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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博弈理论 ,首先研究了传统物流交易模式下物流企业信息策略的选择问题 ;并运用净现值方

法 ,进一步分析了在第三方物流交易模式下如何实现第三方物流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得出了物流交易

双方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时贴现率的取值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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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 ,成本问题愈加成为困扰企业发展的重要因

素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目光转向第三方物流 ,希

望通过第三方物流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 ,以降低企

业运营成本。

在物流交易过程中 ,交易双方存在既竞争又合

作的矛盾关系。为了保障双方的合作关系 ,交易双

方都应该本着坦诚的态度向对方公开所掌握的信息

资源 ,真正实现物流外包的最大效用。然而完全的

信息公开又会使企业遭受泄漏商业机密的风险 ,因

此 ,信息公开程度的大小便成为影响物流交易关系

是否稳定的关键问题。

目前 ,许多学者在相关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其中 ,孙文清对一次性采购和无限次重复

采购过程中的交易双方进行了博弈分析[1 ] ;董天胜

运用博弈理论研究了供应链中供需双方的信用行为

动机 ,分析了供应链中信用缺失的形成机理[2 ] ;陈秀

平对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讨价还价行为进

行了博弈分析[3 ] ;周涛、程钧谟等对第三方物流企业

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分析[ 4 ] ;肖玉明研究了供应

链成本分摊的合作博弈问题[ 5 ]等。本文运用博弈理

论 ,首先研究传统的物流交易方式下的信息策略选

择问题 ;进一步 ,结合净现值理论 ,分析为实现第三

方物流企业收益的最大化“隐瞒信息概率”和“贴现

率”所应满足的条件 ,以为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决策提

供依据。

1 　传统物流交易的信息博弈分析

传统的物流企业服务功能单一 ,市场需求规模

有限 ,这使得物流交易双方更注重短期利益 ,造成交

易双方关系极不稳定。

111 　条件假设

假设 :传统物流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在进行物

流交易活动时 ,双方在交易之前彼此互不了解 ,且双

方都遵从利益最大化原则 ;在传统的物流交易过程

中 ,交易双方通常采取两种策略 ,即隐瞒信息或公开

信息 ,也即[隐瞒 ,公开 ]策略 ;物流企业或生产企业

采取隐瞒策略的概率皆为β, 其采取公开策略的概

率为 1 - β; 另外 ,传统物流企业与生产企业采取不

同的信息策略所取得的收益各不相同 ,见图 1。

图 1 　物流交易博弈分析图

图 1 中 : a12 > a22 > a11 > a21 > 0 , b12 > b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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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 b21 > 0 ; 1 表示采取隐瞒策略 ;2 表示采取公开

策略 ; a 表示物流企业获得的收益 ; b表示生产企业

获得的收益 ; a12 表示物流企业采取隐瞒策略而生

产企业采取公开策略时物流企业获得的收益 ; b12 表

示生产企业采取隐瞒策略而物流企业采取公开策略

时生产企业获得的收益[6 ] 。

112 　交易双方均采取隐瞒策略的分析

当生产企业选择隐瞒策略时 ,物流企业或选择

隐瞒策略或选择公开策略。物流企业选择隐瞒策略

时获取收益为 a11 , 其选择公开策略时获取收益为

a21 。因为 a11 > a21 , 所以物流企业将选择隐瞒策略。

同理 ,当生产企业选择公开策略时 ,物流企业仍会选

择隐瞒策略。因此 ,无论生产企业是选择隐瞒信息

策略还是公开信息策略 ,物流企业都选择隐瞒信息

策略。同理 ,“隐瞒”也是生产企业的占优策略。在

这个博弈中 ,[隐瞒 ,隐瞒 ]策略实现了交易双方占优

策略的均衡[7 ] ,双方获得的收益为 ( a11 , b11 ) 。

113 　交易双方采取不同策略的分析

1)生产企业采取隐瞒策略而物流企业采取公开

策略的情况。

此时 ,生产企业将获得收益 b12 ,物流企业将获

得收益 a21 , 双方的交易关系将变得极不稳定。因

为生产企业已获得最大收益 ,因此其信息策略不会

改变 ,而物流企业则有 4 种决策可供选择。

①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仍选择公开信息策略。

此时 :物流企业将增加交易成本 c;由于新的合作伙

伴采取隐瞒策略的概率为β, 则物流企业的期望收

益为βa21 + (1 - β) a22 , 期望净收益为βa21 + (1 -

β) a22 - c。

②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采取隐瞒信息策略。同

理 ,物流企业的期望收益为βa11 + (1 - β) a12 , 期望

净收益为βa11 + (1 - β) a12 - c。

③维持现有的交易关系 ,采取公开信息策略。

物流企业的期望收益为 a21 。

④维持现有的交易关系 ,采取隐瞒信息策略。

物流企业将获得期望收益 a11 。

因为 a12 > a22 > a11 > a21 > 0 , 所以决策 ④优

于决策③,决策 ②优于决策 ①。

再比较决策 ④与决策 ②的优劣。如果βa11 +

(1 - β) a12 - c > a11 , 即当 c < (1 - β) ( a12 - a11 )

