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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共享经济中的供需匹配策略”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肖勇波教授 

 

 

作为近几年全球工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共享经济已经从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渗透到

了交通出行、房屋住宿、知识技能、生活服务、医疗服务等各个领域。近 5 年共享经济的发展表明，无论是从培育经济增

长新动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还是从满足消费者巨大的潜在需求来看，共享经济潜力无限。随着共享经济从野蛮式发展

过渡到精细化发展阶段，如何提升共享经济企业的持续造血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企业都在试图解决的问题。 

本课题将聚焦于以滴滴和 Airbnb 为代表的共享平台模式，从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的视角深入研究共享经济中的供给和

需求匹配策略，以帮助提升共享经济企业的运营效率。在共享平台模式中，平台企业作为中间环节链接了消费者与服务提

供者；其中，部分消费者也会将自己多余的 Capacity 通过平台共享出来（成为服务提供者）提供给其他消费者（即：“合

作消费”）。不同于传统经济，该共享平台中呈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包括：(1)消费者也是潜在服务提供者，供应和需求都

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2)需求和供给受众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时变性；(3)信息不对称性严重；(4)相对

松散的管理方式暗含着巨大的风险等。上述特点给共享平台的供需匹配带来了更大的风险与挑战。特别是，共享平台企业

在承受营收等绩效压力的同时，身上往往还肩负着社会责任等多重压力。 

从供应和需求匹配的视角，针对上述特点所带来的管理挑战，存在四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考虑战略型消费者和战略型服务提供者的双向定价策略。共享经济平台中，追求自身效用/收益最大化的消费

者和服务提供者都呈现出战略性选择行为。作为平台企业，如何在对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的选择行为进行建模的基础上，

通过价格等杠杆来调节需求与供给，从而更好地提升匹配效率？特别是，平台企业是否可以通过引入差别化的双向定价策

略和实时动态定价策略来提升绩效？ 

第二，基于双边学习的平台定价策略。实际应用中，效用属于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的私有信息，平台企业只能通过顾

客的服务请求、实际交易数据去学习。因此如何去学习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的支付意愿和服务意愿，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相

应的价格调整？平台企业需要在学习效率（即如何尽快学习到准确的信息）和学习效果（即产生的绩效如何）之间进行综

合权衡，从而制定基于学习的定价策略。 

第三，共享经济平台中的机制设计。很多行业的实践表明，以小费和红包等方式打赏在提升服务人员积极性方面效果

显著。不同的打赏方式（如：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打赏、平台推荐打赏额度）下，考虑到不同消费者的打赏行为及其对

服务提供者的影响，平台企业应该如何制定相应的定价策略？另一方面，区别于传统经济，共享经济平台中服务提供者和

平台企业形成了相对松散的关系，服务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供者自身。如何通过合适的机制识别服务水平差的提供者，

如何激励提供者一直提供优质服务？这里涉及到共享经济平台中的机制设计问题。 

第四，共享经济平台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策略。把考虑的对象从单一平台扩展到多个平台的情形，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