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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平偏好的项目导向型供应链双向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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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项目型组织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引入公平偏好

理论'从最大化项目价值增值效用角度'建立项目导向型供

应链跨组织双向激励模型'剖析项目型组织的努力水平(公

平偏好程度(支付成本和分配系数对项目价值增值的影响'

并对模型分析结果进行数据模拟和算例分析
8

结果表明'在

项目型组织具有公平偏好情况下'项目导向型供应链实施跨

组织双向激励策略不仅可实现项目价值增值的最大化'使得

项目型组织合理分配资源和努力水平'而且可实现合作双方

收益的改善和支付成本的降低
8

关键词#公平偏好%项目导向型供应链%双向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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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导向型供应链是随着组织管理的概念引入

项目管理的'是将项目视为依据契约组合和约束的

多目标临时性组织*

%

+和合作创新工具*

#

+

'是具有不

同核心知识的项目型组织*

!

+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形成

的一种扩展到独立组织结构之外*

>

+

(具有特定功能

的(以知识流为管理核心的跨组织结构模式
8

根据

cC77CJID6E

的组织理论'尽管参与成员的不确定性

和临时性'但仍属组织性质*

;

+

8

项目的成功运作'与

参与项目导向型供应链的项目型组织努力程度和支

付成本密切相关'知识结构的不对称性和利益的冲

突'使得项目型组织之间必然存在委托
G

代理问题
8

项目的不确定性和临时性特点'使得项目型组织合

作活动更具频繁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导致合作双方

更可能发生双边道德风险问题'而一旦发生则可能

导致项目型组织利益受损甚至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解

体'因而'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双向激励问题成

为委托 代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AG=

+

8

项目导向型供应链由业主(设计单位(监理单

位(施工单位等项目型组织构成'是一种以项目为中

心'以合作创新为导向的跨组织网络结构模式'项目

价值增值则是参与项目导向型供应链的项目型组织

的共同目标和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运作的基础
8

项目

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合作创新过程成为项目型组织

之间的交互作用过程'其实质是价值在项目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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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流动与传递过程'是项目导向型供应链实现

项目价值增值的基础
8

而伴随着项目进度'其组织结

构(治理结构和参与成员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也随之

变化'因而合作的临时性和组织成员的不确定性'是

区别于其他形式供应链的最主要特征
8

该合作之间

的多阶段(多频次'动态地影响项目价值增值的实

现
8

因此'在发生双边道德风险问题时'参与合作的

组织都必须考虑各自努力程度和支付成本对项目价

值的影响'而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双向激励是

解决双向道德风险的重要途径*

H

+

8

然而'目前大部分

对供应链激励的研究都建立在.完全自利/假设基础

上*

"G%>

+

'所有参与合作活动的组织只关注自身利益

最大化
8

但在项目导向型供应链中'由于组织的利益

均来源于项目价值增值的实现'项目型组织是有限

自利的'在最大化项目价值增值的前提下'不仅关注

自身利益'也常常会关心他人的利益和利益分配的

公平性
8

其次'在供应链中'项目型组织之间由于知

识结构的不对称性和项目知识需求的多样性'使得

项目型组织可能身兼代理人和委托人二职'且身份

往往伴随项目进度发生变化'因而传统的委托代理

模型并不能完全解释项目导向型供应链双向道德风

险问题
8

基于此'在假定该组织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

上'引入公平偏好理论'从项目收益最大化角度建立

双向激励模型'剖析项目型组织的努力水平(偏好程

度(支付成本(分配系数等对项目价值增值的影响'

为正确处理项目导向型供应链中项目型组织之间的

关系和实现项目价值'增值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

支持
8

!

!

基本模型描述与求解

!!!

!

