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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属性拍卖突破了传统拍卖理论仅以期望收益最大为目标的限制 ,考虑了包括价格和质量等在内

的多因素决策变量。因为物流交易因时间、地点、内容的不同而具有特殊性 ,因此对其真实成本信息揭示

非常重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将多属性与传统二价拍卖模型相结合的多属性第二评分拍卖交易模型来解决

物流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并实现了物流成本、质量等多属性综合优化。最后 ,基于鲜活农产品物

流的仿真算例对上述模型进行了仿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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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

现代企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现代化的物流作

支撑 ,现代企业与物流市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十一五”期间中国现代物流发展的目标是 ,到 2010

年 ,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比 2005 年

(1816 %) 再下降 2～3 个百分点①。由于大量物流

项目发生的时间、地点、内容不同 ,因而在高速成长

的物流市场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面临两个关键问

题 :第一 ,真实物流成本的揭示及这一成本信息在较

广市场范围的传播 ;第二 ,有竞争力的价格形成机制

和分配机制。这两点问题 ,基于拍卖理论的在线物

流服务交易机制的设计均可针对性地解决。从鲜活

农产品物流的本质和特征来看 ,通过网络的拍卖方

式去寻找鲜货农产品物流最优的服务商 ,并从多维

属性 (如时间、安全度等) 去衡量实现更有价值的服

务 ,是将农业经营者从繁杂的相关业务中解脱出来

的有效替代服务交易平台 ,同时优化资源配置。

拍卖作为一种价格发现和实现机制 ,是多个具

备个体理性的博弈方在特定规则下做出最优决策的

过程。合理的拍卖机制设计包含有效的分配规则和

支付规则 ,满足激励约束和参与约束。拍卖的基本

形式的存在已有很长历史 ,但是对于拍卖的理论研

究在 Vickrey 发表的开创性论文之后才得以发展。

在这篇论文中 ,Vickrey 论述了最低竞标者获标而

支付第二低竞标价格的密封二价拍卖 ,这种拍卖形

式是一种从理论上鼓励所有竞标者揭示他们的真实

成本信息的方法[1 ] 。通过比较二价密封拍卖和英式

拍卖、一价密封拍卖等标准形式 ,Vickrey 得到重要

的收益等价性原理。这使得 Myerson 开始从机制

设计的角度来研究拍卖理论 ,就是要在参与约束和

激励约束的条件下求卖主的最大期望收益。Myer2
son 得出 ,设置了保留价的第二价格拍卖是最优的。

后来的学者在多方面进行了拓展 , 比如 , Eric

Maskin 和 John Riley 讨论了多物品时的最优机制

设计和有效性问题 , Mark Armst rong 作了更进一

步的讨论[2 ] 。Levin 对互补性物品的最优拍卖问题

提出了一个一般的分析框架[3 ] 。王彦、李楚霖讨论

了投标人在不同的预算约束时的多物品拍卖[4 ] 。在

物流领域中 ,多属性的交易要求也是重要的领域之

一 ,对其进行拍卖机制设计非常关键。随着互联网

的兴起 ,在线逆向拍卖作为一种采购工具已经被各

种商品需求方广泛接受 ,以求设计合理的机制来降

低商品的单价[5 ] 。然而 ,传统的拍卖机制设计研究

的是期望收益最大化或期望成本最小化问题。但

是 ,在现实中 ,常常买方要求购买的商品满足其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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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的要求 ,如物流中的单件运送时间、安全技术水

