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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价格敏感型需求下的供应链决策模式研究

马士华,王福寿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武汉 430074)

摘 要:在定制产品的市场竞争中, 需求不仅对价格敏感, 对时间也十分敏感。本文以一个两阶段的供应链系统为

背景 ,研究了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两种模式下的 MT O供应链决策问题。分别分析了两种模式下的决策过程,进行

了优化求解。并结合一个汽车行业定制供应链实例进行了数值分析, 证明了对于时间价格敏感型需求下的供应链

决策问题,集中决策模式能够实现更大的供应链整体收益。这些研究工作为供应链企业在时间价格敏感型市场上

竞争提供了有效的决策工具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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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从 Stalk在 20世纪 80 年代后期提出时间是

成为形成竞争优势的一种新资源以后, 越来越多的

企业将竞争手段从价格、品种转向时间,形成了基于

时间竞争模式( T ime- based Competit ion, TBC) [ 1]。

它的重要性明显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 很多文献都

讨论了这个问题[ 2]。同时,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全球

化、多样化, 单个企业越来越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生

存,未来的竞争将成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

争[ 3] ,同时 David Levis 认为, 在新经济时代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开始变得对时间十分敏感[ 4] , 因此, 供

应链具备快速响应客户订单的能力,对其在市场竞

争中取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按库存制造( MT S)的生产环境中, 企业用大

规模生产出来的标准化产品满足顾客需要, 需求只

对价格敏感。然而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竞争

的加剧,顾客不再满足于接受标准化产品,而倾向于

对产品提出自己的个性化要求, 进行定制生产。在

汽车、集成电路 IC、个人电脑 PC、时装等越来越多

的领域,这种趋势逐渐成为市场上的主流模式。在

这些定制产品的市场竞争中, 需求不仅对价格敏感,

对时间也十分敏感。因此, 响应时间就成为影响供

应链需求的重要因素。然而另一方面, 响应时间的

长短直接影响着供应链运作成本,包括采购成本、生

产成本、物流成本等。所以供应链在确定响应时间

时必须在市场需求和运作成本之间权衡, 以实现收

益最大化。这也是 MTO( Make- to- order)供应链

在运作中面临的主要难题。由于价格和时间已经成

为供应链在市场上最有力的两个竞争武器,为了实

现供应链整体收益最大化, MTO 供应链必须对产

品价格和承诺响应时间进行合适的决策。

随着基于时间竞争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已经有

不少学者开始研究供应链中的时间建模问题[ 5~ 12]。

有些研究主要从供应链的内部运作出发, 基于总成

本最小化的目标, 研究供应链中的时间优化问题,没

有考虑供应链需求和整体收益, 如文献[ 5]和[ 6]、

[ 7]。在以往的交货期(响应时间)研究方面,大多着

重于单阶环境中根据市场需求, 确定零售商的交货

期相关报价问题, 未能从多阶供应链的角度考虑响

应时间决策在企业间协调决策中的作用。如:文献

[ 8]和[ 9]研究了单个企业在需求对于价格和承诺交

货期敏感的情况下价格和交货期的优化决策模型。

此外, L i和 Lee分析了两个企业的价格和交货期竞

争,并根据交货期敏感型的消费者来决定供应商选

择[ 10]。Boyaci和 Bay 研究了一个出售两种可替代

产品的企业,并分析了在能力成本下产品区别、价格

和时间敏感型需求间的交互影响[ 11]。最近, 杨文胜

和李莉根据供应链企业自身和市场对供应链企业实

际响应能力评估差异的分析,构建了时间敏感需求

下的供应链企业交货期相关定价模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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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从供应链整体

