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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产品纵向差异的角度出发,假设双寡头垄断市场中,一个企业在生产方面依赖于另一

个企业,研究了双寡头企业的短期市场行为和长期市场行为: 一是从短期的角度出发, 将产品

质量视为外生变量,研究了双寡头企业的产量策略和利润状况, 并对均衡结果做了比较静态分

析,研究结果表明, 两个企业都有提高或降低各自产品质量的动机, 取决于双方现有的产品质

量水平;二是从长期的角度出发,将产品质量视为内生变量,研究了双寡头企业的质量与产量

决策,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唯一的产品质量均衡, 均衡质量没有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化,而是表现

出较小的差异化. 此外, 无论从短期的角度还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都不存在高质量优势,相

反,存在低质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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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产品差异化问题是产业组织理论中非常重要

的研究领域之一. 产品差异是指企业提供的同类

产品由于外观、性能、服务、消费者偏好等方面的

不同,导致产品没有完全的可替代性.产品差异的

划分方式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横向差异和纵向

差异. 学者们围绕着这两种差异进行了大量

研究
[ 1- 15]

.

在有关产品横向差异的研究文献中, H otelling

最早建立线性市场模型研究了两个企业的定位决

策, 指出在线性运输成本的条件下,企业会定位于

市场的中心处,以扩大市场份额, 增加利润, 出现

产品最小差异化
[ 1]

. Asprem ont等人认为最小差

异化将导致伯川德悖论, 指出在二次运输成本的

条件下,两个企业会定位于市场的两个端点,以最

大化各自的利润, 出现产品最大差异化
[ 2]

. 此后

许多相关文献都围绕着最小差异化和最大差异化

展开. Jeroen等人在文献 [ 1]的研究基础上,引入

消费者保留价格,并将保留价格分为高, 中, 低三

个层次,指出如果消费者的保留价格较高,则不存

在纯策略均衡;如果消费者的保留价格较低,则均

衡结果不唯一;如果消费者的保留价格居中,则存

在唯一均衡,均衡时两个企业之间的距离介于整

个市场长度的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之间, 出现近

似中间差异化
[ 3]

. Bockem放松文献 [ 2]中整个市

场被完全覆盖的假设条件,指出当市场不能被完

全覆盖时, 企业将不再遵循最大差异化原则
[ 4 ]

.

E conom ides采用较为一般形式的运输成本, 研究

了最大差异化原则和最小差异化原则成立的条

件, 指出最小差异化原则总是不成立,而最大差异

化原则只能局部成立
[ 5]

. Andersin等人在文献

[ 1]的研究基础上, 将企业在博弈的最后阶段所

进行的价格竞争改为产量竞争, 指出最小差异化

原则仍然成立
[ 6]

.然而, Pa l将线性市场改为圆周

市场,则企业会等距离地在圆周上设厂,最大差异

化原则成立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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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产品纵向差异的研究文献中,多数文

献得出最大差异化的均衡结果. G abszew icz等人

建立双寡头垄断模型, 研究了纵向差异企业面临

收入不同的消费者时的质量与价格决策, 指出当

消费者的收入差异足够大时,两家企业将通过扩

大相互间的质量差距,以避免激烈的价格竞争,提

高各自的利润水平, 出现最大差异化
[ 8 ]

. Shaked

等人拓展了文献 [ 8]的研究情形, 指出当市场上

只有两个企业时,也有类似于文献 [ 8]的结论,而

且存在高质量优势, 即高质量企业获得较高的利

润
[ 9]

. Stutton和 M o tta建立了与文献 [ 8]和 [ 9]研

究的情形稍微有所不同的纵向差异模型, 他们假

定消费者的类型是相同的,消费者不再受单位需

求约束,并且企业在博弈的最后阶段进行产量竞

争,也得出了最大差异化的均衡结果
[ 10- 12]

.后来,

M o tta对企业进行价格竞争和产量竞争的均衡质

量选择作了比较分析, 指出企业总是选择提供具

有较大差异度的产品质量
[ 13]

.

在差异产品的市场竞争中, 与产品的差异化

策略相比,产品的定价 (定产 )策略更易于变动,

属于企业的短期市场行为,而产品的差异化策略

则属于企业的长期市场行为
[ 14, 15]

. 上述所有关于

产品差异化研究的文献都是假定企业在生产方面

是相互独立的,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有

时会出现一方在生产上依赖于另一方的情形,譬

如一方在最终产品的生产上需要一种投入品,而

该投入品必须向另一方购买,这可以理解为另一

方在该投入品的生产上具有某种垄断力量
[ 15]

.本

文将在已有的关于寡头企业产品纵向差异化策略

研究的基础上,假定双寡头垄断市场中,高质量企

业在生产方面依赖于低质量企业, 需要向低质量

企业购买一种投入品, 研究了双寡头企业的短期

市场行为和长期市场行为,具体地说,一是从短期

的角度出发,将产品质量视为外生变量,研究了双

寡头企业的产量策略和利润状况, 并对均衡结果

做了比较静态分析;二是从长期的角度出发,将产

品质量视为内生变量, 研究了双寡头企业的质量

与产量决策.本研究假定存在产品质量差异的寡

头企业之间在生产上不再是相互独立的, 而是在

某种投入品方面存在依赖关系, 拓展了寡头企业

的产品纵向差异化策略研究模型, 有助于比较全

面地分析和理解寡头企业的产品纵向差异化

问题.

