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应链作为厂商参与全球化分工和竞争的基
本模式袁竞争也从单一厂商之间的竞争扩展到整个
供应链系统遥 围绕产品的野生产-供应冶过程所形成
的供应链系统袁各级厂商由于受到不断变化的环境
因素的影响袁不同厂商的状态也会发生变迁袁最终
导致供应链系统的演化遥当供应链系统中的各级厂
商所处的环境袁如市场地位尧产能规模尧风险承担能
力以及定价权等因素出现变化时袁厂商往往根据环
境因素的波动袁改变其自身的运营状态袁从而可以
诉求更为有利的契约条件或者是成为契约的制订
者袁导致厂商状态的自我演化袁甚至彻底打破原有
供应链的空间形态袁厂商的演化导致系统的整体演
化遥

本文研究了供应链系统中厂商的分析框架袁借
助势的概念描述厂商演化的动力机制遥供应链系统
的演化以厂商势的涨落为前提袁当厂商势的水平到
达一定程度袁引起供应链系统的重构或是契约环境
的重建袁 厂商的势的积累促使了供应链系统的演
化遥

一尧问题的提出

从现代企业的经营实践来看袁正如很多学者所
指出的一样袁企业的运营逐步走向供应链协作和网
络化经营袁而成功的企业往往都处于一个稳定的供
应链渊网络冤中袁或者扮演系统中的核心企业的角
色袁或者是具备某一种强大的能力渊营销或供应能
力冤袁前者有如丰田尧DELL尧海尔等大型制造企业袁
后者有如 IBM尧沃尔玛尧富士康等具有供应链中某

一或几个环节的强大能力遥 但是袁如果我们考察这
些企业的发展历史袁不难发现袁大多数企业在成为
供应链系统的领导者或核心企业的过程中袁都经历
了长期的演化历程袁经历过从弱小到强大的共同过
程袁就如同生命周期一样袁企业的演化同样遵循着
兴衰更替这一生物律遥
对于企业的演化袁演化经济学继承了达尔文进

化论的观点 [1]袁构建了厂商演化的一般框架遥 Amit
Surana等[2]提出了将供应链系统视作复杂自适应系
统渊Complexity Adaptive System袁CAS冤袁并利用系统
理论的相关理论和工具对供应链系统进行了分析遥
国内许多学者也多从系统理论出发袁讨论了厂

商及供应链演化的诸多问题遥郭强提出了厂商的演
化是野遗传-变异-选择冶过程袁描述了企业演化的一
般规则框架[3]遥王永平和孟卫东[4]运用演化博弈理论
的方法袁分析了供应链企业合作竞争机制演变的动
态过程遥指出了系统的演化方向与双方博弈的支付
矩阵相关袁也受到系统初始状态的影响遥 并得出合
作收益尧合作的初始成本以及博弈双方的贴现因子
是影响供应链企业合作竞争机制演化的关键因素遥
黎继子 [5]等从动态的尧递进的角度分析探讨了集群
网络式供应链的变迁演化规律遥 蒋白桦[6]等指出供
应链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袁可以用综合集成研
讨体系的思想研究供应链管理问题袁为供应链管理
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遥 孙林岩[7]等以复
杂自适应系统范式作为分析方法袁系统性诠释了供
应链的整体运作模式遥 张文彬和蒲云[8]运用系统科
学的理论和方法袁从自组织的形成机理角度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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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的自组织性和控制协调机制袁揭示了供应链
一体化的规律遥 覃正和姚公安[9]针对供应链网络结
构袁从系统论的角度应用信息熵概念定义了供应链
的聚合度袁借助聚合度尧冗余度等指标袁分析了一个
供应链的稳定性遥 周健和李必强[10]指出供应链网络
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袁具有涌现尧自组织尧动态尧非
线性和演化等特征遥 在供应链网络中袁任何一个环
节上的细微变化都可能在另外的环节上产生重大
的震颤曰复杂系统理论的出现和发展不但大大扩展
了传统系统理论范围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用新的观
点观察供应链网络中发生的各种变化袁如企业之间
相互关系的变化尧市场的变化尧以及环境的变化等遥
这些复杂的变化袁以及企业为了响应这些变化的表
现出适应能力导致了供应链网络中的自组织和涌
现的发生曰供应链网络中的秩序和控制是自组织和
涌现的宏观表现袁是不同企业根据各自的局部信息
和行为规则而采取行动的结果遥