模型的描述

考虑工程项目和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合作

的特性'假定在某一具体的项目导向型供应链中围

绕某一具体的工程项目价值增值的实现'存在两个

相互合作的项目型组织 项目管理公司和承包商'基

于公平偏好理论'假设#

%

项目管理公司是风险中性

的'承包商是风险厌恶的'即面临条件相当的损失前

景时更倾向于风险偏好'而面临条件相当的收益时

更倾向于风险规避%特别地'假定承包商的负效用函

数具有不变绝对风险规避特征'在状态和时间上满

足可加性*

%;

+

8

&

项目管理公司是自利的'承包商是

具有公平偏好的'即厌恶不利的不公平分配'喜欢有

利的不公平分配*

%A

+

8

'

项目公司和承包商的努力程

度不可观测'但可通过项目价值增值证实
8

-

项目公

司和承包商努力成本函数是其努力水平的严格单调

增函数
8

5

最佳分配比例能够满足项目型组织的投

资盈亏平衡要求
8

设项目公司和承包商在
8

时刻开始合作'努力

程度分别用
&

'

@

表示'努力成本系数分别为
%

'

4

'努

力成本函数用
A

!

&

"

`

%

&

#

$

#

和
A

!

@

"

`

4

@

#

$

#

表示
8

在
4

时刻!

4

.

8

"通过合作创新项目获得价值增值为

5

'不考虑项目收益的时间价值'假定产出函数
5

有

如下形式#

52

"&

3

F@

3+

式中#

"

和
F

分别为项目管理公司和承包商的努力

水平产出系数%

&

'

@

'

+

相互独立%

+

服从
<

!

$

'

"

#

"正

态分布'表示外生不确定性对项目价值增值的影响
8

项目管理公司提供给承包商的契约报酬
8

的线性形

式为#

8`

6

"

\

05

:

!

6

"为固定报酬!假定为常量"'

0

为项目价值增值分配系数'

$

000

%

"

8

项目管理公司

和承包商的净收益分别为和借鉴
-9MR

和
3NMICPO

的公平偏好模型*

%=G%H

+

'假定公平偏好的效用
O

!

7

"

可等价于等值的货币成本或效用'且
O

!

7

"

`Q

%

-

IJF

*!

9

G

!

"'

$

+

GQ

#

-

IJF

*!

!

G

9

"'

$

+

8

其中
Q

%

(

$

'对应承包商的自豪偏好'当
Q

#

(

$

对应承包商的

忌妒偏好
8

当
9

.

9

'表明.有利的不公平分配/产生效

益%当
6

*

6

表明.不利的不公平分配/产生成本
8

为简

化运算'假定这两种偏好产生的边际效用相等'公平

偏好系数
Q

%

Q̀

#

Q̀

!

$

0

Q

0

%

"可理解为承包商的

.嫉妒系数/

*

%"

+

'因而承包商的实际净收益为
6

!̀ 8G

A

!

@

"

\O

!

7

"

:

由于承包商是风险厌恶的'故其确定

性等价收益为
=

%

8̀GA

!

@

"

\O

!

7

"

G

!

)0

#

&

#

$

#

"'

!

)0

#

&

#

$

#

"为承包商的风险贴水!

&

# 为随机因素对

承包商努力水平可观测变量的影响方差"'即代理人

在收益中放弃
)0

#

&

#

$

#

的收入以换取其确定性收

益
8

假设承包商的效用
C 9̀

G

)

=具有不变的绝对风

险规避度
)

`C2

$

C!

'而项目公司为风险中性'其期

望效用等于其确定性等价收入
:

根据假设
5

'不考虑

常数项*

#$

+

'则项目公司(承包商和项目价值增值期

望效用
O

%

'

O

#

'

O

分别为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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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项目效用函数时'

&

'

@

'

0

和
Q

由以下问

题共同决定#

IJ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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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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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求解

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双向激励的
%

阶条

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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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存在
0

)使得
O

最大
8

因此'根据

函数最大值性质'由
%

阶条件可得项目导向型供应

链项目价值增值最佳分配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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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项目公司和承包商的最优努力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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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分析与结论

结论
%

!

在均衡状态下'

0

)是
Q

的单调增函数'

项目价值增值的最佳分配系数随着承包商的偏好程

度增大而增大'即承包商的公平偏好越强烈'项目管

理公司将不得不给予更多的项目价值增值分享以补

偿其公平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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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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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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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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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F

#

$

4

为项目公司和承包商

对项目合作价值增值的贡献系数'则项目型组织对

项目价值增值的贡献系数越大'所得的价值分享

越多
8

结论
%

!