平等。同时 ,由于物流服务这一“标的物”并非是一

个可见的商品 ,其本身就包含多种属性 ,需求方对其

属性条件的要求往往也是多元的 ,那么设计一种综

合考虑多种属性品质的市场交易机制 ,将是完成具

有个性化特征的物流服务交易的必要条件。多属性

拍卖模型的设计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 ,也有学者对

多属性拍卖进行了研究。Che 对包括价格和质量属

性的拍卖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 ,同时 ,他还讨

论了这种拍卖理论在第一价格和英式拍卖形式下的

实现形式 ,但仅在价格以外的增加的一个质量属性 ,

对质量属性的因子并未深入展开 ,但具有很强的理

论价值[6 ] 。金 　、石纯一从单维向多维发展了

Vickrey 的拍卖形式 ,形成了一种暗标叫价的多属

性拍卖方法 , Teich 与 Teichetal 发展和描述了一种

在多属性要求的情况下的多属性在线交易谈判拍卖

系统 ,这个系统成交后买卖双方按报价进行一对一

谈判的成交 ,J eff rey E1 Teich 发展了这一谈判拍卖

系统 ,引入了“建议价”的概念 ,对新进入系统的人加

以引导 ,以确保成本下降和新进入者进入时存活于

系统[ 7 - 9 ] 。但这些方法大多目标函数仍是价格最小

化 ,对属性变量只进行了水平性整体控制 ,而非直接

加以讨论。通过对单因素向多因素的转变 ,本文以

传统的二价拍卖模型为基础 ,设计了一个多属性第

二评分拍卖模型 ,将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转化为以

效用最大化为目标 ,讨论每个属性对买方效用的直

接影响 ,分析买卖双方的最优策略 ,并在鲜活农产品

的物流服务交易中进行仿真试验。

2 　基于二阶拍卖的多属性拍卖模型

211 　问题描述

在物流拍卖交易机制中 ,买者 (拍卖方) 对竞标

者的要求包括除价格外的多个属性 ,通过拍卖机制

从 n 个竞标企业选择一个服务供应方。竞标者的投

标为一个向量 ,包括价格属性 p 和质量属性 Q ,其

中质量属性又分为 q1、q2 , ⋯, qm ,比如物流中的安全

技术水平 ,单件运输周期等。竞标者的投标用向量

( p , q1 , q2 , ⋯, qm ) 表示 ,其规定了竞标者中标后需

提供的服务标准。其中 Q 是 q i 的增函数。也有这

样的情况 ,就是服务质量是某个属性指标值的减函

数 ,比如物流中的时间属性。这时属性量定义为 qi

= 1/ time 。由于该模型不再以价格最低作为买方

的目标 ,所以要将期望收益最大化转化为期望效用

最大化加以讨论。

为便于以后的讨论 ,现先将买卖双方的效用函

数做如下定义 :

1) 拍卖者 (买方 buyer) 效用的表达式为 ( p ,

q1 , q2 , ⋯, qm ) ∈ Rn+1
+ ,简记为 U b ( p , Q) ,且 U b =

- p +V ( q1 , q2 , , ⋯, qm ) 。其中 , p 表示支付的价

格 , V ( q1 , q2 , ⋯, qm ) 表示交易带来的价值。

由成本函数和竞价即可导出竞标者 (卖方) i 的

效用表达式为 :πi ( p , Q) = p - c( Q ,θi ) ,其中 , C′

> 0 , C’’ < 0 ,并且 limqi →0 C′( Q) = ∞, limqi →∞C′( Q)

