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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信息共享是实现供应链管理的基础和制约供应链协调的一个关键因素 ,而供应链协调对于供应链绩效的

好坏也具有关键作用。供应链中的各节点尤其是核心企业往往会面临合作伙伴缺乏足够的信息共享激励的问题。

本文指出供应链中的信息共享对于供应链协调以及绩效的重要性 ,研究了如何实现对信息共享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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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节点之间的协调是影响供应链成功的核

心要素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西方学术界普

遍关注供应链的“分散协调观”,认为供应链的协调

难以通过某一节点企业的集中化运作来达到 ,而必

须依赖于所有节点企业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达到动

态性一致 ,即信息共享是影响供应链协调的重要决

定因素。这种观点是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技术

进步与革新、客户需求快速变化等现象而产生的。

有学者认为供应链管理成功实施的核心之一就是要

对供应链企业间的信息进行有效地集成管理 ,尽量

消除信息在成员间的传递障碍 ,达到减少供应链内

部的损耗 ,真正实现企业间的信息共享。然而 ,因为

掌握独特的信息资源可以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供

应链中的各节点尤其是核心企业 ,却往往都会面临

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缺乏足够的信息共享激励的问

题 ,信息无法实现共享导致诸如“牛鞭效应”、缺货、

成本增加等很多问题。因此 ,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

必须重视整个供应链中的信息共享 ,并提供相应的

激励措施以促进信息共享 ,进而改善节点之间的协

调 ,最终提高供应链的绩效。

一、本文的一个前提假设

作为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 ,在整个供应链的信

息资源处理方面 ,应该定位在信息控制中心和协调

中心。无论这种中心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体还是虚拟

存在 ,都应该履行整个供应链信息的搜集、整理、加

工、统计、分析、适当发布等信息处理职责 ,完成信息

处理的全过程。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信息共享的最优

效果。只有集中掌握了供应链中各个成员的具体信

息 ,才有可能求得集中的最优解。通过适当的激励

性措施 ,可以推进向这种理想状态的发展。

二、信息共享、供应链协调与供应链绩效

供应链的协调状况会影响整体绩效和各节点企

业的经营绩效。供应链失调会导致生产成本、库存

成本增加 ,缺货现象增多 ,各节点企业关系恶化等一

系列不良反应 ,在一个缺乏协调的供应链中 ,甚至会

出现“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恶性共生”的现象 ,从

而给供应链的绩效带来负面影响。因此 ,供应链协

调对于供应链绩效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可是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 ,供应链成员为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 ,

往往会单独采取行动 ,与系统的整体目标产生冲突。

更由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逐渐从基于成本的战略转

向基于时间的战略 ,信息的突出作用使得信息共享

问题成为供应链协调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信息是

否能够在供应链中顺畅和充分的流动 ,成为供应链

是否失调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 ,当供应链处在一

个严重失调、缺乏信息共享状态时 ,绩效难免平庸。

总之 ,信息共享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供应

链协调程度的高低 ,而供应链协调与否则是影响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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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及其节点绩效好坏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激励供应链的信息共享