渊一冤厂商势分析框架
企业在其发展历程中袁 其状态总是动态变化

的袁状态变迁的原因来自于企业自身经营情况的波
动袁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的不确定性给企业的经营产
生各种冲击袁如市场价格的波动袁需求的波动袁新产
品的需求袁低成本的要求等等袁企业在经营中需要
不断改善经营模式袁 营造对自身有利的契约环境袁
增强抵抗外部冲击渊涨落冤的能力遥 因此袁企业会随
着其经营状况的不同袁形成相应的经营策略袁改变
在产业链条上所扮演的角色遥 企业这种状态的变
迁袁从本质上看袁是企业内在需求的驱动袁是自我演
化的结果遥

当企业是作为供应链系统的一个参与者袁其经
营环境主要包含三种构成因素院

信息 I 渊t冤院 信息的流畅是企业运作和谐的前
提袁是贯穿企业的各类流的根本遥

能力 C渊t冤院这是供应链上的各个节点企业的参
与分工的基本袁是形成企业侃价能力的基础遥

契约 E渊t冤院是企业运作所依存的外部环境袁它
规定了企业的信息和能力水平的基准袁也是企业寻
求自身最优化的制约遥 当企业的状态出现突变时袁
需要重建其契约环境袁这是以能力改进和信息优势
为前提的遥

当上述三种因素发生变化时袁可能导致企业严
重的资本积压或者是战略失误袁亦或者是企业实力
的膨胀遥 无论出现哪一种状况袁企业最佳的选择都
是重新选择所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和角色袁这种动力
来自于企业在应对环境改变过程中不断积累渊或损
失冤的能力袁在本文中袁我们将这种能够引起企业状

态发生变迁的内在驱动力称之为野厂商势冶渊Firm爷s
Position Energies袁FPE冤遥

渊二冤厂商势的构成因素分析
一般来讲袁厂商的野势冶的影响因素众多袁导致

这些因素变化的原因也非常复杂袁 我们从信息机
制尧能力和契约环境三个主要因素进行分析遥

1. 信息机制渊information mechanism冤
在以供应链为基础的企业运营实践中袁供应链

上各级厂商所依赖的信息传递机制会对企业的运
作产生明显的影响遥

在传统的线性供应链系统中袁作为构成系统的
基本主体的各级厂商袁都可以看作是整个供应链系
统的子系统袁各个子系统的状态直接影响整个供应
链系统的状态遥由于各个厂商在供应链系统中的位
置不同袁可能是作为各级供应商尧或者是制造商尧或
者是各级分销商袁各级厂商在进行决策时面临信息
不完全的困境袁其所遵循的个体最优化原则往往导
致对下游厂商信息的过渡依赖袁从而形成了所谓的
野信息领导渊盲从冤冶现象遥信息的不对称加剧了厂商
对需求波动预测的困难袁 在需求导向的决策模式
下袁导致了供应链系统中库存水平随着物流流向的
反向被逐步放大袁从而产生野牛鞭效应冶[11]遥

从供应链的空间位置上来看袁离市场渊客户冤越
远的厂商所获得的信息的扭曲越严重袁野牛鞭效应冶
的后果也就越严重[12]遥 牛鞭效应出现的本质在于传
统的线性供应链系统中缺少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袁
导致信息的不对称袁也就造成了厂商决策中的涨落
过程袁当市场需求趋增时袁供应链系统中的上游厂
商的库存或产能大幅度增加袁反之袁则又引起了库
存和产能的大幅度衰减遥当这种涨落超出了一定范
围袁则会引起整个供应链系统的变化袁最终导致供
应链系统的演化遥 众多文献[13][14]对野牛鞭效应冶的修
正袁基本的思路是要改善信息传递的路径袁从线性
的传递路径逐步调整为集成的信息沟通机制袁通过
信息共享实现供应链上的决策的同一化遥

