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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利他行为的新发展与补充，互惠利他行为的发展不仅丰富了行为博弈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对提

高经济管理效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互惠利他行为在供应链管理中的研究进行系统回顾，梳理
研究点与研究方法，归纳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比分析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增加
对互惠利他行为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实证研究、对由多个成员构成的复杂型供应链和互惠利他行为偏好强弱对供应链
管理的影响程度等方面的研究思路，希望能为关注互惠利他行为理论的学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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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互惠利他行为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国内电商巨头京东秉持利他即利己

的理念，与供应商实现互惠共赢。京东 2016 年第二

季度财报显示，在过往 12个月的平均应付账款周转

天数 ( 账期) 仅为 49. 8 天，远低于同行业的苏宁、

国美等。京东本可借助自身高水平的物流仓储配送

能力，通过拉长账期等方式更为充分地利用供应商

的资金来为自身谋取更多利润，但它选择缩短账期，

使供应商得以迅速回笼资金并借助京东平台更好地

实现自身发展，此举赢得越来越多的品牌供应商对

京东的信任，吸引了更多供应商入驻京东。互惠利

他的经营思想，既可以为合作伙伴创造价值，也可

以为自身赢得稳健、可持续的发展。Uber 作为共享

经济的代表之一，其成功的最大原因在于以互惠利

他为出发点的分享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完美解除了

商业逻辑中“利己”和 “利他”的矛盾对立性，通

过技术创新促成共享，省去中间的商业过程，高效

率降低交易成本，借助信息化手段，双向解决车主

的寻租难和用户的打车难问题，最终实现 “利己”

和“利他”的双赢。日本 “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也

曾提到以“利他之心”经营企业是跨越行业和国界

的真理，是构筑现代商业文明的基本原则，其强调

了利他行为在商业中的作用，最终实现 “利己”的

目的，达到互惠共赢的结果。

随着现代商业的发展，企业不再是单独的个体，

而是处在供应链的环境中。供应链是由企业与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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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下游零售商共同连接组成的网络结构，借

助供应链可以实现以更低的成本传递更优质的客户

价值［1］。在供应链中，由于各节点成员之间存在利

益冲突，而这种冲突使得各成员只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而未考虑对整条供应链的影响，从而导致供

应链运作效率低下［2］。为了合理利用供应链资源，

提升供应链的管理水平和整体效率，许多学者开始

研究互惠利他行为对供应链整体绩效的影响。

饶异［3］从互惠利他理论的历史缘起、研究问题

与发展趋势这三个方面出发，介绍互惠利他行为研

究的发展脉络、流派观点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唐

俊［4］基于行为博弈视角，以利他行为在社会心理学

和生物学中的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分析经济学如

何研究互惠利他行为; 杨雅茹等［5］通过表述亲缘、

互惠和强制这三种利他行为的本质和依存条件，建

立起利他行为与合作机制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探

索这三种利他行为的演化过程; Brosnan 等［6］对互惠

利他的近似值机制进行梳理，将对称性互惠、态度

互惠和计算互惠进行区分; Silk［7］通过列举生物界

的实例来证实互惠利他行为的存在，并解释什么是

互惠利他，强调人类之间互惠利他行为要比其他脊

椎动物更为普遍。这些研究综述对互惠利他行为理

论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梳理，但未在应用方面特别

是供应链管理方面进行总结。已有的实践证明，互

惠利他行为有助于提升整体供应链绩效。本文基于

互惠利他行为已有的学科发展与研究基础，对互惠

利他行为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实际应用进行归纳整理，

通过分析现有研究成果，探索互惠利他行为未来在

供应链管理中的研究方向，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的

发展提供参考。

一、互惠利他行为理论

互惠利他行为指个体通过先利他再利己的行为

最终实现与他人互惠共赢的结果，强调人们不仅关

注自身利益，也会关注他人的利益，以及因对他人

有益的利他行为而产生的利己回报［8］。目前互惠利

他行为的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跨学科研究也展现

出光明的前景，通过整理相关文献，经过 Citespace

统计发现互惠利他行为已经深入到社会学、哲学、

人文科学和经济与管理科学等多个学科，同时也衍

生出多个交叉主题学科 ( 见图 1) 。

图 1 互惠利他行为的学科渗透
Fig. 1 Disciplinary penetra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长期以来对于互惠利他行为没有形成统一、公