时 ,物流企业则会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采取隐瞒信息

策略 ;如果βa11 + (1 - β) a12 - c ≤a11 , 即当 c ≥ (1

- β) ( a12 - a11 ) 时 ,物流企业则会维持原有的交易关

系 ,采取隐瞒策略。

2)生产企业采取公开策略而物流企业采取隐瞒

策略的情况。

此时 ,生产企业将获得收益 b21 ,物流企业将获

得收益 a12 , 双方的交易关系仍是不稳定的。无论

生产企业的信息策略如何变化 ,物流企业都有 2 种

决策可供选择。

①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采取隐瞒信息策略。此

时 :物流企业将增加交易成本 c; 由于新的合作伙伴

采取隐瞒策略的概率为β, 则物流企业的期望收益为

βa11 + (1 - β) a12 , 期望净收益为βa11 + (1 - β) a12 - c。

　　②维持现有的交易关系 ,采取隐瞒信息策略。

此时 ,生产企业必将选择隐瞒策略 ,物流企业将获得

收益 a11 。

综上 :当βa11 + (1 - β) a12 - c > a11 , 即 c <

(1 - β) ( a12 - a11 ) 时 ,物流企业则会寻求新的合作

伙伴 ,采取隐瞒信息策略 ;当βa11 + (1 - β) a12 - c ≤

a11 ,即 c ≥(1 - β) ( a12 - a11 ) 时 ,则物流企业会维持

原有的交易关系 ,采取隐瞒策略。

114 　交易双方均采取公开策略的分析

如果物流交易双方均采取公开策略 ,则双方将

获得的收益为 ( a22 , b22 ) 。虽然 [公开 ,公开 ]策略明

显优于[隐瞒 ,隐瞒 ]策略 ,但 [公开 ,公开 ]策略却难

以维持稳定。因为物流企业与生产企业虽然可以通

过联盟或协议的方式建立合作关系 ,但由于受利益

驱动的影响 ,总有一方会违背承诺而采取隐瞒策略

以增加收益 ,而另一方则会遭受损失 ,合作关系将被

打破 ,最终转向[隐瞒 ,隐瞒 ]策略。物流企业或生产

企业违背联盟协议的关键是 ,违约方不必为违约付

出代价却可获得更大收益 ( a12 - a22 ) 或 ( b12 - b22 ) 。

因此 ,要维持交易双方合作关系的稳定 ,必须在合作

协议中明确规定违约方所应承担的责任 r , 如果惩

罚 r 大于或等于违约方获取收益的最大值 ,即 r ≥

max[ ( a12 - a22 ) , ( b12 - b22 ) ] , 则违约方宁愿选择维

持合作关系[1 ] 。

2 　第三方物流交易的信息博弈分析

在供应链上 ,第三方物流企业与生产企业建立

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双方之间的物流交易

关系可近似看作是无限次的重复物流交易 ,从而形

成无限次重复博弈。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 ,每一次

物流博弈都构成纳什均衡[8 ] 。假设生产企业和物流

企业首次选取隐瞒策略的概率皆为β (0 ≤β≤1) ,

则两者首次选择公开策略的概率为 ( 1 - β) ; 再引入

贴现率 i (0 < i < 1) ,可将每次物流交易的收益转

321

　　　　　　　　　　　　　　　　　　　　　　　　　　　　　周 　涛等 :基于信息博奕的第三方物流交易优化研究



换为净现值 ( N PV ) 。

211 　第三方物流企业净现值分析

1)生产企业首次选择信息公开策略。

①双方始终采取[公开 ,公开 ]策略。此时 ,第三

方物流企业的净现值为 :

N PV 1 = a22 [1 + 1/ (1 + i) + 1/ (1 + i) 2 + ⋯+

1/ (1 + i) n ] = a22 (1 + i) / i。

②第三方物流企业首次选择隐瞒策略。根据纳

什均衡 ,生产企业将改变信息策略 ,双方将一直采取

[隐瞒 ,隐瞒 ]策略。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净现值为 :