由于市场的复杂性袁市场信息往往具有明显的
不确定性袁有时甚至是伪信息袁在以市场信息为先
导的企业经营模式的约束下袁信息机制的设定决定
了企业对市场信息的反映能力和甄别能力遥 根据
野牛鞭效应冶的产生机理袁我们可以发现袁单一的信
息渠道极容易形成一种信息错觉袁造成信息的扭曲
渊伪信息冤袁企业的运作风险也会成倍放大遥 在这种
系统波动的推动下袁就可能引发供应链系统本身内
在的巨大的涨落袁有文献[12][15]指出袁野牛鞭效应冶的结
果会将需求信息放大若干倍袁供应链系统内部的各
级厂商一旦无法消除这种巨大涨落袁供应链将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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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遥
我们以信息矩说明供应链中信息机制对厂商

势水平的影响程度遥
定义 1院信息矩渊information distortion level冤院信

息矩表明了供应链系统中信息扭曲的程度袁 记作 I
渊I逸0冤遥 当 I越0时袁 表明厂商在系统中获得的信息
全部是真实的遥 厂商所处的信息矩水平越大袁厂商
的势水平就越高遥

之所以称之为 野矩冶袁 是由于随着供应链的延
伸袁信息的扭曲会被放大遥 一般地袁信息矩越大袁厂
商所接受的信息的失真或扭曲就越严重袁信息矩是
作为常数的袁 供应链上各级厂商的信息矩不同曰只
有厂商在供应链上的位置发生变迁时袁信息矩才会
发生变化遥 信息矩的不同体现了供应链(或者是供
应网络)的拓扑结构的不同遥

2. 能力渊competence冤
供应链上企业状态的变迁的另一个动因是企

业能力因素遥厂商的能力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衡
量院

渊1冤规模能力渊Throughput Size冤院一般地袁厂商
产能规模意味着厂商的抗风险的能力袁 即稳定性遥
从经验上看袁厂商的产能规模越大袁会减少厂商的
野势冶能量的层次遥

渊2冤资本能力渊Capital Accumulation冤院厂商的资
本积累可以促进厂商能力的扩张袁进而提升其在供
应链中的影响力袁提升了其稳定性遥

渊3冤成本水平渊Cost Level冤院这是衡量厂商内部
运营效率的指标袁内部成本越低袁其市场竞争能力
越强袁其所具备的野势冶越低遥

任何厂商在产业链上的变迁袁都源自于其自身
能力因素的积累袁规模的扩张尧资本的积累等都可
能促使厂商改变在整个产业分工中的位置袁从而改
变在整个供应链链条中的角色遥

3. 契约环境渊environment冤
契约环境因素是导致企业状态发生变化的外

生因素袁由于参与供应链的各级厂商的侃价能力的
差异袁厂商在合作契约中所处的地位和角色也不尽
相同遥 一般地袁契约环境要设定在以下几个框架院

渊1冤价格渊Market Price冤院这是一个外生参数袁
但是对厂商的基本能力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渊2冤需求波动渊Demand Fluctuation冤院表明了市
场随相关变量波动而产生的需求量的变动遥 一般
地袁可以认为需求波动符合一定的随机分布规律遥

