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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们对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视 ,供应链的研究重点已逐渐从传统的正向供应链研究转移

到闭环供应链的研究。从三个方面对闭环供应链协调问题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进行总结 :新产品、回收废旧产品和

再制造产品之间的协调 ;废旧产品回收渠道选择和协调 ; OEM (原始设备制造商 )和 IO (独立生产商 )之间的关系。

指出闭环供应链协调问题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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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cs’ research of supp ly chain is gradually from the classical supp ly chain to Closed2Loop Supp ly

Chains, because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conom ics and ecology is more payed attention. W e summarize the p res2
ent situation and point out development of the coordination of Closed2Loop Supp ly Chains’ research from three as2
pects: the coordination of new p roducts, used p roducts and remanufactured p roducts, the choos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used p roducts’ recovery of channel,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competition between OEM and IO. A t last, pointed

out the possible of the future’s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Closed2Loop Supp ly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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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正向供应链理论认为供应链是核心企业

通过信息流、物资流和资金流等 ,与相关制造、组装、

分销和零售企业共同建立的一种网链结构。企业利

用这一网链将原材料加工成产品 ,再销售给最终用

户。由于环境保护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和一系列

法律、法规的颁布 ,比如我国从 2003年起要求电器

产品生产商必须负责回收处理废旧产品 , [ 1 ]欧盟规

定生产商必须将至少 45%的包装材料回收利用 , [ 2 ]

这一系列的措施对传统的正向供应链提出了新的要

求 ,因此传统供应链理论研究已逐步从原来的“资

源 ———生产 ———消费 ———废弃 ”模式发展成“资

源 ———生产 ———消费 ———再生资源 ”的封闭型循环

模式。[ 3 ]而对闭环供应链的管理就是指在一定时间

内从不同型号和数量的回收产品中使用系统性的设

计、控制和生产运行手段、方法达到在产品生命周期

里价值最大化的目的。[ 4 ]笔者基于闭环供应链的这

些特征 ,从三个方面总结近年来闭环供应链协调问

题的研究进展 ,即在单个企业里新产品、回收废旧产

品和再制造产品之间的协调关系 ,废旧产品回收渠

道选择与协调和 OEM (原始设备生产商 )和 IO (独

立生产商 )之间的竞争关系 ,最后指出未来可能的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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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产品、回收废旧产品和再制造产品之间

的协调问题

闭环供应链中的生产企业需要协调处于各种生

命周期阶段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比如 ,在新产品

中零部件的耐久性对再制造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影

响 ;企业既生产新产品又生产再制造产品时 ,如何协

调好两种产品之间的生产安排、营销策略 ,以及成本

等 ,都是企业界、学术界关心的问题。

Ferrer
[ 5 ]指出建立垄断者利润模型 ,模型中假定

再制造的产品和新产品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都有机

会销售 ,企业通过合适的价格在该市场中销售再制

造产品和新产品来获得最大利润。该文提出了 3种

策略 : (1)即生产再制造产品也生产新产品 ; ( 2)只

生产新产品 ; (3)只生产再制造产品。在这些策略

中企业对外一致宣称是再制造产品。

而对于 OEM 在什么时候选择再制造技术 ,

Mark E. Ferguson等 [ 6 ]提出了一些指导意见。第一 ,

当回收产品在整个再制造过程中的固定或者 (和 )