　　NPV2 = a12 + a11 [1/ (1 + i) + 1/ (1 + i)2 + ⋯+

1/ (1 + i) n ] = a12 + a11/ i。

因此 ,当生产企业首选公开策略时 ,第三方物流

企业的期望净现值为 : F1 = (1 - β) N PV 1 +βN PV 2

= (1 - β) a22 (1 + i) / i +β( a12 + a11 / i) 。

2)生产企业首次选择信息隐瞒策略。

①双方始终选择[隐瞒 ,隐瞒 ]。此时 ,第三方物

流企业的净现值为 :

　　N PV 3 = a11 [1 + 1/ (1 + i) + 1/ (1 + i) 2 + ⋯+

1/ (1 + i) n ] = a11 (1 + i) / i。

②第三方物流企业首次选择公开策略。根据纳

什均衡 ,第三方物流企业将改变信息策略 ,双方将一

直采取[隐瞒 ,隐瞒 ]策略。此时 ,第三方物流企业的

净现值为 :

　　NPV4 = a21 + a11 [1/ (1 + i) +1/ (1 + i)2 + ⋯+1/ (1 +

i) n ] = (a21 + a11)/ i。

因此 ,当生产企业首选隐瞒策略时 ,第三方物流

企业的期望净现值为 :

F2 =βN PV 3 + (1 - β) N PV 4 =βa11 (1 + i) / i

+ (1 - β) ( a21 + a11 / i) 。

212 　第三方物流企业利益最大化分析

由前文分析可知 ,当生产企业选取不同的信息

策略时 ,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期望净现值为 :

F = (1 - β) F1 +βF2 = (1 - β) 2 a22 (1 + i) / i +

(1 - β)β( a21 + a12 + 2 a11 / i) +β2 a11 (1 + i) / i 。

下面 ,我们将研究β和 i 满足什么条件时 F 取

极大值[2 ]的问题。

首先 ,对 F求关于β的一阶导数 ,且使其为 0 :

5 F/ 5β= 2 (β- 1) a22 (1 + i) / i + (1 - 2β) ( a21 +

a12 + 2 a11 / i) + 2βa11 (1 + i) / i = 0。

所以 ,

β= [2 ( a22 - a11 ) + i (2 a22 - a12 - a21 ) ]/ [2 ( a22

- a11 ) + 2 i ( a22 + a11 - a12 - a21 ) ]。 (1)

其次 ,对 F求关于β的二阶导数 ,且使其小于 0。

52 F/ 5β2 = 2 a22 (1 + i) / i - 2 ( a21 + a12 + 2 a11 / i)

+ 2 a11 (1 + i) / i < 0。

所以 , ( a22 + a11 - a21 - a12 ) i < - ( a22 - a11 ) 。

如果 ( a22 + a11 - a21 - a12 ) > 0 , 则 i < - ( a22 -

a11 ) / ( a22 + a11 - a12 - a21 ) 。因为 - ( a22 - a11 ) < 0 且

0 < i < 1 ,所以 i < - ( a22 - a11 ) / ( a22 + a11 - a12 - a21 )

< 0 不合题意 ,舍去。

因此 , a22 + a11 - a21 - a12 < 0 , 则 i > ( a22 -

a11 ) / ( a12 + a21 - a22 - a11 ) 。因为 0 < i < 1 ,所以

( a22 - a11 ) / ( a12 + a21 - a22 - a11 ) < 1 , 可得

a12 + a21 > 2 a22 。 (2)

因此 ,当满足 i > ( a22 - a11 ) / ( a12 + a21 - a22 -

a11 ) 、a12 + a21 > 2 a22 时 , 52 F/ 5β2 < 0 成立。

下面 ,继续证明 5 F/ 5β= 0 时所应满足的条件。

因为 0 ≤β≤1 ,所以 0 ≤[2 ( a22 - a11 ) + i(2a22 -

a12 - a21 ) ]/ [2 ( a22 - a11 ) + 2 i ( a22 + a11 - a12 - a21 ) ]

≤1 , 即

2(a22 - a11) + i(2a22 - a12 - a21)
2(a22 - a11) + 2i(a22 + a11 - a12 - a21)

≥0

2(a22 - a11) + i(2a22 - a12 - a21)
2(a22 - a11) + 2i(a22 + a11 - a12 - a21)

≤1
。

进一步推导出 :

2(a22 - a11) + i(2a22 - a12 - a21) ≥0

2(a22 - a11) + 2i(a22 + a11 - a12 - a21) > 0

2(a22 - a11) + i(2a22 - a12 - a21)
2(a22 - a11) + 2i(a22 + a11 - a12 - a21)