(一)激励的必要和有效的激励

如上所述 ,信息共享对于供应链的协调和绩效

高低具有重要影响。然而 ,当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

基于自身利益而推动供应链整体利益优化时 ,需要

参与企业的配合协作 ,从而形成委托 —代理关系。

在供应链中 ,信息往往为各个成员所私有 ,作为供应

链中的核心企业 ,虽然在合作关系上具有较强的不

可替代性 ,但因其他企业都拥有私人信息或信息优

势 ,核心企业相对而言处于信息劣势。根据委托 —

代理理论 ,理性的代理人 ———其他企业所做出的任

何决策都是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前提的。由于信息

共享的程度越高投入费用越高 ,意味着信息共享可

能增大供应链各企业的成本。同时作为动态联盟的

一种形式 ,供应链中企业的组合往往随市场的消失

而解散 ,为实现信息共享而做出的许多专用型资产

投资并不符合企业敏捷性的要求。再加上过多的信

息共享可能意味着机密的泄漏和危险的降临等等 ,

这些都决定了供应链中的其他企业需要在足够的激

励下才能克服从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出发点的机会主

义行为的出现 ,并产生配合和实现信息共享的充分

动机。这种激励 ,大部分是通过显性契约条款体现

出来的 ,另外一部分则是通过隐性契约加以体现的。

有效的激励必须考虑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的利

益。也就是说 ,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激励相容约

束 (参与约束) ,即接受此契约所得的收益大于不接

受契约时的所得 ,而核心企业的纯效用也不能低于

采取任何其他契约所获得的纯效用 ;二是理性约束

———核心企业希望其他企业采取的行动只能通过其

他企业效用最大化的行动来实现。顺着这个思路 ,

核心企业设计的激励性契约以推进供应链信息共享

时 ,应该既包含正向激励 ,也不能缺少“反向激

励”———惩罚约束。比如 ,Dell 公司要求对于任何一

个订单 ,供应商最迟 15 分钟内确认其仓库内是否有

所要求的元件 ,1 小时 15 分内必须送货至 Dell 工

厂。这项约束条款实际上对订单信息、库存信息、配

送信息等的共享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果无法满足

这个要求 ,供应商在供应链中地位难保。这就是一

个典型的“反向激励”措施。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对于供应链而言 ,有效的激励需要重视契约的作用。

由于供应链中所有参与者都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

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因而核心

企业无法通过行政命令来指挥其他参与者的行动 ,

而只能依靠契约的管理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管理。

这种契约既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显性契约 ,也包

括了一系列以关系、道德、信誉、心理等为约束的隐

性契约。

不过契约的约束力和信息共享是一个“互动”的

过程。环境复杂不确定和信息的不对称都导致显性

契约是不完备的 ,而很多时候所谓的环境复杂和不

确定现象只是一种假象 ,实质还是因为信息掌握量

难以满足做出合理决策的需要。也就是说 ,这种所

谓的环境复杂和不确定也可以通过削弱信息的不对

称和不完全加以解决。同时 ,通过信息共享 ,提高信

息的透明度 ,削弱信息不对称 ,增进供应链成员之间

的了解、监督和相互信任 ,减少双边道德风险问题的

存在可能 ,使得供应链契约条款能够容忍更多的柔

性 ,对供应链成员的合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个

过程中 ,软性约束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自然限制和淘

汰一部分危害供应链整体利益的行为和成员。也就

是说 ,信息共享增强了隐性契约的约束力 ,有利于建

立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 ,从而逐渐减弱对于显性契

约完备性的依赖。

(二)供应链信息共享的激励

一般来说 ,供应链成员间信息共享的主要内容

包括 :共享订单信息、生产与配送计划信息、库存信

息、需求预测信息等。通过激励措施的实施 ,应该保

证以上信息的质量满足 :时间性 ———避免因时间推

移而信息失去价值 ;准确性 ———保证信息从始至终

整个过程的准确和一致性 ;有效性 ———避免共享信

息的可替代与冗余。在此基础上形成高效的信息共

享。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为了保证信息质量 ,避免信

息的无效和重复 ,必须针对不同的对象 (指供应链成

员的类别 ———核心成员、非核心重要成员、一般成

员)和对象在供应链中的不同位置 (比如供应商、制

造商、销售商等) ,采用不同的激励方法 :

11 鼓励供应链成员加入信息共享的激励。这

种激励一般采用正向激励 ,即给予供应链成员明显

的利益和效用激励 ,诱导其共享信息。

(1)价格激励/ 折扣激励 :针对供应商 ,在供应商

与制造商实现信息共享的初期 ,给予其适当的价格

激励 ,增加其利润空间 ,促使其加入到信息共享系统

中。因价格补贴所获得的收益可以抵消部分甚至全

部加入信息共享系统所增加投入的成本 ,减少了加

入信息共享系统的阻力。同理 ,针对销售商 ,给予其

适当的折扣激励也可达到相似的效果。(2) 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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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激励 :供应链信息共享的阻力部分可归因于客观

技术因素。比如因企业管理水平差异导致的信息处

理能力差异、因企业支持软件不同导致的业务处理

能力和逻辑的差异等。有条件的核心企业在推进供

应链信息共享过程中 ,可以向技术实力相对弱小的

企业提供通用性的技术支持。比如提供更为平价、

人性化软件和信息平台 ,为不同信息系统的接入提

供免费技术指导等。这样有利于消除供应链其他企

业的疑惑与顾虑。(3)缩短零售商前置时间的激励 :