可变成本中占有主要部分时应进行再制造 ;第二 ,随

着单位再制造成本的增加 ,再制造策略的相对重要

性也随之增加 ;第三 ,消费者接受再制造产品的程度

可以通过消费者为该产品乐意付出的程度来衡量。

Debo等 [ 7 ]则从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偏好和

新产品对再制造产品的影响这两方面进行了研究 ,

认为在消费者偏好对再制造水平选择有影响的情况

下 ,特别是当有大量消费者具有低端产品的偏好时 ,

再制造水平将会提高 ,这将会使再制造成本提高。

由于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是相互独立的 ,对新产品

的低需求将使再制造产品减少 ,因此企业可能会放

弃新产品的当期利润转而从再制造产品上获利 ,这

将会使企业利润受到损失。而 Ferrer等 [ 8 ]在模型中

假设消费者不能区分新产品与再制造产品 ,分析了

生产商在两阶段、多阶段和无限阶段生产周期时 ,新

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价格和生产数量的制定以及他

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对企业

利润和成本的影响分析中 , Toktay等 [ 9 ]进一步认为

使用再制造技术的公司 ,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生

命周期成本 ( life2cycle costs)和销售收入决定该公

司的利润收入。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的生产 /销

售是由不同的部门管理的。每个部门仅负责产品生

命周期的一部分。在实际中公司各部门之间产品价

格的转换也明显影响了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利润。

Geyer等 [ 10 ]建立了一个由两个基本因素 (零部件的

有限耐久性和有限的产品生命周期 )约束的废旧产

品回收和再制造的生产系统模型。证明为了实现节

省成本最大化需要协调生产成本、废旧品回收率、产

品生命周期和零部件的耐久性之间的关系。Debo

等 [ 11 ]研究了由新产品和在产品生命周期里逐渐渗

透到潜在市场的再制造产品组合的整合式动态管

理。

对于管理者决定回收哪些废旧产品进入再制造

部门进行再制造 ,哪些作为废弃物立即被卖掉的问

题。V. Daniel R等 [ 12 ]建立了一个最优废旧产品回

收处理的分析模型 ,并提出分两步走的策略。第一

步 ,观察回收产品的随机过程时间 ;第二步 ,产品处

理决策的制定 :如果这一过程时间比阀值 k3 大 ,那

么产品立即被利用 ,否则对回收产品进行再制造。

A talay等 [ 13 - 14 ]结合企业里的绿色制造部门、与

OEM的竞争和产品生命周期的影响对再制造系统

的利润进行了研究 ,认为企业里的再制造系统的利

润显著地依赖于以上因素。从企业垄断角度出发证

明了在再制造成本节约、绿色技术的使用规模、市场

的成长率和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价值的估值水平中

存在阀值 ,只有高于该值再制造才有利可图。同时

研究了生产者责任延伸 ( EPR)法规对经济和环境的

影响 ,以及区分出了有效率地回收废旧品的条件。

新产品的设计 (产品零部件的耐久性 )、销售数

量、回收率和消费者偏好对再制造产品的数量和成

本有着明显的影响。当市场上既存在再制造产品又

存在新产品时 ,新产品对再制造产品的销售数量和

价格存在着影响。新产品销售得越少 ,可回收再制

造的产品就越少 ,而当消费者偏好低端产品时 ,这将

会使再制造成本提高 ,从而企业可能会放弃新产品

的当期利润转而从再制造产品上获利 ,这将会使企

业利润受到损失。作为从事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销

售的公司 ,需要协调好各部门的关系 ,因为每个部门

仅负责产品生命周期的一部分。所以再制造对企业

各方面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协调好制造部

门和再制造部门之间的各种关系 ,同时企业的营销

方式也应随之变化。

二 废旧产品回收渠道的选择与协调

把废旧产品从市场上回收到生产商手中往往需

要几方的参与 :消费者、零售商、第三方回收公司和

生产商。对他们的各种组合就构成了各种可能的回

收渠道。对这些渠道的废旧产品回收数量、各方参

与者的利润等分析较之传统前向供应链的分析将更

加复杂 ,这就需要更为全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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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n等 [ 15 ]描述了在不同闭环供应链渠道中的