认的定义。黄真［9］提出每个学科都试图用自己领域

内的理论来定义互惠利他行为，基本不关注其他定

义，也不关心其他学科对互惠利他行为定义的进一

步认识。因此，不同领域的学者会根据自己的研究，

基于各自视角给出见解 ( 见表 1) 。

表 1 基于不同学科角度的互惠利他行为内涵
Tab. 1 Connota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based on different disciplines

学科 代表性研究者 核心观点 核心特征

生物学 Trivers ［10］
互惠利他行为是个体降低自己的适应度利
他，以期望在日后得到回报

期望回报

地理学 Kropotkin［11］ 互惠利他行为是生物进化规律 进化规律

经济学 Axelrod和 Hamilton［12］
互惠利他行为是非亲缘个体之间一直稳定存
在的合作行为

合作行为

社会学 薛洁［13］ 互惠利他行为是公民理性的沟通交往能力 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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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学者们对于互惠利他行为的定义经历

了一个由动物到人类的研究过程。互惠利他行为基

于个体之间的交往活动，从环境和规则的改变中引

出合作思想，一方面促进合作双方的利益，另一方

面提升个体的道德品质。大体上可以理解为两个非

亲缘关系的个体为了获取回报而进行互助的行为，

施惠者帮助受惠者的目的是希望再次合作时能够获

得更大利益的回报，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回报的合作。

互惠利他行为理论表明个体之间不求报酬的纯利他

其实并不存在，为了群体的共同生存发展，个体会

相互形成多种利益关系，同时产生互惠利他行为。

互惠利他行为并不是将互惠行为与利他行为进行简

单结合，互惠行为是个体之间相互进行友好行为，

而互惠利他行为是个体之间先有一方产生利他行为，

再形成利己，最终实现双方互惠共赢的结果。相比

于互惠偏好，互惠利他具有一定的精神觉悟高度，

在时间上也有一定的滞后性。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催生了许多有关互惠利他行

为实验分析的文献，得出一些最经典的实验，如最

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礼物交换博弈、信任博

弈、公共产品提供博弈和重复囚徒困境博弈等，这

对于互惠利他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Güth 等［14］

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结果与参与者最大化行为不

符合，需要运用公平、利他行为以及社会性偏好等

概念和因素来解释; Forsythe 等［15］的独裁者博弈实

验结果说明一些纯粹的利他行为是存在的; Fehr 和
Gachter［16］的礼物交换劳动力市场实验结果表明，由

于利他行为的存在，互惠机制可以很好地解决道德

风险问题; Dufwenberg等［17］对信任博弈的实验研究

结果显示，互惠动机只占代理人对投资者偿付的一

小部分，大部分是利他行为所带来的结果; Fehr

等［18］在公共产品提供博弈实验中，发现一些参与者

愿意牺牲自己的物质资源去奖励公平的参与者或惩

处不公平的参与者，这种行为称为 “强互惠”;

Safin等［19］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实验研究表明，利他

主义 ( 不是由于对期望的回报) 可能是人际关系中

一个重要的因素，它需要在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实验

中加以考虑。表 2 列出了通过以上实验所得出的

结论。

表 2 互惠利他行为实验结论
Tab. 2 Experimental conclusions of reciprocal altruism

实验名称 结 论

最后通牒博弈 Güth等［14］ 实验参与者对于公平分配的倾向，与传统经济学中对于“经济人”的假设并不一致

独裁者博弈 Forsythe等［15］ 一个理性的独裁者不仅会考虑自身的经济收益，也会存在一定的纯粹利他行为

礼物交换博弈 Fehr和 Gachter［16］ 提约者提供高效率工资，接受者提供高水平的努力，如此形成互惠行为

信任博弈 Dufwenberg等［17］ 部分具有公平偏好的实验参与者可能会对其他人的自利性行为产生主导作用，从而提高收
益分配结果的公平程度，并有存在帕累托改进社会福利的可能性

