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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考虑零售商的过度自信因素，建立鲜活农产品供应商与零售商质量投资的演化博弈模型，得到供应商与零
售商质量投资的演化稳定策略，进而分析零售商的过度自信对鲜活农产品质量投资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

零售商的过度自信水平对鲜活农产品供应商与零售商质量投资的演化稳定有显著影响，另外，双方的质量投资产出

比、双方选择质量投资的成本及“搭便车”行为等因素对鲜活农产品质量投资的演化稳定策略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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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活农产品是指新鲜蔬菜、新鲜水果、鲜活水产品、活的
畜禽和新的肉蛋奶等５类农产品［１］。近年来，某些鲜活农产

品的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如２０１０年大蒜价格飙升，某些地区
高达 ２０元／ｋｇ，而 ２０１１年 ５月中旬，大蒜的价格仅有
３元／ｋｇ，２０１６年 ３月中旬，大蒜的价格又高达 １２．８元／ｋｇ。
同时，也有部分农产品面临供大于求的困境。如 ２０１２年 ４
月，海南省的青椒、河南省的芹菜、山东省的大白菜等几乎同

时滞销，菜农们苦不堪言，甚至发生了滞销的农产品倾倒入河

或烂在地头的事件。农产品的价格大幅波动，表面看来是由

于鲜活农产品的供需不平衡导致的，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决策

者对于市场实际需求的过高估计或过低估计所导致的。当决

策者对未来的市场实际需求过高估计时，会增加自己的生产

量，进而可能导致农产品供大于求，农产品滞销；当决策者对

未来的市场需求过低估计时，会降低自己的生产量，进而导致

农产品供小于求，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在农产品供应链中，

零售商处于主导地位，供应商往往根据零售商的订购来安排

生产。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决策者具有过度自信行为，即往

往根据自己所设想的产品质量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而估计市场

需求，从而导致零售商对市场需求的估计出现偏差［２］。农产

品供给与需求失衡主要源于零售商对市场需求的估计失误。

因此，研究零售商的过度自信如何影响零售商的决策问题更

具现实意义。近几年，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时有发生，有部分

农户添加各种有害物质，以加速农产品的生长，提高产量。如

２０１３年６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报道了陕西省渭南市
蔬菜基地滥售滥用高毒农药的不法事件。如何加强农产品的

质量管理，是一个迫切须要解决的问题。目前，较多学者研究

了农产品供应链的质量管理和协调问题。Ｍａｃｈｅｋａ等指出，

为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农产品供应链应具备回收隐患

农产品以及识别责任主体的功能［３］。张煜等指出，农产品供

应链质量安全管理应注重企业的合作与协调，尤其是加强信

息流、资金流的控制与管理［４］。张翠华等发现，在非对称信

息条件下，购买商通过进行质量评价、转移支付方式加以激励

供应商提高质量水平［５］。朱立龙等通过对最优质量契约设

计以明确供应链中供应商和购买商双方的质量投资水平［６］。

Ａｕｎｇ等通过采用冷链或温度控制方式对食品供应链进行质
量管理并用试验加以证明［７］。有些学者则研究了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演化博弈问题，如陈通等分析了进行质量维护时的

成本收益转化系数对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８］。张蓓运用统

计二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控制

行为的主要因素［９］。许民利等分析了确定需求下双方质量

投入产出比对演化稳定均衡的影响［１０］。但上述文献大都基

于完全理性人的假设，没有考虑决策者的过度自信行为。仅

有较少文献考虑了决策者为过度自信时的决策问题，如周爱

保等研究了企业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对投资决策和公司并购的

影响［１１］。Ｂｏｌｔｏｎ等指出库存决策者过度自信会使实际期望
利润小于理性决策下的期望利润［１２］。Ｌｉ等认为过度自信作
为一种认知偏差，对竞争下的报童问题的期望利润产生影