= 0 , 从而保证有解。其中 ,成本函数 c( Q ,θi ) 中的

质量属性 qj 为成本参数θi 的增函数。

设每个竞标者的成本参数为θi , 质量函数

Q(θi ) 为一个增函数。每个竞标者拥有私人信息 ,

只知道其他竞标者成本参数θi 的分布函数 ,而不知

道任何其他竞标者成本参数的具体值。我们假设θi

在 [θ- ;θ] (0 <θ- <θ< ∞) 上服从连续可微的 F函数

分布 ,分布密度为 f 。

2)如文献[10] ,假设每个竞标者 (seller)的具体成

本函数表达式为 C(q1 , q2 ,111 , qm ,θ) =θ( ∑
m

i =1
ai qi) ,其

中 ai > 0 。从而 ,竞标者的效用函数为 : US ( P, q1 , q2 ,

⋯, qm ,θ) = p -θ( ∑
m

i =1
aiqi) 。可见 , Us 为价格 p的增函

数和质量因子 qi 的减函数。

3)同理 ,假设买者 (buyer)的具体效用函数表达

式为 : U b ( P , q1 , q2 , ⋯, qm ,θ) = - p + ∑
m

i = 1

W i q i 。

其中 , W i 是质量因子 q i 的效用权重。假设每个质

量因子 qi 是相互独立且非线性的 ,当 qi 不断增加

时 ,效用的增长幅度会不断变小。同时 , U b 是价格

p 的减函数和质量因子 q i 的增函数。

从拍卖者的效用函数 ,我们就可以给出拍卖者

对竞标者提供的参数向量的评分函数 ,这一评分函

数通过拍卖者的效用函数演化而来 :

S ( p , q1 , q2 , ⋯, qm ) = - p + ∑
m

i = 1
w i q i 。

其中 , w i 为评分函数中各质量因子的权重 ,拍

卖者可对其进行选择 ,不必和其效用函数中的权重

W i 保持一致 ,S 是价格 p 的减函数和质量因子 q i 的

增函数。

从评分函数的表达式可知 ,标的物对拍卖者的

价值 : V ( P , q1 , q2 , ⋯, qm ) = ∑
m

i = 1
w i q i 。

212 　多属性第二评分逆向拍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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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1 　分配规则和支付规则