与零售商的信息共享 ,除了采用价格折扣等财务上

的优惠策略外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 ,可采用减少零售

商前置时间措施。前置时间减少可增强零售商订货

模型的稳定性 ,减少因防范风险和变动而花费的额

外费用。同时也能给制造商的生产决策带来更大的

好处 ,能够保证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双赢 ,增强其实现

供应链信息共享的动机。

21 初步信息共享实现后的升级激励。在实现了

供应链的初步信息共享后 ,需要对信息共享的范围和

程度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和整合 ,以达到最优状态。这

需要供应链中各个节点企业的密切配合。由于对共

享信息的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各企业出于竞争、

道德和风险等因素的考虑 ,会倾向采取更为保守的态

度和行为。这时需要进一步的激励 ,才能保证已具雏

形的信息共享体系正常、有效运转。在这个过程中 ,

激励应侧重于期望的兑现 ,即收益的实现。

(1)合理的利益再分配激励 :实现初步的信息共

享后 ,供应链的整体绩效一般会有所提高。但从个

体而言 ,受投入成本、管理水平、信息基础、信息贡献

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企业效益呈现不均衡增长 ,甚

至可能出现负增长 ,这就出现了利益再分配问题。

这里 ,激励相容约束是必须得到体现的硬约束。保

证信息共享参与者所得收益不少于不参与信息共享

体系时的收益 ,成为信息共享体系可以继续存在和

完善的前提。当然合理的利益再分配激励并不意味

着“平均主义”,也根本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平均 ,只是

意味着“公平”。这种公平可以通过设计企业相应的

“权重”等方式加以实现。(2)隐性契约激励 :将马斯

洛需求层次论推广 ,可以帮助核心企业给予其他企

业适当的隐性契约激励。比如 ,通过表现更多的信

任和长期合作意愿 ,可以满足供应链中企业的安全

需求和受尊重的需求。增强其长期合作的意愿 ,从

而增加其充分共享信息的动机。“希望激励”也属于

隐性契约激励的一种方法。在实现合理利益再分配

的前提下 ,让所有信息共享体系的参与者获得因信

息共享而产生的额外的收益 ,并引导其对未来更多

的收益进行预测 ,在收益增加的预期下促使参与者

进一步共享有价值信息。这是理性约束条件的一种

典型表现。

31 稳固信息共享体系的激励。维持稳固的信

息共享体系 ,有利于经营和道德风险的规避 ,有利于

充分发挥信息共享的效用。这里的激励 ,应该包括

一定的“反向激励”,更侧重于对参与者逆向行为的

约束。

(1)提高沉没成本 :即增加信息不共享的成本。

对合作终止带来的损失与违约带来的收益的衡量可

能会阻止信息共享体系参与者的违约倾向。可以通

过对信息系统专有性投资、合作信息技术研发等来

提高沉没成本。这是对资产专用性的一种利用 ,设

置更高的退出壁垒。

(2)“冷酷”激励 :对于参与信息共享的各成员 ,

可以采用博弈论中的“冷酷”战略来防止成员间的不

合作行为。对参与信息共享的各企业 ,首先选择“信

息共享”,如果对方一旦选择“不共享”,自己就永远

选择“不共享”。除非对方重新开始合作 ,自己才开

始重新合作。这要求核心企业必须处于明显强势 ,

也就是说 ,一旦其他企业选择“不共享”,因失去与核

心企业的合作所预期带来的损失会明显大于可能获

得的收益。(3)排他性契约的激励 :与“冷酷”激励相

似 ,与适当的信息共享成员签署排他性的契约 ,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其他成员的违约行为。

四、结束语

信息共享对于供应链企业之间契约尤其是激励

性契约的制定和执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是影响

供应链协调的关键变量之一。通过一系列的激励措

施 ,可以提高供应链节点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 ,从而

提高供应链的协调水平 ,并最终促进供应链绩效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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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ce and Motivation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HEN Yang , YAN G Zhong ,ZHAN G Xiao
(Business School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 Information Sharing is the basic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the key factor of coordination which is the key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

performance of supply chain1 But all the firms especially the core ones in the supply chain often face difficulties that there aren’t enough motivations to

share information1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success of supply chain’s coordination and performance1 It

also analyses the motivational methods to promote Information Sharing1

Key words : Information Sharing ; coordination ; Moti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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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Crisis Management : Foreign Practice and Chinese Choice

WAN G Liang - ju
( 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 ,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 To deal with the impact crisis accident has on tourism industry , many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tourism crisis management plan , but tourism

crisis management is on the gateway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oreign practice on tourism crisis management , this paper put forward how to es2

tablish tourism crisis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 tourism industry ; crisis accident ; early - warning system ;crisi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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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volvement and Influence of Relationship
Structure in the Enterprises

J IA Sheng - hua , GEN G Xian - f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 China)

Abstract : As the rational management plays a less and less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rginal process of promotion of performance in the enterprises , some

experts in this field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rested in the informal relationship in the enterprises1 Based on the armlength - ties and strong - ties the2
ory ,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nformal relationship and its evolution in the enterprises and propose that effective ties relationship should be built

in the enterprises and relevan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build the effective ties relationship1

Key words : informal relationship ; effective ties ;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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