响［１３］。周永务等研究了过度自信的零售商对需求存在偏差，

并得出零售商的利润损失与过度自信程度和订购偏差的关

系［１４］。Ｒｅｎ等考虑决策者的过度自信行为，通过数学模型设
计了基于报童模型的最优策略［１５］。较少有研究考虑到质量

因素，如肖迪等针对过度自信情境下考虑质量控制的供应链

库存管理决策问题，设计了供应链质量管理的优化策略［２］。

但这考虑的是一般工业品的管理决策，因此本试验将考虑鲜

活农产品零售商的过度自信行为，研究供应商群体与零售商

群体的农产品质量投资演化博弈过程，求解演化均衡策略，并

分析过度自信对演化均衡策略的影响。

１　基本假设与模型的建立

本研究考虑由供应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假设

ｑ为市场实际需求，且服从正态分布Ｎ（μ，σ２），概率密度函数
ｆ（ｘ）＞０，累积分布函数为Ｆ（ｘ）。假设零售商对产品需求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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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存在过度自信行为，进行需求预测时会更加相信零售价格和

质量投资对需求的影响。零售商过度自信存在过高估计和过

度精确的倾向，考虑过度自信的预期市场需求函数为［２］：

ｑｒ＝α［ａ－ｂｐ＋β（Ｉｓ＋Ｉｒ）］＋（１－α）ｑ。 （１）
式中：ａ－ｂｐ＋β（Ｉｓ＋Ｉｒ）表示零售商心理预期的市场需求，即
在一定的价格和质量投资下零售商认为能够产生的市场需

求；Ｉｓ、Ｉｒ（Ｉｓ、Ｉｒ∈［０，１］）分别表示供应商和零售商的质量投
资；α表示零售商的过度自信程度，α越大，说明零售商越相
信零售价格和质量投资行为对市场需求的影响，当 α＝１时，
表示完全自信，当α＝０时，表示完全理性。此外，当α＝ｂｐ＋
β（Ｉｓ＋Ｉｓ）远大于（小于）ｑ，且 α→１时，决策者将过高（过低）
估计市场需求，其决策结果可能远偏离最优值。

在订购期内，零售商根据市场需求，向供应商订购鲜活农

产品，供应商根据零售商的订货量安排生产。假设零售商只

能订购１次，且不允许补货。供应商单位鲜活农产品的生产
成本为ｃｓ，零售商单位鲜活农产品的批发价为ｗ，单位鲜活农
产品的市场零售价为ｐ，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πｓ＝（ｗ－ｃｓ）ｑ； （２）

πｒ＝（ｐ－ｗ）ｑｒ－ｐ∫
ｑｒ

０
Ｆ（ｘ）ｄｘ。 （３）

　　供应商和零售商的行为策略空间为（进行质量投入，不
进行质量投入）。供应商的质量投入包括对鲜活农产品施

肥、除草、打农药等各个生长环节的精心维护等，零售商的质

量投入包括对储存室的装修、设计，鲜活农产品的冷冻、防腐、

精心存储以及运输过程中的保鲜等。

此时，供应商和零售商２个群体作出质量投资的决策，相
应收益如下：（１）如果供应商与零售商对农产品都选择不进
行质量投资，则他们的收益分别为 πｓ、πｒ。其中 πｓ＞０，πｒ＞
０；（２）如果供应商与零售商都选择质量投资，则此时农产品
的质量大大提高，市场需求量也会随之提高，此时他们的收益

分别为（１＋δｓ）πｓ－ｃ１ｑ、（１＋δｒ）πｒ－ｃ２ｑｒ，其中 δｓ（δｓ＞０）为
供应商选择农产品质量投资的产出比，表示供应商单位质量

投资增加导致其收益的增加程度。δｒ（δｒ＞０）为零售商选择
农产品质量投资的产出比，表示零售商单位质量投资的增加

导致其收益的增加程度。ｃ１（ｃ１＞０）为供应商的单位产品质
量投资成本，ｃ２（ｃ２＞０）为零售商的单位产品质量投资成本。
（３）当供应商选择质量投资、零售商不选择质量投资时，由于
供应商的质量投资，农产品的质量得到提高，进而市场需求量

会随之提高，此时供应商的收益为（１＋δｓ）πｓ－ｃ１ｑ，而零售商
没有质量投资，但存在“搭便车”行为，所获得的收益比原本

双方都不选择质量投资的收益要多，零售商的收益为 Ｔｒ
（Ｔｒ＞πｒ）。（４）当供应商不选择质量投资，零售商选择质量
投资时，农产品的质量也能得到提高，市场需求量也会随着其