本文讨论一个建立在对多属性服务的评分函数

基础上的逆向拍卖模型 ,拍卖者的目标是寻找一个

综合评分最高的供应商。对这一模型的探讨是由参

考文献[ 6 ]的理论发展而来。同时 ,本文第二评分逆

向拍卖模型由传统的二价密封拍卖模型转化而来 ,

只是不再以成本最小化为单一目标 ,转而寻求成本

和质量等多因素的综合最优。该第二评分多属性拍

卖模型设计的分配规则和支付规则也由传统二价密

封拍卖模型演化而来 ,只是分配和支付均以基于评

分函数的综合得分而非竞价为原则。

分配规则为 :第一得分竞标者获胜。

支付规则为 :提供第二得分竞标者所报参数向

量规定的服务商品 ,同时按自己的报价成交 ,或和买

方谈判提供分值为第二分高的双方接受的质量属性

组合的服务 ,以让竞标者中标后的成本支出低于自

己的价格收益。

21212 　过程描述

首先 ,拍卖方宣布采购的服务要求 ,同时公布服

务的评分函数 ,并设定最高保留价和拍卖开始截止

时间。接着 ,在规定期限内 ,潜在竞标者依据买方需

求提供自己拟提供产品的具体信息 ,即报出自己的

信息向量。最后 ,得分最高竞标者获胜并按支付规

则支付。见图 1。

图 1 　拍卖流程图

21213 　竞标者最优策略

命题 1 :通过上文给定的评分规则和竞标者的

效用函数 ,为使竞标者效用最大化 ,竞标者选取提供

服务包含的质量因子 q3
i (θ) 应满足 q3

i (θ) =

argmaxqi
{ V ( q1 , q2 , ⋯, qm ) - Cs ( q1 , q2 , ⋯, qn) } ,其中

θ∈[θ- ,θ] 。证明过程见参考文献[ 6 ]。

由上式可见 ,任一竞标者最大化自我效用时 ,只

需通过上式来确定自己应提供的质量属性值 ,如此

可确保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所以 ,竞标者应投标的

信息向量应为 : ( p , q3
1 (θ) , q3

2 (θ) , ⋯, q3
m (θ) ) 。下

面将对竞标者最优策略加以讨论。

命题 2 :假设有一个拍卖方和 n 个竞标者 ,竞标

者成本参数θ在 [θ- ,θ] 上是独立同分布的 ,那么 ,竞

标者 i 的最优策略为 : q3
i (θ) = (

w i

2 aiθ
) 2 , p 3 (θ) =

c( q3
1 , q3

2 , ⋯, q3
m ,θ) 。

证明 : 由 命 题 1 , q3
i (θ) 应 满 足 , q3

i (θ) =

argmax
qi

{V (q1 ,q2 , ⋯,qm) - Cs (q1 ,q2 , ⋯,qn) } 。基于该等

式 ,为求使竞标者效益最大化的 q3
i (θ) 的最优值 ,现对

V (q1 ,q2 , ⋯,qm) - Cs (q1 ,q2 , ⋯,qn) 取一阶导并令其为 0 ,

即令 5[V (q1 ,q2 , ⋯,qm) - Cs (q1 ,q2 , ⋯,qn) ]
9qi

= 0 ,推出

q3
i (θ) = (

wi

2aiθ
) 2 ,即为竞标者的最优质量属性策略。对

价格属性 p ,竞标者可任意选择自己的报价。但由

Vichery 的经典理论可直接得出[1 ] ,在传统二价密

封拍卖中 ,竞标者的最优竞标策略是报出自己的真

实成本。本文第二评分拍卖在质量因素已通过上式

确定以后 ,对报价的选择与传统二价拍卖有同样的

道理 ,即应选择成本价 p 3 (θ) = c( q3
1 , q3

2 , ⋯, q3
m ,θ)

为最优策略。

证毕。

21214 　激励相容性与参与约束分析

基于上述的分配规则和支付规则及买方的评分

函数 ,在此讨论该机制是否满足激励相容性约束与

参与约束。

1)激励相容性分析。由竞标者的打分函数可以

看到 ,对竞标者自身的分数贡献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

价格属性对打分的贡献 ,价格越高 ,分值越低 ;另一

部分是质量属性对打分的贡献 ,每个质量属性取值

越高 ,打分也会越高。在这个模型中 ,为最大化效

用 ,竞标者在质量属性上的最优选择已通过上述证

明给出 ,竞标者还要进行确定的就是价格。正如

Vickrey[10 ]对第二价格密封拍卖机制的激励相容性

的证明一样 ,此时 ,打分最高的竞标者只需支付第二

高分规定的服务 ,或和买方谈判提供分值等于第二

分高的双方接受的质量属性值组合的服务。此时 ,

报出自己的真实成本就是竞标者的占优策略。因为

如果竞标者报价比成本更低 ,即使中标 ,他的支付也

可能高于自己的成本 ,从而产生负效用。同时 ,如果

他的报价高于自己的成本 ,由于中标后的支付是按

别人的报价来计算 ,不能给他带来收益的增加 ,反而

减少了他中标的概率。所以 ,竞标者将报出自己的

真实成本 ,该拍卖模型是激励相容的。

2) 参与约束分析。由于买方的评分函数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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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规则是公开和确定的 ,每个理性的竞标者都不会

选择报出高于自己的成本的服务标准 ,以保证自己

的收益大于零。因此 ,由上述证明可知 ,该机制是满

足参与约束的。

21215 　拍卖者的最优策略

由拍卖经典文献[11 ]可知 ,当竞标者得分 s ,其

赢标概率为 G( S) ≡ F( S) N - 1 ,同时 ,其分数意义上

的期望收益即期望效用为 ,Π2 ( s) = G( S) s - m2 ( s)