项目公司的最优努力水平
&

)是
Q

的

单调减函数'即承包商的公平偏好越强烈'项目公司

的努力水平越低
8

由推论
%

可知'承包商的公平偏好

越强烈'项目公司将给予更多的价值分享以补偿其

公平偏好而不得不降低自身的激励水平'进而导致

自身努力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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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承包商的风险规避度'在

承包商公平偏好程度一定的条件下'承包商越是规

避风险!

/

越大"'项目公司提供的项目价值增值最

佳分配系数越小!

0

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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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于给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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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大'承包商的风险成本越高'因此'最优的努力水平

要求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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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承包商的贡献系数
F

#

$

4.)&

#

\

"

#

$

4

时'均衡状态下承包商的最优努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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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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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价值增值贡献系数越大的承包

商'均衡状态时的
0

)越大%当贡献系数超过
$8;

时'

自豪偏好程度增大'促使其投入更多努力'获得更多

利益
8

对项目价值增值贡献系数越小的承包商'嫉妒

偏好程度增大'

0

)增大但不超过
$8;

'项目公司让渡

的价值并不能补偿承包商嫉妒偏好产生的成本'导

致承包商的
@

)随
Q

的增大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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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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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项目公司的期望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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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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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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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调减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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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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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导向型供应链项目价值增值分

配系数和最佳支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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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分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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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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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满足双向激励
#

阶条件'可知在项目

导向型供应链中'当项目公司和承包商各自追逐自

身利益最大化时'项目价值增值最佳分配系数是不

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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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

'当承包商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时'项

目公司的收益总比预期要少'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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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多情况

下'由于项目公司和承包商都拥有独特的(无法替代

的核心知识'故最终的结果往往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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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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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式可以发现'在承包商利益

最大化前提下'公平偏好越大'承包商的项目价值增

值越多%而在项目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公平偏

好程度越大'承包商的项目价值增值也越大
8

因此'

在实际的导向型供应链中'作为核心企业的项目管

理公司或业主单位应对项目有较好规划和管理'尽

可能设计合理而公平的分配方案'以避免承包商产

生不公平感'这样'项目管理公司或业主单位也能够

获得更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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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支付成本
-

)的讨论

从项目价值增值最大化的角度考虑项目管理公

司和承包商的最佳支付成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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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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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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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大而增大'即合作

双方在寻求项目价值增值最佳分配系数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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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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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样'承包商的公平偏好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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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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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证明了

公平合理的项目价值增值分配是项目导向型供应

链运作的基础'利益分配方案越趋公平合理'项目

管理公司和承包商共同支付的最佳成本越显得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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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拟与模型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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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此时仅考虑项目公司和承包商合

作的项目价值增值最大化'通过最大化项目价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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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承包商公平偏好度
Q

的函数

0

)

2

#;

!

#Q

3

%

"

#

%A

!

Q

3

%

"

#

3

#;

!

#Q

3

%

"

#

0

)

%

2

!

#!Q

3

#%

"$!

A>Q

3

;=

"

0

)

#

2

!

A>Q

#

3

A>Q

3

%

"$!

%A>Q

#

3

%H"Q

3

>%

"

!!

将
0

)

'

0

)

%

和
0

)

#

分别代入式!

>

"'得到
O

关于
0

的函数'应用
aJO7JX=8$

模拟数据'得到图
!8

从图
!

可看出'无论是最大化项目价值(项目公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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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收益'还是最大化承包商收益'

0

是
Q

的增函数'

且在相同
Q

的取值时'

0

)

#

*0

)

*0

)

%

8

这与结论
%

与

!8%

节的分析相吻合'也反映出单方面的最大化项目

导向型供应链参与方!如项目公司"的收益'对另一

方!如承包商"不公平'且项目价值增值的分配系数

也偏离了实际项目情况
8

图
D

!

项目价值增值分配系数与公平偏好的关系

?'

6

@D

!

J1#"&'()9B'

,

81&=11)

,

:(

_

1$&0"#%1N"**')

6

"##($"&'()$(1--'$'1)&")*-"':)199

,

:1-1:1)$1

$!$

!

项目价值增值最佳支付成本分析验证

依据
.U9RDY

V

和
eJME9IJE

的标定*

%=

+

'对参数

取值#

6 $̀:A%

'

-

$̀:A"

'

,

$̀:HH

'

*

#̀:#;

'假定

Y %̀

'带入式!

