、批发价格及佣金外，将供过于求时产能闲置的成本、供小于求丧失的

机会成本以及产能与需求的适配度纳入模型中，更加符合现实意义；通过对产能有限以及产能无限的模

型均衡结果以及参数灵敏度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平台与中小工厂以及零售商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平台供应

链中是合理且有效的。通过平台与中小工厂以及零售商的合作，可以形成一个协同的供应链网络。平台

作为中介和协调者，能够将订单需求与供应商相连接，实现供需的匹配，减少资源浪费和信息不对称。

合作伙伴之间可以共享资源、协同经营，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和质量，共同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合作模

式能够使合作伙伴获得双赢的商业机会，通过共同努力和共创价值，实现持续的商业发展和利润增长。 
基于全文，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的方向如下： 
1) 为了简化模型，本文并未对平台网络外部效应进行进一步刻画建模，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更全面地

理解平台供应链的运作和其在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同时，通过更深入的刻画，我们可以更好地

了解平台供应链的优势和挑战，并为决策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2) 电子商务依托互联网的优势，改变了传统交易方式，极大地降低了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尤其是

推荐算法、搜索算法的引入大大提高了产能与货物匹配。如果想要更进一步改善，更多的是对用户场景

的细分和深挖，满足用户更多的个性化需求。在多个供需方参与的情况下，探讨产能与需求的最优匹配，

可以得到更有实践指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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