,其中 , m2 ( s) 表示第二评分拍卖的期望支付 ,其实

际期望收益为 G( S) [ p - c( Q ,θi ) ] ,又由 m2 ( s) =

∫
s

0
yg ( y) d y = G( s) ×E[ Y1 | Y1 < S ] [11 ] ,其中 Y1 代

表次高得分。当竞标者竞报得分 s 并赢标的情况

下 ,其必须提供次高得分 Y1 所规定的属性要求的服

务或谈判后的同分值服务。

由收入等价性原理 ,对于拍卖者 ,我们力求找到

使其效用最大化的评分函数。在竞标者投标具有独

立、同分布、风险中性、无预算约束的情况下 ,所有标

准拍卖的收入是等价的。本文也在这 4 个约束条件

下通过通用的收益函数来讨论拍卖者的最优策略。

定义 1 :当有 n个竞标者参与竞标 ,竞标者 i 的成

本参数为θi 时 ,他的竞标策略就为向量 ( p3 , q3
1 (θi) ,

q3
2 (θi) , ⋯, q3

m (θi) ) , 他 赢 标 的 概 率 为 [1 -

F(θi) ] g(θi) 。再由效用函数 ,知其效用为 Ubuyer [ p3 ,

q3
1 ( t) , q3

2 ( t) , ⋯, q3
m ( t) ] 。所以 ,在竞标者投标具有独

立、同分布、风险中性、无预算约束时 ,由参考文献[11 ]

知拍卖者的期望效用为 :

E[U ] = n∫
θ

θ
-

Ubuyer [ p3 ,q3
1 (t) ,q3

2 ( t) , ⋯,q3
m ( t) ][1 -

F(t) g(t) ]dt 。 (1)

其中 , g (θ) = [ G(θ) ]′= [ F(θ) N - 1 ]′, F(θ) 为

θ在 (θ
- ,θ) 上的分布函数。

定义 2 :假设有一个拍卖方和 n 个竞标者 ,竞标

者成本参数θ在 [θ- ,θ] 上是独立同分布 ,同时给定

拍卖者的效用函数和评分函数时 ,拍卖者的期望收

益为 :

E[U ] = n ∑
m

i =1

wi (W i - wi)
2ai ∫

θ-

θ

1
t

[1 - F(t) g(t) ]dt 。

(2)

式 (2)就是通过在式 (1)中取竞标者的最优竞标

策略同时也是均衡策略。

q3
i (θ) = (

w i

2 aiθ
) 2 ,

p 3 (θ) = c( q3
1 , q3

2 , ⋯, q3
m ,θ) 。

通过将这一均衡策略代入拍卖者的效用函数和

评分函数 ,得到定义 2 中的式 (2) 。

在确定拍卖者对产品的属性要求和效用函数

后 ,效用函数中包含的系数 W i 是确定了的。要寻

找拍卖者的最优策略 ,我们惟一要选择的就是拍卖

者给出的评分函数中的系数 w i 。

拍卖者最优策略 :给定效用函数和评分函数后 ,

在定义 1 和定义 2 的基础上得到拍卖者的最优策略

为 ,取评分函数中系数 w i = W i / 2 ( i = 1 ,2 , ⋯,

n ) 。

证明 :要是拍卖者期望效用最大化 ,可令 E[U ]

对 w i 的一阶导为 0。即令

9( E[U])
9w i

=

9(n∑
m

i =1

wi (Wi - wi)
2ai ∫

θ-

θ

1
t

[1 - F(t) g(t) ]dt)

9w i
=

n
Wi - 2wi

2ai ∫
θ

θ
-

1
t

[1 - F(t) g(t) ]dt = 0

由∫
θ

θ
-

1
t

[1 - F( t) g ( t) ]d t ≠0

] n
W i - 2wi

2ai
= 0 ] wi =

W i

2
( i = 1 ,2 , ⋯, n ) 。 (3)