渊3冤关联度渊Dependence Level冤院该指标衡量厂
商在系统中与其他主体的独立性袁包括技术依赖度
和渠道依赖度遥一般地袁依赖度越低袁其侃价能力就

会越高遥
在此袁我们定义契约友好指数渊contract friends

level冤来衡量契约环境对厂商势的影响程度遥
定义 2院所谓契约友好指数袁即表明契约对各级

厂商的影响程度袁体现了厂商对供应链系统经营的
要求权的大小遥一般地袁在其他因素稳定的情况下袁
契约友好指数越大袁厂商势趋向于越小袁供应链系
统则趋向于稳定遥

渊三冤厂商势的定义
综合上述分析袁我们给出厂商势的基本定义如

下院
定义 3院所谓野厂商势冶袁就是指对供应链系统

内的厂商所具有的一种自我调节的驱动力遥当厂商
由于其面临的信息机制 I尧自身能力水平 C和外部
环境因素 E 发生变化渊如增强或减弱时冤袁它会根
据自身相对能力的强弱袁进一步改变它在整个系统
中的地位袁 甚至是打破原有的供应链系统的状态袁
促成一种新的契约环境袁 以达成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遥
以 H渊t冤表示某一厂商在 t时刻的势水平袁定义

H渊t冤越H渊I袁C袁E冤 渊1冤
其中 鄣H鄣I 逸0袁 鄣H鄣C 逸0

野厂商势冶表明了厂商内在产生自组织渊或自适
应冤行为的动力机制袁它是一种适应性的内在驱动袁
对整体的供应链绩效的提高也具有积极意义遥

二尧厂商势的内涵及其引理

供应链系统可以看作是一个简单巨系统[16]遥 在
供应链系统中袁 各级厂商的状态受到契约环境尧市
场地位尧品牌因素尧成本水平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袁
系统不断地与外部环境形成各种形式的流袁在某一
时刻袁厂商都具有特定的势水平曰在企业发展过程
中袁各级厂商会根据自身的能力状态袁不断改变系
统流的形式和内容袁 从而形成厂商势的动态变化袁
促成了厂商在供应链系统中的角色定位发生变化遥
势的概念在于描述各个子系统的运动机制袁是对系
统的各个运动分量的描述遥

野厂商势冶体现了处于供应链系统中的厂商的
状态变化的原因袁 与物理系统的势的含义一致袁系
统的势能表明系统所处的空间位置袁那么厂商的势
也表征了其在供应链系统中的位置状态遥 一般地袁
厂商的势能量越低袁表明厂商所处的位置距离最终
客户的距离就越近袁在信息传递中产生的野信息盲
从冶的概率越小袁厂商的运营状态越稳定曰反之袁表
明厂商所处的位置距离市场越远袁 厂商势能越高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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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扭曲越明显袁野牛鞭效应冶就越明显遥
按照一般系统论的观点袁 系统的演化方向从

野低熵冶状态指向野高熵冶状态[17]遥 野厂商势冶的存在表
明厂商在市场竞争中的位置会由于内外部环境的
改变而不断受到冲击袁从而改变厂商与其他厂商的
合作关系袁这一改变从形式上可以表现为契约环境
的变化或者是主体之间侃价能力的变化遥 一般地袁
厂商在系统中野势冶越低袁其状态将会趋向越稳定
[18]遥我们用 S表示系统的稳定性袁用 H表示厂商势袁
得到如下引理遥

推论 1院供应链系统中袁对于厂商而言袁野势冶能
量 H 越低袁厂商的状态越稳定袁系统的稳定性 S越
高曰势能量越高袁厂商状态变迁的概率越高袁系统越
不稳定遥 即院S邑1/H遥
推论 2院 随着供应链系统中的各级厂商的经营

状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袁其野势冶也会不断变化袁供
应链系统会因此不断产生变迁遥

三尧基本模型

供应链系统的实质是针对产品价值的生产过
程而形成的企业群体遥供应链上的各级厂商在产品
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承担一定的分工袁 以此为前提袁
各级厂商构成一种利益共同体袁并因此享有一定的
要求权遥由此袁我们以价值为核心要素袁厂商势体现
了各级厂商在价值分配中袁权重的差异遥