角度出发,将供应链运作与客户响应、需求结合在一

起,对时间价格双重敏感型需求下的供应链决策问

题进行研究,以便为供应链企业在时间价格敏感型

市场中竞争提供合适的决策工具和决策方法。

2 问题描述

为了使问题易于处理, 假设在由一个制造商和

一个分销商组成的供应链中,两企业按照 MTO 模

式运作,信息完全共享,并假设供应链对顾客提供单

一产品。其结构如图 1所示。对于该产品, 分销商

作为供应链与外部需求的接口、向客户报出一个价

格 P 和承诺响应时间T。由于市场需求率 D 与产品

价格 P、响应时间 T 之间存在确定的函数关系, 在

价格、响应时间确定的情况下, 需求率 D 即为确定

值。假设分销商每单位时间向制造商订货一次,订货

量 Q = D( P , T )。制造商根据订单组织生产, 并按

合同的供应链内部交货期 Tm 和价格P m 向分销商

交货;分销商收到制造商送来的产品后,以交货期 T

和价格 P 提交给客户。我们把响应时间定义为完成

一个订单所需的全部时间, 即从顾客向供应链发出

订单开始到订单以产成品形式交付给顾客的这段时

间,也就是客户的等待时间。分销商的交货期即为供

应链响应时间, 该时间由制造商交货期 Tm 和产成

品交付运输时间组成。因此 T = T m + L t , 其中 L t

为产成品运输时间。

图 1 供应链模型结构示意图

由于供应链提供的产品为竞争性产品, 其潜在

客户需求对于响应时间和价格敏感,这就要求供应

链必须以响应时间与价格组合为竞争武器来吸引更

多的需求。因此,这类供应链的决策问题是确定一

个合适的响应时间与价格组合, 以实现供应链整体

收益的最大化。对这个响应时间决策问题存在两种

决策模式, 一是制造商和分销商各自独立进行的分

散决策, 另一种供应链集中决策。我们将构建两种

决策模式的决策模型, 并研究各自模式下的供应链

优化决策与收益。

3 模型的建立

3 1 基本假设与符号含义

本文所研究的供应链决策模型都基于如下假

设:

市场需求率与价格、承诺响应时间呈线性关

系,且需求率随价格增加而减少,随承诺响应时间增

加而减少;

供应链中的成本- 时间结构均为线性关系,

包括制造商单位产品产成品库存成本、制造商单位

产品交付延迟惩罚成本、以及分销商因延期交货支

付给客户的补偿;

制造商具有足够大的生产能力, 需求量的大

小对于制造完成时间没有影响;

分销商不允许提前交货, 制造商如果提前完

成产品则暂时以产成品库存形式保留;

当由于制造商订单加工造成的交付延迟出现

时,分销商会支付给客户一定的补偿,使后续的市场

需求率不受延迟交付的影响;

运输成本由分销商承担。

上述假设是为了使问题简化,便于求解,并找出

响应时间与价格、需求、收益之间的关系。

所用的符号含义如下:

P MT O供应链产品价格, 即分销商报给客

户的产品价格(元) ;

T 供应链承诺响应时间, 即分销商报给客

户的产品交货期(天) ;

P m 制造商单位产品价格(元) ;

T m 制造商对分销商承诺的交货期, 即供

应链内部响应时间(天) ;

D 市场需求率(辆 / 天) ;

t 制造商实际交货期(天) , F ( t ) 为其分布

函数, f ( t ) 为其密度函数,平均交货期为 1/ ;

m 制造商的期望收益(元) ; d 分销

商的期望收益(元) ;
d
scm 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整体收益

(元) ;
c
scm 集中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整体收益

(元) ;

a 供应链最大需求率(辆 / 天) , 即价格和

时间趋近于零时的极限需求率, 可以根据需求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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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价格统计数据分析得出;

b1 市场需求率的价格弹性系数(辆 / 元) ;

b2 市场需求率的响应时间弹性系数(辆 / 天) ;

Vm :制造商生产变动成本 (元) ; f m : 制造商生

产固定成本(元) ;

: 制造商单位产品单位时间产成品库存成本

(元 / 天) ;

: 制造商单位产品单位时间交付延迟惩罚成

本(元 / 天) ;

L t :分销商产成品运输时间(天) ; C t : 分销商单

位产品运输成本(元) ;

: 分销商因延期交货支付给客户的单位时间

补偿成本(元/天) ;

3 2 供应链中基本函数关系

根据基本假设 可知,市场需求率为

D = a - b1P - b 2T ( a, b 1, b2 0)

( 1)

又有,供应链响应时间

T = T m + L t ( 2)

因为供应链响应时间与制造商交货期(即供应

链内部响应时间)之间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为了使问

题容易求解,可以将对供应链响应时间的最优决策

转化为对制造商交货期的最优决策。

在前面的问题描述中, 我们已经假设分销商每

单位时间向制造商订货一次, 故订货量

Q = D( P, T ) ( 3)