质量投资的增加而提高，此时零售商的收益为（１＋δｒ）πｒ－
ｃ２ｑｒ，而供应商则由于自己的“搭便车”行为而获得比原本不
选择质量投资时更多的收益，此时供应商的收益为 Ｔｓ（Ｔｓ＞
πｓ）。综上分析，建立博弈支付矩阵（表１）。

表１　供应商与零售商的支付矩阵

供应商行为 零售商进行 零售商不进行

进行　 （１＋δｓ）πｓ－ｃ１ｑ，（１＋δｒ）πｒ－ｃ２ｑｒ（１＋δｓ）πｓ－ｃ１ｑ，Ｔｒ
不进行 Ｔｓ，（１＋δｒ）πｒ－ｃ２ｑｒ πｓ，πｒ

２　农产品供应链质量投资的演化博弈分析

２．１　演化过程的平衡点
假设在鲜活农产品供应商群体Ａ１中，选择质量投资策略

的比例为ｘ（ｘ∈［０，１］），则不选择的比例为（１－ｘ）；零售商
群体Ａ２中，选择质量投资策略的比例为 ｙ（ｙ∈［０，１］），则不
选择的比例为（１－ｙ）。

供应商选择质量投资策略的适应度为ｕ１ｘ＝ｙ［（１＋δｓ）πｓ－
ｃ１ｑ］＋（１－ｙ）［（１＋δｓ）πｓ－ｃ１ｑ］，供应商不选择质量投资策

略的适应度为ｕ１ｎ＝ｙＴｓ＋（１－ｙ）πｓ，则平均适应度为ｕ１＝ｘｕ１ｘ＋
（１－ｘ）ｕ１ｎ。　

根据Ｍａｌｔｈｕｓｉａｎ方程［１０］，鲜活农产品供应商Ａ１选择质量
投资策略的数量的增长率等于其适应度 ｕ１ｘ减去平均适应度

ｕ１，ｔ为时间，整理得复制动态方程

ｘ＝ｘ（ｕ１ｘ－ｕ１＝ｘ（１－ｘ）［δｓπｓ－ｃ１ｑ－ｙ（Ｔｓ－πｓ）］。（４）
　　同理，零售商Ａ２的复制动态方程：

ｙ＝ｙ（ｕ２ｙ－ｕ２＝ｙ（１－ｙ）［δｒπｒ－ｃ２ｑｒ－ｘ（Ｔｒ－πｒ）］。（５）
　　所以可得１个二维动力系统（Ｉ）：

ｄｘ／ｄｔ＝ｘ（１－ｘ）［δｓπｓ－ｃ１ｑ－ｙ（Ｔｓ－πｓ）］
ｄｙ／ｄｔ＝ｙ（１－ｙ）［δｒπｒ－ｃ２ｑｒ－ｘ（Ｔｒ－πｒ{ ）］

。 （６）

　　为了便于计算，令 ｘＤ＝
δｒπｒ－ｃ２ｑｒ
Ｔｒ－πｒ

，ｙＤ＝
δｓπｓ－ｃ１ｑ
Ｔｓ－πｓ

，δ１ｓ＝

ｃ１ｑ
πｓ
，δ２ｓ＝

Ｔｓ－πｓ＋ｃ１ｑ
πｓ

，δ１ｒ＝
ｃ２ｑｒ
πｒ
，δ２ｒ＝

Ｔｒ－πｒ＋ｃ２ｑｒ
πｒ

。

　　命题１：鲜活农产品供应商 Ａ１和零售商 Ａ２组成的系统
（Ｉ）的平衡点为（０，０）、（０，１）、（１，０）、（１，１），且当 δ１ｓ＜δｓ＜
δ２ｓ、δ

１
ｒ＜δｒ＜δ

２
ｒ时，（ｘＤ，ｙＤ）也是系统（Ｉ）的平衡点。

２．２　平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由于复制动态方程得到的平衡点不一定是系统的演化稳

定策略 （ＥＳＳ），参照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６］的 做 法，通过雅可比
（Ｊａｃｏｂｉａｎ）矩阵（Ｊ）分析演化均衡点的稳定性，得到演化稳定
策略（ＥＳＳ），即命题２。