根据上述分析袁我们定义 H渊t冤表示某厂商在 t
时刻的势水平遥 某一个厂商的势水平袁体现了厂商
主体的发展状态袁 它决定于企业所处的契约环境尧
运营能力和信息矩水平遥

一般地袁 厂商的势水平与环境变量成反比袁与
信息矩和厂商运营能力成正比遥厂商的契约环境越
有利袁厂商趋向演化的动力渊势冤就会越弱袁反之袁势
越大曰 而当厂商运营能力越大或者是信息矩越大
时袁厂商趋向演化的动力也就越大遥因此袁对于供应
链系统中的各级厂商袁构建如下势函数

H渊t冤越 kI2 C
E 渊2冤

其中袁k 是供应链系统的势常量袁I 表示信息
矩袁C表示能力袁E表示契约环境因子遥 式渊2冤主要
是符合了上述对厂商势的假设条件袁对势函数的表
述也可以有其他的形式遥

厂商势水平决定了供应链系统中的各级厂商
的演化动力遥一般地袁在短期内袁厂商所处的契约环
境和信息矩水平都保持相对稳定袁因此袁影响厂商
的势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厂商的能力袁即在供应链系
统中袁厂商的个体能力越强袁系统发生变化的概率

就会变大袁 供应链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就会趋向降
低遥
在短期内袁影响厂商势的因素主要涉及厂商的

能力问题袁而厂商的能力指标则与外部环境有密切
的联系遥 考察某一个厂商的能力水平袁其指标因素
存在多重含义袁如技术能力尧生产能力尧营销能力
等袁影响其能力的因素也存在若干袁如市场需求尧价
格尧内部成本等遥从系统的角度来看袁厂商的资本实
力可以代表厂商的整体能力水平遥

四尧基于势函数的厂商演化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袁厂商势的影响因素在于厂商能
力尧契约条件尧信息矩三个因素袁我们进一步分析这
三个影响因素遥 我们考虑在特定的供应链系统中袁
契约条件和信息矩是分段函数袁供应链系统出现状
态变迁后才发生变化袁 即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
内袁供应链系统演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其能力的变
化遥 为此袁我们进一步假设[19]院

当厂商的能力较弱小时袁能力的增长率与厂商
能力成正比曰
当厂商的能力成长到一定阶段渊我们在此假设

为行业内厂商的平均能力水平冤时袁能力的增长率
则会与能力水平成反比曰
由此袁我们可以写出厂商能力水平的增长模型

糟援=姿c渊1- c
N 冤 渊3冤

这里袁姿和 N都是非负参量袁姿可以认为是厂商
能力水平较低时的增长率袁N 为行业平均能力水
平遥 此模型同样适用于供应链系统整体规模的分
析遥
不失一般性袁 我们在此对 N作抽象化处理袁假

设 N=1袁即厂商所处的行业的平均能力水平为 1遥
则式渊3冤变为

糟援=姿c渊1-c冤 渊4冤
我们对渊4冤式进行解析分析袁分离变量得到

乙 1
c渊1-c冤 dc= 乙 姿dt

左边可以写成

乙 1
c渊1-c冤 dc= 乙 渊 1

c + 11-c 冤dc

求积分可以得到

c渊t冤= Ke姿t

1+Ke姿t

其中 袁K 为积分常数 袁 将 t =0 时 袁 得 院K =
c渊0冤1-c渊0冤 袁则袁厂商能力增长方程的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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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渊t冤越 c渊0冤e姿t

1-c渊0冤+c渊0冤e姿t 渊5冤
考察厂商能力增长方程袁我们可以发现袁当厂

商的初始能力水平 c渊0冤越1 时袁c渊0冤以1袁这是厂商
能力发展过程的一个均衡点袁即各个厂商都趋于行
业内的平均能力水平袁达到行业平均水平遥同样袁我

们也可以看到袁x渊t冤以0也是方程的一个均衡解袁但
是这个均衡没有实际意义遥

由此袁我们可以对厂商的能力发展水平做出仿
真曲线遥当 姿=0.3袁厂商的能力变化速度和能力水平
曲线如图-1 中的 1渊B冤曲线袁当 姿越1.2袁如曲线 2
渊A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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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袁
结论 1院当 姿 趋增时袁厂商能力变化的速率会