3 　算例仿真

物流服务领域中 ,鲜活农产品的物流有其特殊

性和复杂性。鲜活农产品的物流有如下关键性要

求 : ①及时性 ,其供应有很强的时令特性 ; ②产品是

有生命的动植物 ,要求物流的绿色化 ; ③满足一些农

产品特殊的物流方式 ,如粮食的散装运输、分割肉的

冷藏运输、牛奶等制品的恒温运输等 ,为调剂余缺而

要求农产品形成进出口物流 ; ④价格较低 ,要求做到

低成本运营[12 ] 。本算例将综合考虑成本因素和物

流的时间、安全等多因素 ,建立鲜活农产品的物流交

易平台。

假定鲜活农产品经营者在确定物流服务商时将

以下方面作为选择标准 : p i 为价格 ; q1
i (θ) 为保鲜技

术指数 ; q2
i (θ) 为单物品运送周期 ; q3

i (θ) 为运输安

全指数。其中 qj
i (θ) ( , j = 1 ,2 ,3) 为质量因子 ,均为

成本参数θ的增函数。鲜活农产经营者通过这几个

指标对每个参与竞标的供应商进行打分。同时 ,每

个物流企业申请进入这一逆向拍卖系统时 ,也必须

从这 4 个维度来提供个体信息。竞标者的信息向量

只有买方和自己知道 ,同时 ,每个竞标者只知道其他

竞标者出价的分布函数。每个竞标 i 用向量 ( pi ,

q1
i (θ) , q2

i (θ) , q3
i (θ) ) 表示。在上述模型所规定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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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效用函数和评分函数下进行仿真实验。

在给出基本的指标含义以后 ,根据上述模型给出的

物流需求方效用函数表达形式 Ub ( P,q1 ,q2 , ⋯,qm ,θ)

= - p + ∑
m

i =1
W i qi ,设本例中物流服务需求方的效用函

数 Ubuyer = - p + 5 q1 + 2 q2 + 4 q3 ,则由拍卖者的

最优策略均衡表达式 wi = 015W i ( i = 1 ,2 , ⋯, n ) ,可推

出评分函数 S = - p + (5/ 2) q1 + q2 + 2 q3 。

现假设有 15 人参加竞标 ,竞标者 j 的效用函数

U S j
= p - aj

1 q1 - aj
2 q2 - aj

3 q3 ,他们的效用函数的系

数 aj
i 通过随机仿真模拟。竞标者 i 的成本函数

C ( q1 , q2 , ⋯, qm ,θ) = θ( ∑
m

i = 1
ai q i ) 。在本实验中 ,我

们随机生成 15 个企业的产品质量成本系数 ai (见

表 1) 。

具体到每个竞标者 ,其成本函数是成本系数 ai

的函数 ,并假设θ= 1 , q3
i (θ) = ( w i

2 aiθ
) 2 , i ∈1 ,2 ,

⋯, m , ( w1 , w2 , w3 ) = (5 ,2 ,4) 。在此处每个竞标

企业在每个质量属性 qi 上的技术水平是由物流企

业的客观状况事先确定了的 ,并由 ai 规定。不同企

业属性质量供给水平与成本成不同比例 ,比例系数

为 ai 。我们设定 ,所有行业中的企业在每个质量属

性的要求上可提供任何市场上别的企业可提供的水

平 ,仅仅由于其技术水平 ( ai ) 的不同 ,在每个属性

的同一质量水平上不同企业付出的成本是不同的。

我们要通过上述公式计算出每个企业的最优竞标策

略。由于质量是属性向量的增函数 ,这个属性值的

优劣程度将是通过和行业平均水平加以对比得出。

这里 ,平均水平在该算例中就用参与竞标者的平均

水平加以替代。在确定了 15 个企业的系数 ai 后 ,

通过模型计算可得到每个企业的最优竞标策略和通

过评分函数计算的评分 ,见表 2。从结果可以看到 ,

竞标者 2 得分 7129 分为最高 ,将赢得标的。

表 1 　随机生成的竞标者成本系数序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a1 0142 01 62 0153 01 72 0144 01 40 0148 01 48 0147 01 43 0138 01 59 0155 01 80 0166

a2 0135 01 59 0169 01 73 0156 01 46 0143 01 22 0177 01 24 0170 01 69 0162 01 51 0151

a3 0145 01 23 0156 01 47 0162 01 51 0156 01 50 0138 01 54 0153 01 58 0173 01 74 0152