各成员的功能 ,并比较了这些不同的渠道。

而 Fleichmann
[ 16 ]和 A talay

[ 17 ]等则更进一步考

虑了各种因素对逆向供应链效率的影响。 Fleich2
mann等考虑了逆向物流网络的设计。假设产品价

格 ,需求比率和再制造水平为外生变量 ,并且消费者

不能区分再制造产品和新产品 ,解决了在给定再制

造水平和产品价格下 ,决定最低生产成本的政策制

定和网络设计问题。A talay等考虑了一个回收商回

收废旧产品然后运输给制造商 ,制造商进行再制造

后再在现行市场下销售产品 ,从而回收废旧产品中

的剩余价值。因此 ,回收商运输回收产品给制造商

的时间和数量影响着制造商的生产、库存和再制造

的决策和成本。通过分析得出最优的运输频率 ,并

且通过模型的数值模拟得到最快的逆向供应链不是

最有效率的结论。

为了进一步探讨闭环供应链中各成员之间的复

杂关系 ,国内的一些学者开始使用博弈论和契约论

的相关内容和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建立 Stackelberg

模型 ,分析在各种渠道下的废旧产品的回收率、回收

价格以及利润分配等问题 ,再使用契约论来解决问

题。顾巧论等 [ 18 ]对两个非合作博弈模型和一个合

作博弈模型进行了比较 ,给出了相应的定价策略。

研究表明 ,当制造商和零售商分别决策时 ,双方的最

优回收价格低于制造商为主导、零售商为跟随的最

优回收价格 ,废旧产品的回收数量减少 ,双方的利润

及系统利润也相应减少。对于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

对供应链各方成员利润和回收率等影响的问题 ,郭

亚军等 [ 3, 19 ]对有零售商、生产商和第三方回收公司

的闭环供应链在产品零售价、回收率、供应链的整体

利润、产品订货量、回收价格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以上文献只就一种闭环供应链或者是同一种闭

环供应链下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时的优劣进行了分

析 ,而樊松 [ 20 ]和 Savaskan
[ 21 ]等则对几种闭环供应链

进行了比较。樊松主要比较了制造商、零售商和第

三方回收的利润 ,建立了在相同初始投入系数、回收

率随回收价格变动情况下的优化模型 ,通过对结果

的比较 ,并且分析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构成 ,得到

在初始投入一致的情况下 ,制造商回收和零售商回

收利润相同并且都优于第三方回收的结论 ,并且讨

论了不同初始投入系数对回收渠道选择的影响。

Savaskan在二级供应链和该供应链中只有单一

的生产商、零售商的闭环供应链的运营模式下提出

四种可能的回收渠道 ,并对它们的产品零售价、废旧

产品回收率、闭环供应链整体利润等进行了比较、分

析。得出生产商 ———零售商型的集中化决策要优于

其它类型的闭环供应链。

对于由制造商和零售商 (其中零售商不仅销售

新产品同时也回收废旧产品 )构成的闭环供应链的

问题 ,熊中楷、[ 22 ]李新军、[ 23 ]张克勇 [ 24 ]等进行了一

定程度的研究。其中熊中楷研究了在单个制造商和

单个销售商构成的分散式闭环供应链中 ,占主导地

位的制造商如何制定质量处罚比例和质量抽检比例

,从而对销售商回收的废旧产品数量和质量实施引

导和控制。李新军 [ 23 ]研究了闭环供应链的收入共

享契约问题 ,销售商决定销售价格、回收努力水平 ,

制造商决定产品批发价格和回购价格。表明供应链

及其成员绩效受 3个系统参数 ,即销售价格、回收

努力水平和收入分享比例的影响 ,从而为闭环供应

链的契约双方签订最优契约提供决策依据。张克勇

研究一个制造商与一个销售商组成的具有产品回收

的闭环供应链差别定价问题 ,得到了闭环供应链成

员的最优定价策略和最终利润 ,进一步对几种模型

的效率进行了分析 ,发现分散式决策使得整个闭环

供应链利润损失了 25% ,最后提出一种收益共享协

调差别定价策略。

为了能有效降低回收产品的成本和前置时间 ,

有关学者对各种回收渠道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要想有

效降低再制造的成本和保证废旧产品的质量水平 ,

必须协调好供应链上的各方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和利

润的分配。 Savaskan更全面的分析了几种回收方

式 ,比较了他们之间的废旧产品回收率、产品零售价

格和利润。此时集中型决策的组织往往比分散型决

策的组织能获取更多的利润和回收更多的废旧产

品 ,并有效降低产品的零售价格。为了解决分散型

决策效率低下这一问题 ,国内部分学者使用了契约

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通过供应链上各成员

之间相互订立契约 ,来解决利润如何分配的问题 ,从

而提高各成员的绩效。

三 　OEM (原始设备生产商 )和 IO (独立生产

商 )之间的竞争关系

由于闭环供应链比传统的前向供应链具有更多

的链上成员 ,也就具有了更多的潜在和实际的竞争

者 ,这就使得 OEM 很可能需要面对两个市场的竞

争 ———新产品市场和废旧回收品市场 ,而这两个市

场往往会相互影响 ,因此企业的市场战略制定将更

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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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 OEM和本地再制造商 ( local remanu2
facturer)之间的竞争问题。Majumder等 [ 25 ]通过求