≤1

。 (3)

或

2(a22 - a11) + i(2a22 - a12 - a21) ≤0

2(a22 - a11) + 2i(a22 + a11 - a12 - a21) < 0

2(a22 - a11) + i(2a22 - a12 - a21)
2(a22 - a11) + 2i(a22 + a11 - a12 - a21)

≤1

。 (4)

由式 (3)可得 2 ( a22 - a11 ) + i (2 a22 - a12 - a21 )

≤2 ( a22 - a11 ) + 2 i ( a22 + a11 - a12 - a21 ) , 所以 a12

+ a21 ≤2 a11 。

由式 (2)可知 , a12 + a21 > 2 a22 , 又因为 a22 >

a11 , 所以

a21 + a12 > 2 a11 。 (5)

因此 ,式 (3)不合题意 ,应舍去。

由式 (4)可得 :因为 2 ( a22 - a11 ) + i (2 a22 - a12 -

a21 ) ≤0 , 所以

i ≥2 ( a22 - a11 ) / ( a12 + a21 - 2 a22 ) 。 (6)

因为 2 ( a22 - a11 ) + 2i ( a22 + a11 - a12 - a21 ) < 0 , 所

以

i > ( a22 - a11 ) / ( a12 + a21 - a22 - a11 ) 。 (7)

因为 2 ( a22 - a11 ) + i (2 a22 - a12 - a21 ) ≥2 (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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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 ) + 2 i ( a22 + a11 - a12 - a21 ) , 所以 a12 + a21 ≥

2 a11 , 符合要求 ,证明同式 (5) 。

根据式 (6) 和式 (7) 可知 , 2 ( a22 - a11 ) / ( a12 +

a21 - 2 a22 ) > ( a22 - a11 ) / ( a12 + a21 - a22 - a11 ) , 所

以 i ≥2 ( a22 - a11 ) / ( a12 + a21 - 2 a22 ) 。因此 ,当满足

( a12 + a21 ) ≥2 a11 , i ≥2 ( a22 - a11 ) / ( a12 + a21 -

2 a22 ) 时 , 5 F/ 5β= 0 成立。

因此 ,当 (a21 + a12 ) > 2a22 , i ≥2(a22 - a11 ) / (a12 +

a21 - 2a22) ,β= [2(a22 - a11 ) + i(2a22 - a12 - a21 ) ]/ [2(a22

- a11) +2i( a22 + a11 - a12 - a21 ) ]时 , 52 F/ 5β2 < 0 , 5 F/ 5β
= 0成立 , F取极大值。

当 i = 0 时 ,即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时 ,β =

1 ,说明此时第三方物流企业与生产企业都将采取隐

瞒信息策略 ,这与传统物流交易模式一致。

当 i = 2 ( a22 - a11 ) / ( a12 + a21 - 2 a22 ) 时 ,β=

0 , 说明此时第三方物流企业与生产企业都采取公

开信息策略 ,第三方物流企业将获得最大收益。

3 　结论

综上 ,在传统的物流交易模式中 ,交易双方都会

采取隐瞒策略 ,此时要维持双方信息公开的合作关

系 ,就必须运用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使违约方在违约

时所遭受的惩罚要远大于其采取隐瞒信息策略所得

的收益。在第三方物流交易模式中 ,当不考虑资金

时间价值时 ,物流企业与生产企业彼此都将隐瞒信

息 ,以保障自身利益不遭受损失 ,这与传统物流交易

模式一致 ;当 i = 2 ( a22 - a11 ) / ( a12 + a21 - 2 a22 ) 时 ,

物流企业与生产企业将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彼此

会公开信息 ,最终实现第三方物流企业收益的最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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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ptimization of Third2Party Logistics Transaction

Based on Information Game

Zhou Tao1 ,2 ,Qiao Zhong1 ,Cheng J unmo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

21 Management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255049 ,China)

Abstract : Utilizing t he game t heory ,t his paper st udies t he choice on information st rategy of t he logistics enterprise under t he t raditional pattern

of logistics t ransaction1 And t hen it analyzes how t he t hird2party logistics enterprise gains t he maximum benefit under t he pattern of t hird2party

logistics t ransaction t hrough using t he net present value met hod1 Finally ,it obtains t h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discount rate ,based on which , t he

stable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bot h sides of logistics t ransaction can be established1

Key words : t hird party logistics ; logistics t ransaction ; information game ; information st rategy ; net presen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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