1 模型假设

1)行业中存在两个寡头,分别记为企业 1和

企业 2.企业 1由一个上游子公司和一个下游子公

司组成 (企业 1是一个企业集团 ), 上游子公司生

产一种中间产品, 提供给下游子公司进一步加工

成最终产品,销往外部市场;

2)企业 2在产品生产上需要一种中间产品,

该中间产品必须向企业 1购买;

3)企业 1和企业 2的最终产品质量分别为 s1

和 s2, 且 0 < s1 < s2,即企业 1为低质量企业,企业

2为高质量企业;

4)下游子公司和企业 2生产一个单位的最终

产品恰好需要一个单位的中间产品, 它们的生产

成本函数分别为 q1 s
2
1和 q2 s

2
2, 其中 q1和 q2分别为

下游子公司和企业 2的产量. 此外,假设上游子公

司生产中间产品的边际成本为 0;

5)企业 1和企业 2具有足够大的生产能力以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6)消费者具有单位需求, 消费者的效用函

数为

U =
s- p, 消费一个单位

0 ,不消费

其中, 为消费者对质量的偏好参数, 服从 [ 0, 1]

上的均匀分布, s为产品质量, p为产品价格;

7)企业 1采用非中心化结构,即中间产品的

内部转移价格和外部销售价格由企业 1的总部决

定, 最终产品的产量由下游子公司决定 (类似的

假设见文献 [ 16, 17] ).

2 模型建立与求解

首先,给出企业 1与企业 2的产品需求函数.令

p1和 p2分别表示企业 1与企业 2的最终产品价格.由

假设 3)和 6)可知,当且仅当 s1 - p1 = s2 - p2时,

偏好为 的消费者对消费高质量产品和低质量产

品是无差异的;当且仅当 0 s1 - p 1 = 0时,偏好为

0的消费者对消费低质量产品和不消费任何产品

是无差异的.由此可得企业 1和企业 2的产品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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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函数分别为

p1 ( q1, q2 ) = s1 ( 1 - q1 - q2 ),

p2 ( q1, q2 ) = s2 ( 1 - q2 ) - s1q1 ( 1)

2. 1 产品质量是外生的

在产品质量是外生的情况下, 我们来研究双

寡头的产量策略和利润状况.假设企业 1与企业 2

之间具有完全信息, 它们之间的两阶段博弈顺序

如下:

阶段 1 企业 1的总部制定中间产品的内部

转移价格和外部销售价格;

阶段 2 下游子公司和企业 2同时决定各自

的产量.

根据动态博弈求解的逆向归纳法, 首先对博

弈阶段 2进行分析和求解.

在博弈阶段 2,下游子公司和企业 2在观察到企

业 1的总部制定的中间产品转移价格 T 和销售价格

w之后,同时决定使得各自利润最大化的产量.

下游子公司的问题为

m ax
q1

1 = ( p1 ( q1, q2 ) - T - s
2
1 ) q1 ( 2)

企业 2的问题为

m ax
q2

2 = ( p2 ( q1, q2 ) - w - s
2
2 ) q2 ( 3)

由 1 和 2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可得下游子

公司和企业 2的均衡产量分别为

q1 (T, w ) =
s1s2 (1- 2s1+ s2) - 2s2T+ s1w

s1 (4s2 - s1 )
(4)

q2 (T, w ) =
2s2 (1- s2 )- s1 (1- s1 )+T- 2w

4s2 - s1
(5)

下面对博弈阶段 1进行分析和求解. 在博弈

阶段 1, 企业 1的总部根据下游子公司和企业 2对中

间产品转移价格和销售价格的反应,确定使得企业 1

利润最大化的中间产品转移价格和销售价格.