由于制造商为完成分销商订单需要进行订单处

理、原材料采购、加工制造、装配等活动,订单完成环

节涉及多个企业部门、包含多项活动的复杂巨系统,

存在的多种不确定性, 因此其完成分销商订单的实

际交货期 t 为随机变量。根据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 实际交货期 t 服从渐近指数分布
[ 13] [ 14]

。

因此, 我们假设其服从参数为 的指数分布, 1/ 为

制造商实际完成订单的平均交货期, 则其密度函数

为:

f ( t ) =
e
- t

, t > 0( > 0)

0, other
( 4)

相应的分布函数为:

F ( t ) = 1 - e
- t

, ( > 0) ( 5)

其中, 1/ 为制造商实际完成订单的平均交货

期。

3 3 分散决策时的供应链响应时间决策模型及最

优性分析

根据以上的问题描述与基本假设, 我们在成本

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供应链中企业分别进行决策时,

即分散决策模式下供应商和制造商收益函数的基本

模型。

( 1)制造商收益函数

制造商运作过程中,为完成订单产生三个相关

成本:生产成本、库存成本和延迟成本。生产成本包

括原材料成本、采购成本、劳动力成本、能源动力成

本和在制品库存成本等,根据是否与产量相关, 可以

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库存成本是制造商提前

完成订单的产成品持有成本 (假设不允许提前交

货) ;延迟成本指可能延期得到的惩罚。

因此, 制造商预期的单位时间收益函数可以表

示为:

m ( P m , T m) = [ Pm - Vm -
T

m

0
( T m -

t) f ( t )dt -
T

m

( t - T m) f ( t )dt ] Q - f m (6)

式中, 制造商决策变量为对分销商承诺的交货

期 T m 和单位产品价格P m ; V m 为制造商生产变动

成本, f m 为制造商生产固定成本;
T

m

0
( T m -

t) f ( t )dt为其预期库存成本;
T

m

( t- T m ) f ( t )dt

为其预期延迟成本; Q 为分销商订货量。

( 2)分销商收益函数

分销商的成本由四个部分组成: 采购成本、运输

成本、制造商出现延期交货时向其收取的罚金以及

支付给客户的交付延迟补偿。在 MTO 生产模式

下,分销商处不保有产成品库存,因此这里可以不考

虑分销商的产成品库存成本。

因此,分销商的预期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

d ( P ) = [ P - P m - C t + ( - )
T

m

( t -

T m) f ( t ) dt ] Q (7)

式中, 分销商决策变量为单位产品价格 P; Pm

为分销商单位产品采购成本; C t 为分销商单位产品

运输成本;
T

m

( t - Tm ) f ( t )d t为制造商出现延期

交货 时 分 销 商向 其 收 取 的 罚 金;
T

m

( t -

T m) f ( t ) dt 为预期的分销商支付给客户的交付延

迟补偿。

( 3)优化求解

在供应链中企业分散决策的情况下, 由于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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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中完成订单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存在于制造商所

在环节,故制造商在决策中占主导地位。在制造商

和分销商的主从决策过程中, 制造商率先做出决策,

分销商根据制造商的决策做出自己的决策。决策顺

序为: 制造商首先给出制造商产品价格 Pm 和制造

商交货期T m ,分销商观测到 Pm 和T m 后,选择供应

链产品价格 P。采用逆向归纳法, 首先考虑在给定制

造商产品价格 P m 和制造商交货期T m 的情况下分

销商的最优选择。分销商的问题是:

max d ( P ) = [ P- P m - C t + ( - )
T

m

( t -

T m ) f ( t ) d t ] Q

对于上式的优化,我们首先假定 Pm、Tm 固定,

求取最优的供应链产品价格 P。

将( 1)、( 2)、( 3)式一起代入上式, 并对 P 进行

一阶、二阶求导,可得

d

P
= ( a- 2 b1P - b2T m - b2L t ) + b1[ Pm +

C t + ( - )
T

m

( t - T m) f ( t ) d t ]

2
d

P
2 = - 2 b1 < 0

由上可知, 对于给定的制造商产品价格 Pm 和

交货期Tm ,分销商收益函数 d 是关于供应链产品

价格P的凹函数,在 P的定义区间[ 0, ) ,上有最大

值。令
d

P
= 0,可得

P
*

=
a - b2( T m + L t )