解 Nash均衡和数值试验得出 ,当本地再制造商参与

销售市场的竞争时 ,他有动机去降低 OEM的再制造

成本。作为想提升再制造在制造领域所占比例的政

府可以通过激励 OEM增加可进行再制造产品的比

例或者降低再制造的成本来实现这一目的。

Ferguson等 [ 6 ]描述了由于其他再制造企业的竞

争导致的潜在利润流失的特征和分析了两种企业进

入新产品市场的威胁策略 :进行再制造和先行回收。

通过研究发现一个企业在垄断的环境下不会选择再

制造或者先行回收废旧产品 ,但是当市场有新进入

者时可能会采取这些策略来威胁新进入者。最后得

到每种策略下利益达到最大化的条件。对于通过使

用再制造策略来阻止新竞争者的进入 ,除了 Fergu2
son等对此进行了研究外 , A talay等 [ 13 ]证明在竞争

环境下 ,再制造可以在制造商通过价格歧视巩固市

场份额方面作为有效的市场策略被制造商所采用。

Debo、[ 7 ]
Ferrer

[ 9 ]等则探讨了市场竞争的加剧

对再制造企业和 OEM的影响。当企业垄断了新产

品市场而再制造产品处于竞争市场中 ,并且制造商

不能从再制造产品中获利时 , Debo等指出随着市场

竞争的加剧 ,再制造产品和使用过的再制造产品的

价格和投资于再制造过程中获得的利润、净固定资

产、再制造水平都会下降。 Ferrer等指出当企业处

于双寡头市场中 , IO会回收 OEM生产的产品 ,从而

进行再制造并销售出去。如果再制造的产品具有高

利润 ,那么 OEM可能会忽视第一期中生产的新产品

利润 ,即降低价格和销售更多的新产品以使未来有

更多的可再制造的材料。并且 ,随着竞争的加剧 ,

OEM将会更加充分地利用回收产品 ,以更加低的价

格销售。

在垄断市场的情况下 , OEM生产商是没有动力

去进行回收废旧产品和再制造的 ,但是在优先考虑

环境因素和市场上存在竞争厂商时 , OEM生产商将

会采取这些策略来改善环境或者威胁进入者。而这

又反过来影响了 OEM生产商新产品的生产数量、价

格的制定和对再制造的投入程度 ,这将影响该企业

的市场战略。

四 　研究评述

笔者对最近几年国内外的闭环供应链研究文献

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归纳 ,对新产品与再制造产品相

互之间关系的研究 ,可以说具有了一定的深度 ,获得

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结果。而这些结果有些反应

了实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有些则提供了新的

视角。国内的研究多数集中于闭环供应链上各成员

之间的协调问题 ,通过比较不同情形下的利润、成本

等 ,来获取最佳的闭环供应链成员结构。而对于

OEM和 IO 之间竞争关系的研究目前还不是很深

入 ,因此本文认为闭环供应链的协调问题还有如下

一些问题值得继续研究。

(1)从回收渠道看 ,现在的研究还主要是分析

确定型的废旧产品回收数量 ,如果考虑了渠道中的

随机性 ,那原来的研究结果还是否成立 ,随机性所产

生的数量波动性对渠道的影响以及渠道中各成员之

间在这种情况下的关系会有什么变化 ,这都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

(2) OEM与 IO之间的竞争关系。目前的研究

还主要是两个生产厂商之间的竞争 ,还没有考虑多

个厂商之间的竞争问题 ,以及使用闭环供应链中各

成员企业与其他供应链中各成员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关系的问题。

(3)在目前的研究中都假设 ,再制造的成本要

始终小于制造成本 ,如果放宽这一假设企业是否还

会有动力进行产品的回收再制造 ,以及用什么手段

(法律或者市场 )才能驱使企业从事产品的回收、再

制造。

(4)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很少 ,在将来的研究

中还需进一步去挖掘新的问题 ,并促进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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