企业 1的总部的问题为

m ax
T, w

= (p 1( q1(T, w ), q2 (T, w ) ) - s
2
1 ) !

q1 (T, w ) + w q2 (T, w ) ( 6)

由于
 

2

 T
2 = -

4s2 ( 2s2 - s1 )

s1 (4s2 - s1 )
2 < 0,

 
2

 T
2 ∀  

2

 w
2 -

(
 

2

 T  w
)

2
=

4(2s2 - s1 )

s1 ( 4s2 - s1 )
2 > 0, 故 是关于 T和w

的严格凹函数, 从而由 最大化的两个一阶条

件, 可得企业 1的中间产品的均衡转移价格和均

衡销售价格分别为

T ( s1, s2 ) =
s1 ( s2 - s1 ) (1 - s1 - s2 )

2(2s2 - s1 )
( 7)

w ( s1, s2 ) =
s2 ( 1 - s2 )

2
( 8)

由式 ( 1) ~ 式 ( 8)可得企业 1和企业 2的均

衡价格、均衡产量和均衡利润分别为

p1 ( s1, s2 ) =
s1 (1 + s1 )

2
( 9)

p2 ( s1, s2 ) =
s2 (3s2 - 2s1 + s

2
1 + s

2
2 - s1 s2 )

2( 2s2 - s1 )

(10)

q1 ( s1, s2 ) =
s2 (1 - 2s1 + s2 )

2(2s2 - s1 )
(11)

q2 ( s1, s2 ) =
( s2 - s1 ) ( 1 - s1 - s2 )

2(2s2 - s1 )
(12)

( s1, s2 ) =

s2 [ 2s1 ( 1 - s1 ) ( s2 - s1 ) + s2 ( 1 - s2 )
2
]

4(2s2 - s1 )

(13)

2 ( s1, s2 ) =
s2 ( s2 - s1 )

2
(1 - s1 - s2 )

2

4(2s2 - s1 )
2 (14)

由于本文旨在研究两个具有纵向差异的企业

之间的竞争行为, 故假设 < 1,否则, 企业 2将面

临无需求状态而退出市场. 由假设条件 3) 易知

< 1 s1 + s2 < 1.当 0 < s1 < s2且 s1 + s2 < 1时,

有 0 < 0 < , 因此在给定的假设条件下, 企业 1

面临正的需求状态.此外,由 s1 < s2及 s1 + s2 < 1

可知 s1 < 0 5且 s1 < m in{ s2, 1 - s2 }.

接下来对均衡结果进行分析. 首先对本文提

出的转移定价策略进行评价.为此,将该转移定价

策略与 H irsh le ifer提出的边际成本转移定价策

略
[ 18]
进行比较.为了叙述方便, 称本文提出的转

移定价策略为转移定价策略 # ,称 H irsh leifer提

出的边际成本转移定价策略为转移定价策略 ∃.

命题 1 对企业 1而言, 采用转移定价策略

# 优于采用转移定价策略 ∃.

证明 由于在转移定价策略 ∃下企业 1的

利润的推导过程与前文相似, 故这里直接给出结

果而省略其具体的推导过程.在转移定价策略 ∃

下企业 1的利润为

( s1, s2 ) =

 12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10年 1月



[ (1- s1 ) s1 ]
2
+ 4[ (1- s2 ) s2 ]

2
+ 8s1 s2 (1- s1 ) ( s2- s1 )

4(8s2- 3s1 )

易知

( s1, s2 ) - ( s1, s2 ) =

s1 ( s2 - s1 )
2
(1- s1 - s2 )

2

4(8s2 - 3s1 ) ( 2s2 - s1 )
> 0 证毕.

命题 2 当 0 < s1 < s2且 s1 + s2 < 1时,有

1)T ( s1, s2 ) > 0;

2)存在唯一的实数 r, 使得

 T ( s1, s2 )

 s1

> 0, s1 % ( 0, r)

< 0, s1 % ( r, m in{ s2, 1 - s2 } )
;

3)
 T ( s1, s2 )

 s2

> 0, s2 % ( s1, a )

< 0, s2 % ( a, 1 - s1 )
, 其中

a =
s1 + (2 - 3s1 ) s1

2
(以下同,易知 a < 0 5);

4)
 w ( s1, s2 )

 s1
= 0;

5)
 w ( s1, s2 )

 s2

> 0, s2 % ( s1, 0 5)

< 0, s2 % (0 5, 1 - s1 )
.

证明 首先由式 ( 7)和式 (8)易知命题 2的

结论 1)、结论 3)、结论 4)和结论 5)成立.下面只

需证明命题 2的结论 2) 成立.由式 ( 7)可得

 T ( s1, s2 )

 s1
=

f

2(2s2 - s1 )
2 (15)

其中 f = - 2s
3
1 + ( 1+ 6s2 ) s

2
1 - 4s2s1 + 2( 1- s2 ) s

2
2.

把 f视为 s1的函数,即 f = f ( s1 ), 显然,式 ( 15)右

端的符号与函数 f ( s1 ) 的符号一致.易知

 f ( s1 )

 s1

< 0, s1 % ( 0, 1 /3)

> 0, s1 % ( 1 /3, 0 5)
(16)

结合参数 s2 的取值, 分四种情况讨论函数

f ( s1 ) 的符号.