2b1
+

1
2

[ Pm + C t + ( -

)
T

m

( t - T m ) f ( t )dt ] ( 8)

因为制造商能够预测到分销商将根据式(8) 选

择 P ,因此,制造商在第一阶段的问题是:

max m( Pm , T m ) = [ Pm - Vm -
T

m

0
( T m -

t) f ( t )d t -
T

m

( t - Tm ) f ( t )d t ] Q - f m

对于上式的优化,我们首先假定 T m 固定, 求取

最优的制造商产品价格 P m。

将式( 8)代入式( 3) , 得

Q =
1
2

{ a - b1[ Pm + C t + ( - )
T

m

( t -

T m ) f ( t )dt ] - b2( T m + L t ) } ( 9)

将上式代入式(6) ,对 m求P m的一阶、二阶导

数,得到

m

Pm
=

1
2

{ a + b 1[ Vm - 2Pm - C t+
T

m

0
( T m

- t) f ( t )d t + ( 2 - )
T

m

( t - T m) f ( t ) dt ] -

b 2( Tm + L t ) }

2
m

P
2
m

= - b1 < 0

由上可知, 制造商的收益函数是关于制造商产

品价格 Pm的凹函数,在 Pm的定义区间[ 0, ) 上有

最大值。令
m

Pm
= 0, 得到

P
*
m =

a - b2( T m + L t )

2b1
+

1
2 [ Vm - C t +

T
m

0
( Tm - t ) f ( t )dt + ( 2 - )

T
m

( t -

T m) f ( t ) dt ] (10)

按下来求取最优的制造商交货期 T m。

由式( 9)和式( 3)得,

P m =
1
b1

{ a - b1[ C t + ( - )
T

m

( t -

T m) f ( t ) dt ] - b 2( T m + L t ) - 2D } (11)

将上式代入式(6) ,当市场需求率 D 确定时,对

m 求关于T m 的一阶、二阶导数,可得

m

T m
= [ -

b 2

b 1
- ( + ) F ( T m) ] D ,

2
m

P
2
m

= - ( + ) f ( T m) D < 0

由上可知,对于确定的市场需求率D ,制造商的

收益函数是关于制造商承诺交货期 Tm 的凹函数,

在 T m的定义区间[ 0, ) 上有最大值。令
m

T m
= 0,

得到

T
*
m = F

- 1
(

-
b2

b1

+
) (12)

综合式( 8)、( 10)、( 12) ,便得到分散决策时供应

链的 Nash均衡解 ( P
*

, P
*
m , T

*
m)。

3 4 集中决策时的供应链响应时间决策模型及最

优性分析

在供应链集中决策模式中, 假设供应链中存在

一个决策者( Planner)。该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不

考虑单个企业的收益, 而是从供应链整体利益出发,

制定出供应链响应时间和价格计划, 以确保整体收

益最大化。在按库存生产条件下, 由于企业间关系

为简单交易关系, 相互利益冲突, 集中决策难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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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但是在基于时间竞争环境下的 MTO生产模式

中,为了满足多变的市场需求,尤其是在定制化生产

的情况下, 集中决策是有必要而且可以实现的。由

于供应链响应时间和制造商交货期之间是线性关

系,求解最优供应链响应时间 T 可以转化为求解制

造商最优交货期 T m。故集中决策的目标是寻求制

造商交货期 T m 和供应链产品价格P 的最优值。

供应链总成本包括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库存成

本、延迟成本和分销商支付给客户的交付延迟补偿。

因此,供应链的预期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

c
scm ( P , T m) = [ P - Vm - C t -

T
m

0
( T m -

t) f ( t )d t -
T

m

( t - Tm ) f ( t )dt ] D - f m (13)

式中,供应链决策变量为供应链产品价格 P 和

制造商交货期(即供应链内部响应时间) Tm ; Vm 为

制造商生产变动成本, f m 为制造商生产固定成本;