#%

"'得到项目价值增值最佳支付成

本
/

)与分配系数
0

的函数%将式!

##

"带入'得到
/

)

与
Q

的函数'应用
aJO7JX=8$

模拟数据'得到图
>

'

;8

图
G

!

项目价值增值分配系数与支付成本的关系

?'

6

@G

!

J1#"&'()9B'

,

81&=11)

,

:(

_

1$&0"#%1N"**')

6

"##($"&'()$(1--'$'1)&")*

,

"

<

51)&$(9&

图
H

!

项目价值增值支付成本与公平偏好的关系

?'

6

@H

!

J1#"&'()9B'

,

81&=11)

,

:(

_

1$&0"#%1N"**')

6

,

"

<

51)&$(9&")*-"':)199

,

:1-1:1)$1

!!

从图
>

和图
;

可看出'

/

)是
0

和
Q

的增函数
8

这与
!8#

节的分析相吻合
8

因此'在实际的项目导向

型供应链中'项目公司更倾向于选择低水平公平偏

好的承包商'且通过设计合理的供应链契约来最大

化项目价值增值
8

$!&

!

跨组织双向激励模型算例

依据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双向激励模型和

相关参数取值'分别计算在
Q $̀

'

Q $̀:;

'

Q $̀:H

和
Q %̀

时均衡状态下'项目公司和承包商的努力水

平和收益(项目价值增值及其分配系数和支付成本
8

结果如表
%

表
>

!

不同
!

值情形下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

双向激励模型算例结果比较

I"8@>

!

J19%#&9$(5

,

":'9()81&=11)

,

:(

_

1$&N8"91*9%

,,

#

<

$B"')$:(99N(:

6

")'O"&'()"#8'*':1$&'()"#')$1)&'019

5(*1#1F"5

,

#19%)*1:*'--1:1)&K0"#%1

Q &

O

%

@

O

#

O

0

/

$ !8$; %"8HH %8>" %!8$% !!8!> $8!" $8>;

$8; #8!; %>8>% %8;% %=8!$ !#8AA $8;! $8";

$8H #8%; %#8;> %8;A %=8"= !%8;> $8;= %8$!

%8$ #8$; %%8A> #8=# %H8#H !$8"H $8;" %8$A

!!

通过表
%

可发现'在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

双向激励均衡状态下#

%

承包商的公平偏好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项目价值增值的实现'公平偏好越强烈'

价值增值越低%

&

承包商公平偏好越强烈'合作双方

的支付成本越高%

'

项目价值增值分配系数越大'合

作双方的支付成本越高%

-

不论是项目公司还是承

包商'努力水平越高'收益越大%

5

承包商公平偏好

越强烈'项目公司越趋于降低自身努力水平
8

&

!

结论与展望

!

%

"项目型组织对项目价值增值的贡献越大'

所得到的利益分享就越多
8

!

#

"项目型组织的努力程度不仅受自身能力和公

平偏好水平的限制'还受到项目价值增值分配系数和

项目导向型供应链中其他合作方努力水平的影响
8

!

!

"项目价值增值分配系数由项目导向型供应

链合作双方的努力程度(偏好水平和支付成本共同

决定
8

!

>

"项目型组织合作的最佳支付成本随着项目

价值增值最佳分配系数的增大而增大'其公平偏好

程度越大'支付成本越大
8

本模型研究是在一系列合理假设的前提下构建

的'如仅考虑项目管理公司和承包商的一对一关系'

在实际的项目导向型供应链中'项目型组织之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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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创新活动更为复杂'项目价值增值影响因素更

多
8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模型解析得出一些有益

于提升项目型组织合作效率的结论建议'为项目导

向型供应链跨组织合作创新提供新的思路'更具针

对性和实践性'为实现项目价值增值'提供解决方

法'为项目型组织实施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合

作创新活动和实现项目价值增值'提供理论指导和

决策支持
8

但因只考虑承包商公平偏好水平对项目

价值增值的影响'因而无法实现项目导向型供应链

跨组织双边激励'以优化项目管理公司的努力水平

和资源配置
8

因此'为进一步提高项目价值增值'双

方公平偏好水平协调均衡的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

织双向激励问题'是笔者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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