当 s2 % (0, 1 /3]时,有 m in{ s2, 1- s2 } =

s2, 故 s1的取值范围为 ( 0, s2 ).由多项式函数 f ( s1 )

的连续性和式 ( 16)可知 f ( s1 )在 [ 0, s2 ]上是严格

单调递减的, 又 f ( s1 ) 在区间 [ 0, s2 ] 的两个端点

s1 = 0和 s1 = s2处的函数值满足 f (0) > 0, f ( s2 ) <

0,故函数 f ( s1 )在 ( 0, s2 ) 内有唯一的零点, 记为

r1. 综上, 函数 f ( s1 ) 在 (0, r1 ) 内的符号为正, 在

( r1, s2 )内的符号为负.

& 当 s2 % (1 /3, 0 5)时,有 m in{ s2, 1- s2 } =

s2,故 s1的取值范围为 ( 0, s2 ).由函数 f ( s1 )的连续

性和式 ( 16)可知 f ( s1 )在 [ 0, 1 /3]上是严格单调

递减的, 在 [ 1 /3, s2 ]上是严格单调递增的. 因为

函数 f ( s1 )在 [ 0, 1 /3] 的两个端点处的函数值满

足 f ( 0) > 0, f ( 1 /3) < 0,故函数 f ( s1 )在 ( 0, 1 /3)

内有唯一的零点,记为 r2.因此,函数 f ( s1 ) 在 ( 0,

r2 )内的符号为正,在 ( r2, 1 /3) 内的符号为负.因

为函数值 f ( s2 ) < 0, 故 f ( s1 )在 [ 1 /3, s2 ] 上的符

号为负. 综上, 函数 f ( s1 ) 在 ( 0, r2 ) 内的符号为

正, 在 ( r2, s2 ) 内的符号为负.

∋ 当 s2 % [ 0 5, 2/3)时,有 m in{ s2, 1 - s2 } =

1 - s2,故 s1 的取值范围为 ( 0, 1 - s2 ) 且 1 - s2 >

1 /3. 由 f ( s1 )的连续性和式 ( 16)可知 f ( s1 )在 [ 0,

1 /3]上是严格单调递减的,在 [ 1 /3, 1 - s2 ] 上是

严格单调递增的. 因为 f ( s1 )在 [ 0, 1 /3]的两个端

点处的函数值满足 f ( 0) > 0, f (1 /3) < 0,故 f ( s1 )

在 ( 0, 1 /3)内有唯一的零点, 记为 r3. 因此, 函数

f ( s1 )在 (0, r3 )内的符号为正,在 ( r3, 1 /3)内的符

号为负.又函数值 f (1 - s2 ) < 0, 故函数 f ( s1 )在

[ 1 /3, 1- s2 ]上的符号为负.综上,函数 f ( s1 )在 (0,

r3 )内的符号为正,在 ( r3, 1- s2 )内的符号为负.

(当 s2 % [ 2 /3, 1)时,有 m in{ s2, 1- s2 } =

1 - s2 ) 1 /3, 故 s2 的取值范围为 ( 0, 1 - s2 ). 由

f ( s1 ) 的连续性和式 ( 16)可知 f ( s1 )在 [ 0, 1- s2 ]

上是严格单调递减的,又 f ( s1 )在 [ 0, 1 - s2 ]的两

个端点处的函数值满足 f ( 0) > 0, f ( 1 - s2 ) < 0,

故函数 f ( s1 )在 ( 0, 1- s2 )内有唯一的零点,记为

r4. 综上, 函数 f ( s1 ) 在 (0, r4 ) 内的符号为正, 在

( r4, 1 - s2 ) 内的符号为负.

综上可知命题 2的结论 2)成立. 证毕.

命题 2表明, 中间产品的均衡转移价格大于

中间产品的边际成本,而且,随着企业 1的产品质

量由低到高变化 (当然在容许取值范围内 ), 均衡

转移价格表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 与企

业 2的产品质量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 中间产品

的均衡销售价格与企业 1的产品质量无关, 只与

企业 2的产品质量有关,具体地说,当企业 2的产

品质量水平低于 0 5时,二者是正相关的;当企业

2的产品质量水平高于 0 5时, 二者是负相关的.

下面对企业 2的产品质量水平高于 0 5时,中间产

品的均衡销售价格与企业 2的产品质量之间的负

相关关系做出较为直观的解释. 企业 1的总利润

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在最终产品市场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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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在中间产品市场上获得的利

润. 与此相应, 企业 2的产品质量变动对企业 1的

获利性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对企业 1在最终产

品市场上的获利性所产生的影响, 二是对企业 1

在中间产品市场上的获利性所产生的影响. 给定

s1, 当 s2发生变动时 ( s2 > 0 5), 不妨设 s2增加,

如果企业 1保持 w不变,仍为原来的均衡水平,则

可以证明:在最终产品市场上,企业 1的销售量增

加, 销售价格提高, 因此, 企业 1在最终产品市场

上的利润增加,而在中间产品市场上,企业 1的销

售量下降 (因为企业 2对中间产品的需求量下

降 ),因此,企业 1在中间产品市场上的利润下降.