命题２：（１）如果双方质量投资产出比满足０＜δｓ＜δ
１
ｓ，

０＜δｒ＜δ
１
ｓ，系统（Ｉ）的演化稳定策略（ＥＳＳ）为（Ｎ，Ｎ）；（２）如

果双方质量投资产出比满足０＜δｓ＜δ
１
ｓ，δ

１
ｒ＜δｒ＜δ

２
ｒ系统（Ｉ）的

演化稳定策略（ＥＳＳ）为（Ｎ，Ｙ）；（３）如果双方质量投资产出比
满足δ１ｓ＜δｓ＜δ

２
ｓ，０＜δｒ＜δ

１
ｒ，系统（Ｉ）的演化稳定策略（ＥＳＳ）

为（Ｙ，Ｎ）；（４）如果双方质量投资产出比满足 δ１ｓ＜δｓ＜δ
２
ｓ，

δ１ｒ＜δｒ＜δ
２
ｒ，系统（Ｉ）的演化稳定策略（ＥＳＳ）为（Ｎ，Ｙ）和（Ｙ，

Ｎ）；（５）如果双方质量投资产出比满足 δｓ＞δ
２
ｓ，δｒ＞δ

２
ｒ，系统

（Ｉ）演化稳定策略（ＥＳＳ）为（Ｙ，Ｙ）。
证明：根据演化稳定策略的判断方法，通过计算得出雅可

比矩阵Ｊ在各个平衡点的迹和行列式的值及其局部稳定性
（表２）。
２．３　演化结果分析

由表２可知，供应商Ａ１和零售商 Ａ２在５种情形下演化
博弈过程，它们的演化相位分别见图１。

由图１可知下列分析结果：（１）当供应商和零售商的质
量投资产出比δｓ、δｒ均较小，即０＜δｓ＜δ

１
ｓ，０＜δｒ＜δ

１
ｒ时，双方

不管是独自选择质量投资还是共同选择质量投资，质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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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鲜活农产品质量投资５种情形的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情形 平衡点 Ｊ的迹 行列

式值

局部稳

定性

情形（１）的平衡点的稳定性 （０，０） － ＋ ＥＳＳ
（０，１）不确定 － 鞍点

（１，０）不确定 － 鞍点

（１，１） ＋ ＋ 不稳定点

情形（２）的平衡点的稳定性 （０，０）不确定 － 鞍点

（０，１） － ＋ ＥＳＳ
（１，０）不确定 － 鞍点

（１，１） ＋ ＋ 不稳定点

情形（３）的平衡点的稳定性 （０，０）不确定 － 鞍点

（０，１）不确定 － 鞍点

（１，０） － ＋ ＥＳＳ
（１，１） ＋ ＋ 不稳定点

情形（４）的平衡点的稳定性 （０，０） ＋ ＋ 不稳定点

（０，１） － ＋ ＥＳＳ
（１，０） － ＋ ＥＳＳ
（１，１） ＋ ＋ 不稳定点

（ｘＤ，ｙＤ） ０ － 鞍点

情形（５）的平衡点的稳定性 （０，０） ＋ ＋ 不稳定点

（０，１）不确定 － 鞍点

（１，０）不确定 － 鞍点

（１，１） － ＋ ＥＳＳ

　　注：“＋”“－”分别表示＞０、＜０。

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增额都很小，而他们却为此付出投资成本，

如图１－ａ所示，此时（０，０）是演化稳定点，（０，１）和（１，０）是
鞍点，（１，１）是不稳定点，即供应商和零售商对农产品均不选
择质量投资是演化稳定策略。（２）当供应商的投入产出比 δｓ
较小、零售商的质量投资产出比 δｒ较大，即０＜δｓ＜δ

１
ｓ，δ

１
ｒ＜

δｒ＜δ
２
ｒ时，零售商选择质量投资获得的收益大于其为此而付

出的投资成本，但却小于此时他采取“搭便车”行为获得的收

益Ｔｒ。此时供应商选择质量投资获得的收益远远小于其为
此付出的投资成本，因此供应商不会选择质量投资，零售商的

“搭便车”行为无法实施，如图１－ｂ所示，（０，１）是演化稳定
点，（０，０）和（１，０）是鞍点，（１，１）是不稳定点，即供应商不选
择质量投入，而零售商选择质量投资是演化稳定策略。（３）
当供应商的投入产出比δｓ较大，零售商的质量投资产出比 δｒ
较小，即δ１ｓ＜δｓ＜δ