大大加快袁厂商较快到达均衡状态遥 进而影响供应
链系统的演化速度遥

结论 2院对某一厂商而言袁其能力水平将趋向于
一个稳定区间遥 需要说明的是袁我们所谓的能力水
平不是厂商某一经营指标的反映袁而是厂商在供应
链系统中综合能力的体现遥

由此袁在厂商的能力变迁曲线的情况下袁我们
进一步考察厂商势的变化情况遥鉴于我们对影响厂
商势的另外两个参量 I和 E的定义袁我们假设这两
个参数都服从分段函数分布类型遥

假设

I渊t冤=
I1 ,0<c臆0.5
I2 ,0.5<c臆1
I3 ,c>1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E渊t冤=
E1 ,0<c臆0.5
E2 ,0.5<c臆1
E3 ,c>1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其中袁I1>I2>I3袁且 E1<E2<E3遥 这里袁我们任意取袁
I1=5袁I2越2及 E1越2袁E2 越6遥 由此袁 我们可以得到在 姿
取不同值时的厂商势的变化趋势袁见图 2遥

从图 1和图 2中袁我们可以发现袁厂商势与厂
商的能力水平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袁而且随着厂商
能力水平的提升袁 整体供应链系统面临系统的突
变袁导致厂商势出现明显的分岔袁见图 2中的下拐
点遥 随着厂商能力的趋于稳态袁厂商势也渐趋于一
个较低的稳态水平袁从而形成厂商从高势到低势的
演化袁导致了供应链系统也随着厂商个体的演化而
出现整体演化遥

五尧结论与展望

供应链系统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袁 供应链系统
的演化过程实际上是内部厂商演化的非线性叠加的
结果袁 研究厂商的演化过程是分析供应链系统演化
的重要内容遥 供应链系统内部厂商的演化过程受到
其自身的能力因素尧 信息机制及所处的契约环境等
多重因素的影响袁厂商势的提出袁将三个主要因素有
机地进行结合袁可以较好地反映厂商势的变化情况遥
厂商的演化路径符合一般系统的演化过程袁 遵循从
高势渊不稳定状态冤到低势渊稳定状态冤的路径依赖遥

后续研究一方面将进一步探析厂商势的微观
内涵袁研究影响厂商势变化的序参量曰一方面袁利用
厂商势的分析框架袁进一步分析供应链系统的整体
演化机制袁如供应链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尧厂商的进
入与流失的选择机制以及供应链系统的演化路径
问题等遥

图 1 不同 姿值下厂商能力增量速率渊a冤与能力水平渊b冤的趋势对比
渊a冤 渊b冤
能力增加速度院A 2 2 2能力增加速度院B 1 1 1

时间渊月冤
厂商能力水平 C院A 2 2厂商能力水平 C院B 1 1 1

时间渊月冤

图 2 不同值下厂商势的变化趋势

能力增加速度

时间渊月冤
厂商势 H院B 1 1 1 1 厂商势 H院A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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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Firms based
on Position Energy Function

LI Guang1,2袁 ZHAO Dao-zhi1
渊1. Management School of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81曰 2. Management Schoo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Tianjin 300191冤

Abstract院 In supply chain system, the competenc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contracts codetermine the Firm爷s Position Energies
渊FPE冤. When any factor of them changes, the FPE will fluctuate and move to another level, which causes the evolution of firms. The
mechanism of firm爷s evolution shows that the processes of firm爷s evolution obey a general rule that the firm evolves from a high
level FPE to a low level FPE袁which creates another perspective for supply chain operation.
Key words院 firm爷s position energies渊FPE冤曰 position energy function渊PEF冤曰 evolutionary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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