最终,企业 1的总利润是增加还是下降,取决于最

终产品市场上利润增加的幅度与中间产品市场上

利润下降的幅度的相对大小.在上述条件下, s2的

增加对中间产品的销售量影响很大, 使其大幅度

下降,导致最终产品市场上利润增加的幅度小于

中间产品市场上利润下降的幅度, 结果企业 1的

总利润下降.因此, 针对 s2 的增加, 企业 1的最优

反应不是保持中间产品的销售价格 w 不变, 而是

应该降低w,因为w下降会引起企业 2的产品价格

下降,使得企业 2的销售量有所回升,进而使得中

间产品的销售量有所回升,但由于 s2变动比 w变

动对企业 2的销售量, 进而对中间产品的销售量

影响程度大,故中间产品的销售量与 s2变动前的

相比还是下降 (由下面命题 3的结论 5) 可以看

出 ),结果企业 1在中间产品市场上的利润与 s2变

动前的情形相比下降,但下降幅度与 s2发生变动

而 w保持不变的情形相比要小一些.在最终产品

市场上, w 下降会引起企业 1的产品价格下降,实

际上,企业 1会通过下调 w,使自己的最终产品价

格降低到 s2 变动前的水平 (由式 (9) 可以看出 ),

但可以证明企业 1的最终产品销售量不随 w的下

降而变动,结果企业 1在最终产品市场上的利润

与 s2变动前的情形相比增加,但增加幅度与 s2发

生变动而 w保持不变的情形相比要小一些. 最终

s2发生变动w也随之发生变动后企业 1的获利性,

与 s2变动前的相比,由于中间产品市场上利润下

降的幅度还是大于最终产品市场上利润增加的幅

度,故企业 1的总利润还是下降,这是基于下述理

论事实: 给定 s1, 当企业 2的产品质量水平高于

0 5时, ( s1, s2 )关于 s2是单调递减的.

命题 3 当 0 < s1 < s2且 s1 + s2 < 1时,有

1) q1 ( s1, s2 ) > q2 ( s1, s2 );

2)当 s2 % (0, 1 /3] 时, 有
 q1 ( s1, s2 )

 s1
> 0,

s1 % ( 0, s2 );当 s2 % ( 1 /3, 1)时,有
 q1 ( s1, s2 )

 s1
<

0, s1 % ( 0, m in{ s2, 1 - s2 } );

3)
 q1 ( s1, s2 )

 s2

< 0, s2 % ( s1, a)

> 0, s2 % ( a, 1 - s1 )
;

4)
 q2 ( s1, s2 )

 s1
< 0, s1 % ( 0, m in{ s2, 1- s2 } );

5)
 q2 ( s1, s2 )

 s2

> 0, s2 % ( s1, a)

< 0, s2 % ( a, 1 - s1 )
.

由式 ( 11)和式 (12)易知命题 3成立.命题 3

表明,企业 1的均衡产量大于企业 2的均衡产量.

当企业 2的产品质量系数低于某个临界值时, 企

业 1的均衡产量与本身的产品质量正相关; 当企

业 2的产品质量系数高于某个临界值时, 企业 1

的均衡产量与本身的产品质量负相关. 企业 1的

均衡产量,随着企业 2的产品质量由低到高变化

时,表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企业 2的均

衡产量与企业 1的产品质量负相关. 企业 2的均衡

产量,随着本身的产品质量由低到高变化时,表现

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

命题 4 当 0 < s1 < s2且 s1 + s2 < 1时,有

1) 当 s2 % (0, 1 /3] 时, 有
 ( s1, s2 )

 s1
> 0,

s1 % ( 0, s2 );

2)当 s2 % (1 /3, 2 /3)时,有

 ( s1, s2)

 s1

> 0, s1 % ( 0, k1 )

< 0, s1 % I

其 中 k1 =
3s2 - s2 ( 7s2 - 2)

2
, I = ( k1,

m in{ s2, 1 - s2 } );

3) 当 s2 % [ 2 /3, 1) 时, 有
 ( s1, s2 )

 s1
> 0,

s1 % ( 0, 1 - s2 ).

证明 由式 ( 13)可得

 ( s1, s2 )

 s1
=

s2 (1 - 2s1 + s2 )g

4( 2s2 - s1 )
2 (17)

其中 g = 2s
2
1 - 6s2 s1 + s2 + s

2
2.把 g视为 s1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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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g = g ( s1 ), 显然, 式 (17) 右端的符号与函数

g ( s1 )的符号一致.