C t 为分销商单位产品运输成本;
T

m

0
( T m -

t) f ( t )d t 为制造商预 期库存成 本;
T

m

( t -

T m ) f ( t )dt 为分销商预期的支付给客户的交付延

迟补偿。D 为市场需求率。

因此,供应链集中决策时的问题为:

max
c
scm ( P , T m) = [ P - Vm - C t -

T
m

0
( T m

- t) f ( t )dt -
T

m

( t - T m) f ( t ) dt ] D - f m

将上式对 P 分别进行一阶、二阶求导,可得
c
scm

P
= a- 2b1P- b 2( Tm + L t ) + b1[ Vm +

C t +
T

m

0
( T m - t) f ( t ) dt +

T
m

( t -

T m ) f ( t )dt ]
2 c

scm

P
2 = - 2b 1 < 0

由上可知, 集中决策时的供应链整体收益函数

是关于供应链产品价格 P 的凹函数,在 P 的定义区

间[ 0, ) 上有最大值。令
c
scm

P
= 0,可得

P
*

=
a - b2( T m + L t )

2b 1
+

1
2

[ Vm + C t +

T
m

0
( T m - t ) f ( t )dt +

T
m

( t - T m) f ( t )dt ]

(14)

在 P确定的情况下, 接下来求解 T m的最优值。

将式( 14)代入式( 13) , 得

c
scm = {

a - b 2( T m + L t )

2b1
-

1
2

[ Vm + C t +

T
m

0
( Tm - t) f ( t ) dt +

T
m

( t - T m) f ( t )d t ] } D

- f m

将上式对 T m 分别求一阶、二阶导数,得到
c
scm

T m
=

[ b1 - b2- ( + ) b1f ( T m) ] D

2b1
,

2 c
scm

T
2
m

= -
( + ) f ( Tm ) D

2
< 0

由上可知,对于确定的需求率D ,供应链的整体

收益函数 c
scm 是关于制造商交货期 Tm 的凹函数,

在 T m 的定义区间[ 0, ) 上有最大值。令
2 c

scm

Tm
=

0, 可得

T
*
m = F

- 1
(

-
b2

b1

+
) (15)

综合式(14)、(15) ,便得到集中决策时供应链的

最优解( P
*

, T
*
m )。

将 3 3和 3 4章节中的最优解公式( 12)、( 15)

综合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供应链中分散决策模式和

集中决策模式得到的制造商最优交货期相同。再结

合式( 2)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供应链制定计划

决策时中分散决策模式和集中决策模式得到的供应

链最优响应时间相同。

接下来我们将对两种决策模式下供应链的整体

收益进行比较,以找出能够实现供应链整体收益最

大化的决策模式。

4 两种决策模式下供应链整体收益的数值

分析与实例研究

由于供应链收益函数和最优解的复杂性,直接

进行符号运算, 难以对两种决策模式进行比较。因

此,我们采用在实际调研中得到的企业运作数据,进

行数值分析, 比较两种决策模式下供应链的整体收

益。

Z公司为国内知名的汽车制造商(根据企业要

求,我们用代号表示该公司名称) , 其产品为普及型

经济轿车,面向个人用户, 以按订单制造为主,提供

一系列可能的定制形式供客户选择。他和分销商组

成一个定制供应链。经过长期的市场开拓,该供应

链在国内汽车定制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供应链

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对新车型如何确定供应链响应时

17第 3 期 马士华等: 时间价格敏感型需求下的供应链决策模式研究



间和产品价格, 因此该公司请我们帮助其进行决策,

制定响应时间计划。传统上分销商和制造商 Z 公

司分别进行决策, 但似乎达不到最优效果。针对

MTO供应链的特点, 我们提出了供应链集中决策

模式, 并对两种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整体收益进行

比较。

现有某一款新车型上市, 针对某个目标市场, 供

应链最大需求率 a= 8432辆/天(响应时间和价格趋

于零时的极限需求量, 该数据为通过对需求率与响

应时间、价格统计数据回归分析后得出,非实际需求

率) , 该供应链相关数据如下:

市场需求率的价格弹性系数 b1 = 0 1辆 / 元;

市场需求率的响应时间弹性系数 b2 = 2辆 / 天;

制造商单位产品生产变动成本 V m = 64000元

/ 辆;制造商生产固定成本 f m = 200000元 / 天;

制造商单位产品单位时间产成品库存成本 =

200元 / 天;

制造商单位产品单位时间交付延迟成本 =

500元 / 天;

制造商平均交货期为 10天(即 = 0 1) ;