２
ｓ，０＜δｒ＜δ

１
ｒ时，供应商选择质量投资获得

的收益远大于其付出的投资成本，却小于此时他采取“搭便

车”行为获得的收益Ｔｓ。此时零售商选择质量投资获得的收
益远远小于其付出的投资成本，不会选择质量投资，供应商的

“搭便车”行为无法实施，如图１－ｃ所示，（１，０）是演化稳定
点，（０，０）和（０，１）是鞍点，（１，１）是不稳定点，即供应商选择
质量投资，而零售商不选择质量投资是演化稳定策略。（４）
当双方的质量投资产出比分别为 δ１ｓ＜δｓ＜δ

２
ｓ，δ

１
ｒ＜δｒ＜δ

２
ｒ时，

双方对农产品选择质量投资获得的收益大于其为此而付出的

投资成本，却分别小于其从对方选择质量投资而自身采取

“搭便车”行为获得的收益 Ｔｓ、Ｔｒ，如图１－ｄ所示，（０，１）和
（１，０）演化稳定点，（０，０）和（１，１）是不稳定点，（ｘＤ，ｙＤ）是鞍
点，此时，供应商选择质量投资，而零售商不选择质量投资或

供应商不选择质量投资，零售商选择质量投资构成系统的演

化稳定策略，但演化稳定策略究竟会沿哪一条路径与支付矩

阵和系统的初始状态有关。如图１－ｄ所示，由２个不稳定点
和１个鞍点连成的折线为系统收敛到２个状态的临界线。在

对角线的左上方，系统收敛到（不选择质量投资，选择质量投

资），在对角线的右下方，系统收敛到（选择质量投资，不选择

质量投资）。（５）当农产品供应链中供应商和零售商的质量
投资产出比都很大，即分别为 δｓ＞δ

２
ｓ，δｒ＞δ

２
ｒ时，双方选择质

量投资获得的收益分别大于其从对方选择质量投资而自身采

取“搭便车”行为所获得的收益Ｔｓ、Ｔｒ，如图１－ｅ所示，（１，１）
是演化稳定点，（０，１）和（１，０）是鞍点，（０，０）是不稳定点，即
供应商和零售商均选择质量投资为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

２．４　参数变化对系统演化博弈稳定均衡结果的影响
综上可知，当供应商与零售商的农产品质量投资产出比

分别为δ１ｓ＜δｓ＜δ
２
ｓ、δ

１
ｒ＜δｒ＜δ

２
ｒ时，如图１－ｄ所示，双方演化

稳定策略为（不选择质量投资，选择质量投资）和（选择质量

投资，不选择质量投资）。系统最终收敛到哪个状态，主要由

区域Ⅰ和区域Ⅱ的面积决定，如图１－ｄ所示分别用 ＳⅠ、ＳⅡ
表示。当ＳⅠ ＜ＳⅡ时，系统收敛到均衡点（１，０）的概率要大于
收敛到均衡点（０，１）的概率，即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更倾向
于供应商选择质量投资，而零售商不选择质量投资；当 ＳⅠ ＞
ＳⅡ时，系统收敛到均衡点（０，１）的概率大于收敛到均衡点（１，
０）的概率，即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更倾向于供应商不选择质
量投资，而零售商选择质量投资；当ＳⅠ ＝ＳⅡ时，系统收敛到２
个均衡点（０，１）与（１，０）的概率是相等的。整理得