当 s2 % (2 /7, 1)时,有

g ( s1 )
> 0, s1 % ( 0, k1 ) ∗ ( k2, 1)

< 0, s1 % ( k1, k2 )
(18)

其中 k1同上, k2 =
3s2 + s2 ( 7s2 - 2)

2
.

1)当 s2 % ( 0, 1 /3]时,有 m in{ s2, 1 - s2 } =

s2, 故 s1的取值范围为 ( 0, s2 ).下面结合参数 s2的

取值,分两种情况讨论函数 g ( s1 ) 在 (0, s2 ) 内的

符号.当 s2 % ( 0, 2 /7]时, g ( s1 )在 ( 0, s2 )内的符

号为正, 因为在此范围内 g ( s1 )没有零点.当 s2 %

( 2 /7, 1 /3]时,有 s2 ) k1, 故由式 ( 18)可知函数

g ( s1 )在 ( 0, s2 )内的符号为正.

2)当 s2 % ( 1 /3, 2 /3)时,分两种情况讨论函

数 g ( s1 )的符号:

当 s2 % (1 /3, 0 5]时,有 m in{ s2, 1- s2 } =

s2, 故 s1的取值范围为 (0, s2 ), 又 k1 < s2 < k2,故

由式 ( 18)可知函数 g ( s1 )在 (0, k1 ) 内的符号为

正, 在 ( k1, s2 )内的符号为负;

& 当 s2 % (0 5, 2/3)时,有 m in{ s2, 1- s2 } =

1 - s2, , 故 s1的取值范围为 ( 0, 1- s2 ),又 k1 < 1-

s2 < k2,故由式 (18)可知函数 g ( s1 )在 ( 0, k1 )内

的符号为正,在 ( k1, 1 - s2 )内的符号为负.

3)当 s2 % [ 2 /3, 1)时,有 m in{ s2, 1- s2 } = 1-

s2,故 s1的取值范围为 ( 0, 1- s2 ),又 1- s2 ) k1,故由

式 (18)可知函数 g ( s1 )在 (0, 1- s2 )内的符号为正.

综上可知命题 4成立. 证毕.

命题 4表明, 企业 1既有提高产品质量的动

机, 也有降低产品质量的动机,取决于本身和企业

2各自现有的产品质量.具体地说, 命题 4的结论

1)表明,当企业 2的产品质量较低时 ( s2 % ( 0,

1 /3] ) , 企业 1的利润将随着自身产品质量的提

高而增加,因此,企业 1有把自身产品质量提高到

与企业 2的产品质量一样高的动机, 这是由于当

企业 2的产品质量在较低的质量水平范围内给定

时,随着企业 1产品质量的提高,在最终产品市场

上,企业 1的单位产品利润 ( p1 ( s1, s2 ) - s
2
1 ) 增加

(由式 (9)易知其成立 ),销售量增加 (据命题 3的

结论 2) ),故企业 1在最终产品市场上的利润增

加, 而在中间产品市场上,由于中间产品的外部销

售价格不变 (见式 ( 8) ),销售量下降 (据命题 3的

结论 2) ),故企业 1在中间产品市场上的利润下

降, 但由于最终产品市场上利润增加的幅度大于

中间产品市场上利润下降的幅度, 故企业 1的总

利润增加.命题 4的结论 2)表明,当企业 2的产品

质量居中时 ( s2 % ( 1 /3, 2 /3) ),如果 s1 % (0, k1 ),

则企业 1的利润将随着自身产品质量的提高而增

加, 因此, 企业 1有把自己的产品质量提高到 k1水

平的动机,这是由于当企业 2的产品质量在居中

的质量水平范围内给定时, 如果 s1 % ( 0, k1 ), 则

随着企业 1的产品质量的提高, 在最终产品市场

上, 企业 1的单位产品利润增加, 销售量下降 (据

命题 3的结论 2) ), 由于单位产品利润增加所引

起的企业 1利润增加的幅度大于销售量下降所引

起的企业 1利润下降的幅度,故企业 1在最终产品

市场上的利润增加, 而在中间产品市场上的利润

下降 (与结论 1) 的分析类似 ), 但因最终产品市

场上利润增加的幅度大于中间产品市场上利润下

降的幅度,结果企业 1的总利润增加;如果 s1 % I,

则企业 1的利润将随着自身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下

降, 因此, 企业 1有把自己的产品质量降低到 k1水

平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自身产品质量的提

高,企业 1在中间产品市场上的利润将下降, 而在

最终产品市场上的获利性分析, 由于要涉及到复

杂的表达式,故这里不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命题 4

的结论 3) 表明, 当企业 2的产品质量较高时

( s2 % [ 2 /3, 1) ), 企业 1的利润将随着自身产品

质量的提高而增加,因此,企业 1有把自己的产品

质量提高到 1 - s2水平的动机, 具体原因分析与

s1 % ( 0, k1 )的情况相类似.