公共产品提供博弈 Fehr等［18］ 强互惠实质上有助于在双边顺序交流中执行合作协定

重复囚徒困境博弈 Safin等［19］ 利他行为对于参与者的代价是恒定的，但参与者的合作对另一个参与者的好处在群体和条
件之间是不同的。当另一个参与者收益较高时，合作率较高

上述实验研究证明了互惠利他行为的存在，为

互惠利他行为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是从理论

到实践应用迈出的第一步。由实验结果得出的结论

为互惠利他行为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指

导，尤其可以用于解释经济管理领域中的一些商业

实践研究和现象。

二、互惠利他行为在供应链管理中的研究

国外的主要研究包括: Du 等［20］针对供应链中

销售商具有互惠偏好而供应商不具有、销售商和供

应商都具有互惠偏好这两类情形分别进行探讨，研

究考虑互惠偏好行为的系统均衡协调和供应链系统

中成员决策问题; Disney 等［21］通过构建一个由供应

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分析零售商利他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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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对订至点补货策略的影响，指出考虑利他偏好的

供应链效率要明显高于不考虑利他偏好时的供应链

效率; Ge等［22］研究供应商利他行为在供应网络中

的影响，发现在供应商利他行为的影响下，处于分

散决策下的供应商和整条供应链的绩效都得到提升;

Shi等［23］探讨利他行为在两类双渠道供应链中如何

影响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定价策略，发现完全利他的

制造商和互惠行为最大时的零售商达成合作时，能

够实现帕累托最优; Bassi 等［24］将具有回报性质的

互惠利他偏好整合纳入到委托代理模型中进行研究，

发现随着互惠利他偏好程度的提高，供应链系统的

收益也会随之得到提升; Laeequddin 等［25］从风险衡

量的角度研究利他主义在供应链管理中对供应链成

员的行为策略以及他们之间信任关系的作用，得出

供应链成员的利他偏好越强，成员间的信任程度越

高，供应链存在风险越小的结论; Loch等［26］通过设

计一系列数值进行实验对比，研究互惠性偏好对供

应链成员决策和供应链系统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互惠偏好对供应链系统可以产生积极影响; Xia