ＳⅠ ＝
１
２［ｘＤ＋（１－ｙＤ）］＝

１
２
δｒπｒ－ｃ２ｑｒ
Ｔｒ－πｒ

＋
Ｔｓ－（１－δｓ）πｓ－ｃ１ｑ

Ｔｓ－π[ ]
ｓ

。

（７）
　　经上述分析，可得命题３。

命题３为零售商的过度自信水平α对系统演化均衡稳定
的影响：（１）当ｑ＞ａ－ｂｐ＋β（Ｉｓ＋Ｉｒ）时，随着零售商过度自信
水平α增大，系统更倾向于供应商选择质量投资而零售商不
选择质量投资的演化稳定策略；（２）当 ｑ≤ａ－ｂｐ＋β（Ｉｓ＋Ｉｒ）
时，随着零售商过度自信水平 α增大，系统更倾向于供应商
不选择质量投资而零售商选择质量投资的演化稳定策略。

证明：对ＳⅠ求关于α的偏导

　　
ＳⅠ
α
＝［（ａ－ｂｐ）＋β（Ｉｓ＋Ｉｒ））－ｑ］Ｍ［Ｍ＝Ｔｒ

δｒ
ｑｒ
（πｒ－

ｑｒ
δｒ
ｃ２）＞０］。

　　（１）如果ｑ＞ａ－ｂｐ＋β（Ｉｓ＋Ｉｒ），
ＳⅠ
α
＜０。所以ＳⅠ是α的

减函数。随着零售商过度自信水平 α增大，系统收敛于均衡
点（１，０）的概率越大，即系统更倾向于供应商选择质量投资
而零售商不选择质量投资的演化稳定策略。（２）如果ｑ≤ａ－

ｂｐ＋β（Ｉｓ＋Ｉｒ），
ＳⅠ
α≥

０。所以 ＳⅠ是 α的增函数。随着零售

商过度自信水平α增大，系统收敛于均衡点（０，１）的概率越
大，即系统更倾向于供应商不选择质量投资而零售商选择质

量投资的演化稳定策略。说明零售商具有过度自信时，会根

据零售价格和质量来估计需求。当市场实际需求大于零售商

心理预期的市场需求时，意味着零售商过低估计了市场的实

际需求。随着零售商过度自信水平的增大，零售商的预期市

场实际需求越小，因此零售商会更倾向不选择质量投资，而理

性的供应商能够较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会更倾向选择质量

投资获取更多收益；当市场实际需求小于零售商心理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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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时，意味着零售商过高估计了市场实际需求，随着零

售商过度自信水平的增大，零售商预期的市场实际需求越大，

因此零售商选择质量投资，以提高其收益，而理性的供应商能

够较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会选择不进行质量投资。

命题４，零售商具有过度自信时，“搭便车”行为对系统演
化均衡稳定的影响为：（１）供应商采取“搭便车”行为得到的
收益Ｔｓ越大，系统越倾向于供应商不选择质量投资而零售商
选择质量投资的演化稳定策略；（２）零售商采取“搭便车”行
为得到的收益Ｔｒ越大，系统越倾向于供应商选择质量投资而
零售商不选择质量投资的演化稳定策略。

证明：将ＳⅠ分别对 Ｔｓ、Ｔｒ求偏导，得出 ＳⅠ是 Ｔｓ的增函
数，是Ｔｒ的减函数。因此，随着供应商采取“搭便车”行为所
获得的收益Ｔｓ增大，系统收敛于均衡点（０，１）的概率越大，
双方演化稳定策略更倾向于供应商不选择质量投资而零售商

选择质量投资；随着零售商采取“搭便车”行为所获得的收益

Ｔｒ增大，系统收敛于均衡点（１，０）的概率越大，双方演化稳定
策略更倾向于供应商选择质量投资而零售商不选择质量投

资。说明零售商具有过度自信时，如果供应链成员的“搭便

车”行为从对方质量投资中获得的收益很大，此时该供应链

成员选择质量投资的积极性会大大减弱。

命题５，零售商具有过度自信时，双方质量投资产出比对
系统演化均衡稳定的影响：（１）随着供应商质量投资产出比
δｓ增大，系统更倾向于供应商选择质量投资而零售商不选择
质量投资的演化稳定策略；（２）随着零售商质量投资产出比
δｓ增大，系统更倾向于供应商不选择质量投资而零售商选择
质量投资的演化稳定策略。

证明：将ＳⅠ分别对δｓ、δｒ求偏导，得出ＳⅠ是δｓ的减函数，
是δｒ的增函数。因此，随着供应商质量投资产出比 δｓ增大，
系统收敛于均衡点（１，０）的概率越大，双方演化稳定策略更
倾向于供应商不选择质量投资而零售商选择质量投资；随着