命题 5 当 0 < s1 < s2且 s1 + s2 < 1时,存

在唯一的实数 v, 使得

 2 ( s1, s2 )

 s2

> 0, s2 % ( s1, v )

< 0, s2 % ( v, 1 - s1 )

证明 由式 ( 14)可得

 2 ( s1, s2 )

 s2
=

( s2 - s1 ) (1 - s1 - s2 ) h

4( 2s2 - s1 )
3 (19)

其中 h = - 6s
3
2 + (2 + 5s1 ) s

2
2 - s1 (1 + 2s1 ) s2 +

( 1 - s1 ) s
2
1.把 h视为 s2 的函数, 即 h = h ( s2 ), 显

然, 式 (19)右端的符号与函数 h( s2 )的符号一致.

当 s1 % ( 0, 0 3)时,有

 h( s2 )
 s2

> 0, s2 % ( s1, b )

< 0, s2 % ( b, 1 - s1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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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
1

18
(2+ 5s1+ 4+ 2s1- 11s

2
1 ),易知 b < 1/3.

当 s1 % [ 0 3, 0 5)时,有

 h( s2 )

 s2
< 0, s2 % ( s1, 1 - s1 ) (21)

结合参数 s1 的取值, 分两种情况讨论函数

h ( s2 )在区间 ( s1, 1 - s1 )内的符号.

1)当 s1 % ( 0, 0 3)时,由函数 h ( s2 )的连续

性和式 (20)可知函数 h ( s2 )在 [ s1, b ]上是严格单

调递增的,在 [ b, 1 - s1 ]上是严格单调递减的.因

为函数 h ( s2 )在 [ s1, b ]的左端点 s2 = s1处的函数

值 h ( s1 ) > 0,故函数 h ( s2 )在 ( s1, b ]上的符号为

正, 且函数值 h ( b) > 0. 下面讨论函数 h ( s2 )在

( b, 1 - s1 ) 内的符号. 因为函数值 h ( b) > 0,

h (1 /3) > 0, h( 0 5) < 0, 故函数 h ( s2 )在 (1 /3,

0 5)内有唯一的零点, 记为 v1. 因此, 函数 h( s2 )

在 [ b, v1 ) 内的符号为正,在 ( v1, 1 - s1 ) 内的符号

为负.综上,函数 h ( s2 )在 ( s1, v1 ) 内的符号为正,

在 ( v1, 1 - s1 ) 内的符号为负.

2)当 s1 % [ 0 3, 0 5)时,由函数 h ( s2 )的连

续性和式 ( 21)可知函数 h ( s2 )在 [ s1, 1- s1 ]上是

严格单调递减的.当 s1 % [ 0 3, 1 /3]时,因为函数

值 h( 1 /3) > 0, h ( 0 5) < 0, 故函数 h ( s2 ) 在

( 1 /3, 0 5) 内有唯一的零点, 记为 v2, 故函数

h ( s2 )在 ( s1, v2 )内的符号为正,在 ( v2, 1 - s1 )内

的符号为负. 当 s1 % (1 /3, 0 5) 时, 因为函数值

h ( s1 ) > 0, h( 0 5) < 0,故函数 h( s2 )在 ( s1, 0 5)

内有唯一的零点,记为 v3,故函数 h( s2 )在 ( s1, v3 )

内的符号为正,在 ( v3, 1 - s1 )内的符号为负.

综上可知命题 5成立. 证毕.

命题 5表明,给定企业 1的产品质量, 企业 2

既有提高产品质量的动机, 也有降低产品质量的

动机.具体地说,当 s2 % ( s1, v)时,随着自身产品

质量的提高,企业 2的利润将增加,因此, 企业 2有

把自己的产品质量提高到 v水平的动机; 当 s2 %
( v, 1 - s1 )时,随着自身产品质量的提高, 企业 2

的利润将下降,因此,企业 2有把自己的产品质量

降低到 v水平的动机. 总之,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在企业 1的产品质量给定的前提下, 企业 2把自己

的产品质量调整到 v水平一定是最优策略. 从命

题 5的证明中可以看出, v的大小取决于企业 1的

产品质量 s1,而且, 在 s1的容许取值范围内, v满足

1 /3 < v < 0 5.当 s2 % (0 5, 1- s1 )时,随着自身

产品质量的提高, 企业 2的利润将下降的直观意

义是比较明显的, 这是由于随着自身产品质量的

提高,一方面易证企业 2的单位产品利润下降,另

一方面企业 2的销售量下降 (据命题 3的结论

5) ), 因此,企业 2的利润将下降.

命题 6 当 0 < s1 < s2且 s1 + s2 < 1时,有

( s1, s2 ) > 2 ( s1, s2 ).