等［27］将互惠偏好和消费者的低碳意识纳入到二级供

应链中，设计单个制造商与零售商的供应链决策模

型并进行数值分析，证明互惠偏好和消费者低碳意

识显著影响企业的利润和效用。

国内的主要研究包括: 权小锋等［28］采用强化学

习算法研究基于互惠合作的供应链关系稳定机制，发

现供应链中存在的互惠利他型企业会扩散互惠利他行

为，使得供应链合作关系趋向稳定，提升供应链整体

的利润空间; 林志炳等［29］基于利他属性的双渠道供

应链模型，分别研究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两种供应链

下渠道替代率和利他属性对供应链模型的影响，研究

证明决策者的利他偏好可以有效提高双渠道供应链的

渠道利润; 张克勇等［30］研究在互惠偏好环境下供应

链中成员定价策略与收益问题，通过对比有无互惠偏

好情况下供应链定价策略，得出供应链系统的总收益

随制造商和零售商的互惠偏好程度而增加，表明供应

链成员的互惠偏好行为可以提升供应链系统的渠道效

率; 赵琳等［31］通过在闭环供应链定价模型中引入互

惠利他偏好，探讨互惠利他偏好下闭环供应链中成员

的最优价格策略和主观效用，研究结果表明双方的互

惠利他偏好会促使零售商降低废旧品回收价，增加回

收量，使双方实现共赢; 陈畴镛等［32］以供应链金融

中核心企业与协作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为研究对象，比

较分析引入互惠偏好前后各方的收益情况，发现在某

些数学条件下，核心企业和合作企业之间的合同制度

设计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张诗朦等［33］通过引入互

惠偏好模型来构建供应链中各个节点之间知识共享意

愿强弱程度和均衡链条效益产出博弈模型，揭示互惠

偏好影响不同状态供应链节点间知识共享意愿和链条

效益的内在机理; 代应等［34］分别建立完全自利和利

他偏好下基于批发价契约的报童模型，通过对比分析

这两种模型和数值例子，得出零售商的利他偏好一定

程度可以激励制造商，而制造商也更愿意与具有利他

偏好的零售商合作; 裴学亮等［35］基于对不同互惠关

系下制造企业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关系理论，构建

不同互惠关系、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关系理论

模型，并通过多元回归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制造企

业的不同互惠关系水平对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

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翟佳等［36］在有限需求

信息下研究基于利他行为的供应链协调问题，表明链

内企业的利他行为可以改善低效供应链，而通过设计

合适的回购契约则能实现供应链协调; 徐鹏等［37］通

过植入互惠性偏好的非利润指标委托代理模型，研究

供应链中第三方和第四方物流的契约设计问题，发现

第四方物流的互惠性偏好可以对第三方物流产生激励

作用，进而使得第四方物流获得更多的收益。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总结互惠利他行为在供应

链管理中的研究现状。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点出发，

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植入互惠利他绩效指标，对

互惠利他行为在供应链中的实践进行更深层次的研

究 ( 见表 3)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互惠利他行为在供

应链管理中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探讨供应链成员之

间的互惠利他合作，以及通过供应链成员的互惠利

他行为促进供应链整体绩效等方面。绝大多数学者

采用刻画模型，利用计算机模拟算法技术来展现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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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互惠利他行为研究现状及代表文献
Tab. 3 Ｒesearch status and representative literature of reciprocal altruism

研究点 研究方法 绩效指标 代表文献

供应链效率与协调等问题 供应链决策模型

供应商利他效用函数 Us = Ps + dsPr ，零售商

利他效用函数 Ur = Pr + drPm其中，Ps是供应

商利润函数，Pr 是零售商利润函数，ds 是供应

商利他程度系数，dr 是零售商利他程度系数

Du等［20］，林志炳等［29］，

Disney等［21］，Ge等［22］，

Loch 等 ［26］，Xia 等 ［27］，

代应等［34］，翟佳等［36］

供应链成员合作与供应链系
统收益问题

委托代理模型
互惠利他系数 fi = αi + lα j( ) / 1 + l( ) ，其

中 αi 和 α j 是利他系数，l是互惠系数

Bassi等［24］，陈畴镛等［32］，

Laeequddin［25］，徐鹏等［37］

供应链中成员定价策略问题 定价策略模型

制造商主观效用函数
Um = Pm + Sm + Sr l( ) Pr / 1 + l( ) ，零售商主

观效用函数 Ur = Pr + Sr + Sml( ) Pm /1 + l，

其中 Sm 是制造商利他系数，Sr 是零售商利他

系数，l是决策双方互惠系数，Pm 是制造商利

润函数，Pr 是零售商利润函数

Shi等［23］，张克勇等［30］，

赵琳等［31］

基于互惠合作的供应链合作
关系稳定机制

强化学习算法 合作绩效 N( i，t) 与合作绩效变化率 r( i，t) 权小锋等［28］

不同状态下供应链节点成员
间知识共享意愿和链条效益

博弈论
知识共享积极水平系数 ki 与互惠偏好程度系

数 li
张诗朦等［33］

供应商集成与柔性绩效之间
的关系

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法

互惠关系程度供应商集成和柔性绩效 裴学亮等［35］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互惠利他行为有利于弥合供