分销商产成品运输时间 L t = 3天(分销商将产

成品运输外包给专业物流公司, 物流公司发挥其客

户众多的优势,能够实现集配运输,因此固定距离间

的运输时间、运输成本均为定值) ;

分销商单位产品运输成本 CT = 1198元 / 台;

分销商因延期交货支付给客户的单位时间补偿

成本 = 608元 / 天。

在分散决策模式下, 制造商的优化交货期决策

T m由公式(12) 计算得到, 分销商对客户报出的供

应链最优响应时间 T 由公式( 2) 得到; 制造商和分

销商的最优产品定价 P m 与P 分别由( 10) 式和(8)

式计算得到;制造商和分销商的期望收益 m 和 d

分别由( 6) 式和(7) 式计算得到。此外, 市场需求率

D = Q 由公式( 9)计算得到。基于以上计算过程得

到表 1中的供应链优化结果。

表 1 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决策优化结果

决策变量
需求率

D

制造商

P m T m m

分销商

P T d

供应链整体收益
d
scm = m + d

优化结果 400 74507 7 13 2 99999 106 80000 16 1 59999 106 4 59998 106

在集中决策模式下, 供应链对客户报出的最优

产品价格 P 由公式( 14) 确定,供应链最优承诺响应

时间 T 由公式( 15)、(2) 得出,市场需求率 D由公式

(1) 计算得到, 供应链的整体收益
c
scm 由公式( 13)

可得。根据上述计算过程得到表 2中的供应链优化

结果。

表 2 集中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决策优化结果

决策变量 供应链产品价格 P 供应链响应时间 T 市场需求率 D 供应链整体收益 c
scm

优化结果 76000 16 800 6 19998 106

比较表 1与表 2, 可以看出:

( 1)集中决策模式与分散决策模式下得到的供

应链最优响应时间相等;

( 2)集中决策模式下报给客户的产品价格低于

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产品价格;

( 3)集中决策模式下市场需求率高于分散决策

模式下的需求率;

( 4)集中决策模式下得到的供应链整体收益高

于分散决策模式下的收益。

在分散决策模式下, 分销商为了实现自身收益

最大化,对客户报出过高的价格,使得需求降低。虽

然对制造商和分销商个体来说,均实现局部最优, 但

供应链整体并没有达到最优。在集中决策模式下,

虽然最优响应时间相同, 但是通过降低产品价格, 需

求得到提升,整体收益增大。由计算结果可知, 采用

集中决策后,供应链整体收益提高了 34 8%, 因此

对基于时间竞争环境下的供应链响应时间决策问

题,集中决策模式是比分散决策模式更优的决策方

式。

5 结论

本文以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分销商组成的两阶段

供应链为背景,考虑了市场需求率在同时对价格和

响应时间敏感的情况下, 研究了分散决策和集中决

策两种模式下的 MTO 供应链的响应时间决策问

题。分别分析了两种模式下的决策过程, 并进行了

优化求解。并结合一个汽车行业定制供应链实例进

行了数值分析,证明了对于时间价格敏感型需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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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应链决策问题,虽然两种决策模式得到的最优

响应时间相同, 但是集中决策模式能够实现更大的

供应链整体收益,因此集中决策模式是比分散决策

模式更优的决策方式。

为了使该研究成果更接近实际应用,未来的研

究问题应重点放在响应时间影响因素对供应链最优

价格、响应时间、收益等绩效指标的影响, 价格对响

应时间敏感时的供应链决策, 以及研究供应链中有

多种产品时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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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cision Mode of Supply Chain for Time- Sensitive and Price- Sensitive Demand

MA Sh-i hua, WANG Fu-shou

( School of Management, Huazhong Univ ersity of Sci and Tech ,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In the market compet it ion of customized products, demands are both time- sensit ive and price- sens-i

t ive In this papdr, the decision problem of MT O supply chain was studied separately in decentralized decision

mode and centralized decision mode The decision processes in tw o modes w ere analyzed and the opt imal solut ions

w ere found A numerical analysis was proposed w ith an application in Auto industry It s proved that more profit

of supply chain can be gained with the mode of cent ralized decision Thus, and effect ive decision tool and method

are provided for supply chain enterprise to compete in both time- sensit ive and price- sensit ive markets

Key words: demand; supply chain; decision mode; decentralized decision; cent ralized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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