表 2 　通过随机生成的 ai 序列得到的竞标者最佳策略和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q 3
1 91 0 410 51 5 310 81 0 101 0 61 8 618 71 1 813 1019 415 51 2 215 31 5

q 3
2 21 0 017 01 5 015 01 8 112 11 3 510 01 4 413 01 5 015 01 7 110 11 0

q 3
3 41 8 312 21 7 416 21 6 318 31 2 410 71 0 314 31 6 310 11 9 118 31 7

S 6165 71 29 4193 41 66 5161 61 41 5161 61 58 6130 61 49 6139 41 75 4162 31 81 4176

　　支付方式可选择 :

1)支付第二得分者所报标准的物流服务。从表

2 看到 ,第二得分者为竞标者 1。15 个竞标者的平

均水平就是 (6134 ,1136 ,3155) ,赢标者支付为 (910 ,

210 ,418) 。此时竞标者的支付可理解为按超出平均

水平的比例支付。比如此例中的时间属性 (此处时

间越短越好) ,市场单件运送周期有上下线 t2 和 t1 ,

那么中标企业提供服务时间属性应为 t1 +
t2 - t1

2
-

t2 - t1

2
×9 - 6134

6134
= t1 + 0192 ( t2 - t1 ) ,其他属性可

类推。

2)通过谈判支付。由于物流提供方的成本是由

在各属性服务的技术水平决定 ,而在每个服务提供

方的技术配套水平已经确定的情况下 ,即使提供比

自己所报分数值低的服务 ,由于属性间组合标准的

改变 ,并不能保证赢标者成本也能下降。在这种情

况下 ,买方可通过和提供方进行谈判 ,即提供分值为

第二分高的双方接受的质量属性组合的服务 ,并保

证竞标者的利润空间 ,以达成最后协议。

4 　总　结

经济的高速发展使物流成本的节省成为企业利

润的重要来源。同时 ,如何在考虑价格外的因素下

实现服务的综合最优是很多物流项目的迫切要求。

这也是在互联网时代建立新型的物流交易市场的挑

战和机遇。本文将拍卖理论引入到物流交易中 ,针

对很多企业对物流服务的多属性要求 ,设计了以综

合评分最优为目标的多属性第二评分拍卖模型 ,分

析了依据竞标者的成本函数和拍卖者的效用函数 ,

以及他们各自的最优竞标策略和评分函数选择。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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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目前物流市场交易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指导

意义。

本文主要从设计交易机制的角度来加以分析 ,

对具体的物流市场的属性选择、成本函数和效用函

数的提炼都要视具体情况而改变。同时为简化分

析 ,本文设定每个企业能提供任何现有市场上质量

上线到下线的所有水平的服务 ,只是由其技术水平

不同而成本不同 ,而在实际中并非每个企业都能做

到这一点 ,以上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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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ogistics Transaction Based on Multi2attribute

Second2score Auction Model :Simulation Experiment from

Market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

Zhou Lexin1 ,Wang Xianjia1 ,2

(1. Institute of Systems Engineer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

21 Hube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Systems Science in Metallurgical Process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81 ,China)

Abstract : Multi2att ribute auction ,considering multiple variables of decision factors besides t he variables of price and quality ,breaks t he rest ric2
tion of t he t raditional auction t heory in which t he greatest expected earning is only hoped for1Logistics t ransaction is different due to different

time ,place and content ,so it is important to reveal real information of logistics t ransaction cost1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 he multi2att ribute sec2
ond2score auction model which combines t he multi2att ribute requirement wit h t he t raditional second2price auction model to resolve t he problem

of asymmet ric information ,and achieves t he optimization of multi2att ribute such as logistics cost ,quality and ot hers1 Finally ,it makes a simula2
tion experiment about logistics of f 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1

Key words : logistics t ransaction ;second2score ;auction ;multi2att 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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