应链中各成员之间的获益差距，促进供应链环节中

各节点之间的成员协作，对供应链整体绩效提升起

到积极作用，证明互惠利他行为在供应链管理中的

应用取得一定成效。然而现有的考虑互惠利他行为

在供应链管理中的研究还不够完善，研究方向有待

进一步探索 ( 见表 4) 。

表 4 互惠利他行为未来研究展望
Tab. 4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reciprocal altruism

目前研究情况 未来研究方向 研究点 研究方法

实验研究和模型研究居多 实证研究
供应链中成员的互惠利他意
愿程度等

问卷调查法、案例分析法等

现有研究的对象大多是较为
简单的二级供应链

多个成员构成的供应链 集中决策、分散决策 供应链决策模型

互惠利他行为的存在对供应
链管理产生作用

互惠利他行为偏好的强弱程
度对供应链管理的影响程度

互惠利他行为效用系数 委托代理模型

第一，上述研究现状可以看出互惠利他行为在

供应链管理中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乏实验研究和模型

研究，但是缺少互惠利他行为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实

证研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思路是将互惠利他行为

引入到供应链中，其是否能对供应链管理起到提升

作用并不确定，因此通过刻画互惠利他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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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数理模型，控制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进行数
值分析，寻求互惠利他效用对供应链管理问题的优
化。而互惠利他行为在量化供应链中各成员合作方
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必要采用问卷调查法、

案例分析法等，从供应链中各参与方的合作意愿程
度、对其他企业收益的关心程度和对因利他行为产
生的利己回报的关心程度等方面，考察供应链中各
参与方的互惠利他行为，揭示互惠利他行为在供应
链各方合作中的实践表现。

第二，现有的关于互惠利他行为在供应链管理
中的研究，绝大部分围绕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
组成的二级供应链，研究对象相对简单。然而在实
际商业生活中，存在更为复杂的供应链，如一个零
售商可能从多个供应商那里进行采购，供应商之间
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制定的批发价格也将受到影响。

因此，有必要研究一个零售商和多个存在竞争关系
的供应商构成的供应链，如“2个互惠利他供应商+

1个互惠利他零售商”。在互惠利他集中决策下的供
应链中，A供应商在考虑自身收益的同时，也会考
虑下游零售商的收益、同级 B 供应商的收益以及整
体供应链的效益。而分散决策下的供应链，A 供应
商与 B供应商因为竞争关系无互惠利他，产生的效
应是否会比集中决策低，这需要构建模型进行对比
分析。因此，互惠利他行为在上述此类供应链的结
构关系中是否可以发挥作用，值得深入探讨。

第三，已有研究大多是证明互惠利他行为的有
无以及是否对供应链管理产生作用，关于互惠利他
行为偏好的强弱程度对供应链管理的影响方面的研
究还比较少。在供应链中一个决策主体的互惠利他
偏好强度存在动态变化，内外部因素都会影响决策
主体的互惠利他行为偏好强度。当某产品市场需求
量较大时，供应商会考虑到零售商需要更多的产品
来满足市场需求，会积极地为零售商提供更多的货
源，此时供应商的互惠利他行为偏好比正常的市场
需求量时较为强烈，对供应链的促进作用程度也高。

将来也可以考虑互惠利他行为效用系数的变化对不
同情境下供应链管理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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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Ｒeview of Ｒeciprocal Altruism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XIA Wenbo1 ，ZHAI Jia1，2 ，HE Kailun1

( 1. School of Management，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ongqing 40005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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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ciprocal altruistic behavior refers to the behavior that individuals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ituation through altruism first and then self－interest. As a new development and supplement to altruistic behavior，
the development of reciprocal altruism not only enriches the research of behavioral game theory，but also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economic management efficiency.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udies on reciprocal
altruism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t home and abroad，this paper sorted out research points and methods，
summariz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deficiencies in existing research，and looked
forward to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It then propos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increasing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reciprocal altruism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the complex supply chain composed of multiple
members，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ength of reciprocal altruism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cholars concerned about the theory of reciprocal altruism.
Key words: reciprocal altruism; supply chain; theoretical study ; review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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