零售商质量投资产出比 δｒ增大，系统收敛于均衡点（０，１）的
概率越大，双方演化稳定策略更倾向于供应商不选择质量投

资而零售商选择质量投资。说明随着零售商质量投资产出比

的增大，相同单位的质量投资成本，零售商获取的收益更多，

因此，零售商愿意选择质量投资，而供应商的质量投资产出比

较小，供应商不愿意选择质量投资。类似地，随着供应商质量

投资产出比的增大，供应商也愿意选择质量投资，而零售商不

愿意选择质量投资。

３　结语

本试验研究了鲜活农产品供应链中零售商具有过度自信

行为时，供应商与零售商２个群体关于鲜活农产品质量投资
决策的演化策略。当质量投资产出比不断变化时，得到系统

的多个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零售商过度自信水平

对鲜活农产品供应商与零售商质量投资的演化稳定有显著影

响；另外，双方的质量投资产出比、双方选择质量投资的成本

和“搭便车”行为等因素对供应链中２个群体演化策略也有
一定影响。本研究仅考虑了零售商具有过度自信行为时鲜活

农产品的质量投资决策演化策略，未来的研究须考虑双方都

存在过度自信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损耗等因素对鲜活农产品供

应链质量投资演化策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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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鲜产品供应链协调［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８，２８（２）：
１９－２５，３４．

［２］肖　迪，袁敬霞，鲁其辉．决策者过度自信视角下考虑质量控制
的供应链库存策略［Ｊ］．中国管理科学，２０１４，２２（１０）：５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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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加强农超对接合作管理
要充分发挥农超对接模式的优势，必须先从合作社和超市

入手，控制其之间的合作过程，加强其合作过程的管理。在农

超对接过程中，只有保证长期的合作，才能使合作社与超市的

利益得到保障，而长期合作的建立就需要合作社与超市之间形

成契约，并通过契约来控制合作的长期性与稳定性。在契约基

础建立后，要加强合作的管理，一方面须要通过合理的利益分

配来激励合作社与超市的合作热情，另一方面要通过合作社与

超市对供应、需求及库存的管理，来实现合作过程的顺畅。

５．２　组建蔬菜质量追溯系统
随着大众对食品安全的不断重视，蔬菜质量追溯体系逐

步成为安全蔬菜的必要标示。但是通过调研和实际生活总结

可以发现，蔬菜质量可追溯体系一般存在于农超对接模式中，

而目前农超对接模式下的蔬菜质量追溯方式一般为编码追

溯，同时追溯体系也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因此，在农超对接

合作过程中，合作社与超市应主动运用蔬菜质量追溯体系，并

通过无线射频技术来更准确地实现追溯过程。这样一来，当

蔬菜质量出现问题时，就能准确地追踪责任单位或责任人，使

蔬菜质量更加透明，不但可以使合作社和超市更加注重对蔬

菜质量的监督，同时也降低了由质量安全问题带来的风险，提

升了消费者安全消费的信心［１０］。

５．３　农超之间深化新媒体影响意识
新媒体环境下消费者对蔬菜质量的反映将直接影响合作

社与超市的最终利益，这种影响也将随着新媒体进一步的普

及得到深化。消费者对质量高的蔬菜通过新媒体进行积极反

映将为农超带来潜在收益，如果蔬菜质量较低，消费者进行负

面的反映，将为农超带来潜在损失。因此，合作社和超市应切

实注意到这一点，树立良好的控制和监督意识，通过积极的控

制和监督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为农超对接模式创造

更多利益，进而保证农超对接优势的发挥。

５．４　超市积极利用新媒体的影响
在合作社与超市意识到新媒体对其收益的影响后，超市

应主动对新媒体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进行引导，可以建立

微信和微博公共账号，使更多消费者了解超市所出售蔬菜质

量的具体情况。一旦蔬菜质量控制或监督环节出了问题，蔬

菜质量达不到消费者满意的水平时，应查明原因，再通过公众

号发送解释信息，主动承担责任，避免消极影响的扩散。而在

蔬菜质量长期保持较高水平时，可以定期通过数据统计来反

映消费者的满意率，扩大新媒体环境下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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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ＢｒｙｓｏｎＬ．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ａ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４８．

［２］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ＰＦ，ＭｅｒｔｏｎＲＫ．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ｔａｓｔｅ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Ｃ］／／ＢｒｙｓｏｎＬ．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ａ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４８．

［３］田儒雅，刘怡君．基于超网络的社会舆论干预及应用研究［Ｊ］．
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２（５）：５７８－５８５．

［４］钟剑茜．论纸媒官方微博对舆论场的引导作用［Ｊ］．当代传播，
２０１３（４）：１０８－１１０．

［５］姜　景，李　丁，刘怡君．基于微博舆论生态的突发事件管理策
略研究［Ｊ］．管理评论，２０１５（４）：４８－５６．

［６］徐　峰．在线信息对不同城市类型酒店网上预订量的影响研
究———以携程网数据为例［Ｊ］．商业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３（７）：７３－８０．

［７］浦徐进，路　璐，蒋　力．影响“农超对接”供应链运作效率的因素分
析［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１２（４）：２７－３４．

［８］徐广业，黄胜忠，王　磊．农超对接供应链的效益分析———定价
决策权威视角［Ｊ］．中国流通经济，２０１４（１）：４３－４６．

［９］崔　丽，张永芬．基于供应链上下游制约机制的蔬菜质量安全控
制［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６，４４（２）：４８４－４８６．

［１０］吴林海，卜　凡，朱　淀．消费者对含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猪
肉的消费偏好分析［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２（１０）：１３－２３，

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
４８．

（上接第３４４页）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ｆｏｏｄｓｅｃｔｏｒｉｎＨａｒａｒ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Ｊ］．Ｆ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３，３４（１）：１２６－１３１．

［４］张　煜，汪寿阳．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模式研究———三鹿奶
粉事件案例分析［Ｊ］．管理评论，２０１０，２２（１０）：６７－７４．

［５］张翠华，黄小原．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业务外包的质量评价和转移
支付决策［Ｊ］．管理工程学报，２００４，１８（３）：８２－８６．

［６］朱立龙，尤建新．非对称信息供应链质量信号传递博弈分析［Ｊ］．
中国管理科学，２０１１，１９（１）：１０９－１１８．

［７］ＡｕｎｇＭ Ｍ，ＣｈａｎｇＹ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ｏｆａｐｅｒｉｓｈａｂｌｅｆｏｏｄ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Ｊ］．Ｆｏｏ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４，
４０（１）：１９８－２０７．

［８］陈　通，李志方．区域品牌农产品质量维护合作机制的演化博弈
分析［Ｊ］．系统工程，２０１４（５）：１３３－１３７．

［９］张　蓓．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研究［Ｊ］．商业
研究，２０１５，５７（３）：１４７－１５３．

［１０］许民利，王　俏，欧阳林寒．食品供应链中质量投入的演化博弈
分析［Ｊ］．中国管理科学，２０１２，２０（５）：１３１－１４１．

［１１］周爱保，赵　鑫．决策行为与认知偏差———管理者过度自信研
究述评［Ｊ］．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０９，２３（４）：１３５－１３８．

［１２］ＢｏｌｔｏｎＧＥ，Ｋａｔｏｋ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ｄｏ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ｓｖｅｎｄｏｒ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Ｊ］．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１０（１０）：
５１９－５３８．

［１３］ＬｉＭ，ＰｅｔｒｕｚｚｉＮＣ，ＺｈａｎｇＪ．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ｎｅｗｓｖｅｎｄｏｒｓ
［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２０１５．

［１４］周永务，刘哲睿，郭金森，等．基于报童模型的过度自信零售商
的订货决策与协调研究［Ｊ］．运筹与管理，２０１２，２１（３）：６２－６６．

［１５］ＲｅｎＹ，Ｃｒｏｓｏｎ Ｒ．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 ｎｅｗｓｖｅｎｄｏｒｏｒｄｅｒｓ：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ｔｕｄｙ［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５９（１１）：
２５０２－２５１７．　

［１６］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ｇａｍｅ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１９９１，５９（３）：６３７－６６６．

—１５３—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第２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