证明 由式 ( 13)和式 ( 14)可得

( s1, s2 ) - 2 ( s1, s2 ) =
s2m

4(2s2 - s1 )
2 (22)

其中m = 4s
3
1 + s1 s2 - 8s

2
1s2 + 4s1 s

2
2 - 2s

2
1 s

2
2 - s1 s

3
2 -

s
2
1 + s

2
2 (1 - s2 )

2
+ 6s

3
1 s2 - 3s

4
1

显然,式 ( 22)右端的符号与 m 的符号一致.

由于

m > s1 [ 4s
2
1 + s2 - 10s1s2 + 3s

2
1s2 + (4- s1 - s2 ) s

2
2 ]

> s1 ( 4s
2
1 + s2 - 10s1 s2 + 3s

2
1 s2 + 3s

2
2 ) (23)

令 n = 4s
2
1 + s2 - 10s1 s2 + 3s

2
1 s2 + 3s

2
2,把 n视

为 s1的函数, 易知当 0 < s1 < s2且 s1 + s2 < 1时,

有 n > 0,故由式 (23)可知 m > 0. 证毕.

命题 6表明,企业 1的均衡利润大于企业 2的

均衡利润,即不存在高质量优势, 相反, 存在低质

量优势,这是由于企业 1对中间产品的生产具有

某种垄断力量.

2. 2 产品质量是内生的

在产品质量是内生的情况下, 研究双寡头企

业的质量与产量决策. 假设企业 1仍然采用非中

心化结构,企业 1与企业 2之间具有完全信息,两

个企业首先进行质量竞争,然后进行产量竞争.具

体地,它们之间的三阶段博弈顺序如下:

阶段 1 企业 1的总部与企业 2同时选择各

自的产品质量;

阶段 2 企业 1的总部制定中间产品的内部

转移价格和外部销售价格;

阶段 3 下游子公司和企业 2同时决定各自

的产量.

根据动态博弈求解的逆向归纳法, 博弈阶段

3和阶段 2的求解与产品质量是外生的情形完全

一样,现在只需求解博弈阶段 1. 为了研究方便,

接下来放松前面对 s1 和 s2的假设条件, 即假设

0 < s1 ) s2且 s1 + s2 ) 1,这不影响对博弈阶段 1

的求解. 实际上, 由随后的讨论可以看出, 存在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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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产品质量均衡, 均衡质量既不满足关系式

s1 = s2,也不满足关系式 s1 + s2 = 1.

当 0 < s1 ) s2且 s1 + s2 ) 1时, 由式 ( 13)可

知 ( s1, s2 )关于 s1和 s2连续.由命题 4的结论 1)

可知,当 0 < s2 ) 1 /3时,企业 1对企业 2的产品

质量 s2 的反应函数为 s1 = s2, 把其代入式 (19)

中, 由
 2 ( s2, s2 )

 s2
= 0,解得 s2 = 0 5  ( 0, 1 /3] .

故当 0 < s2 ) 1 /3时,不存在产品质量均衡.

由命题 4的结论 2) 可知,当 1 /3 < s2 ) 2 /3

时, 企业 1对企业 2的产品质量 s2 的反应函数为

s1 =
3s2 - s2 (7s2 - 2)

2
,把其代入式 ( 21)中,由

 2 ( s1, s2 )

 s2
= 0, 解得 s2 = s

*
2 + 0 464 % (1 /3,

2 /3] .再把 s2 = s
*
2 代入 s1 =

3s2 - s2 (7s2 - 2)

2

中,得 s1 = s
*
1 + 0 316.故 ( s

*
1 , s

*
2 )为产品质量均衡.

由命题 4的结论 3)可知,当 2 /3 < s2 < 1时,

企业 1对企业 2的产品质量 s2的反应函数为 s1 =

1 - s2,把其代入式 (19) 中, 由
 2 (1 - s2, s2 )

 s2
=

0,解得 s2 = 1 /3  ( 2 /3, 1)或 s2 = 1 /2  (2 /3,

1).故当 2 /3 < s2 < 1时,不存在产品质量均衡.

综上可知, ( s
*
1 , s

*
2 ) 为唯一的产品质量均衡,

从中可以看出,两个企业的均衡产品质量没有表

现出较大的差异化,而是表现出较小的差异化,这

一点完全可从前面对命题 4和命题 5的分析中得

出: 从对命题 5的分析中可知, 当 s2 % ( 0 5, 1 -

s1 )时,随着自身产品质量的提高, 企业 2的单位

产品利润下降,销售量下降,结果企业 2的利润下

降, 因此,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企业 2不会把自己

的产品质量提升到高于 0 5水平, 实际上, 企业 2

会把自己的产品质量调整到 v水平, v满足 1 /3 <

v < 0 5. 由命题 4的结论 2)可知,如果企业 2的产

品质量水平介于 1 /3和 0 5之间,则企业 1的最优

策略是把自己的产品质量调整到 k1水平,易知 k1

满足 0 3 < k1 < 0 5.综上可知,从长期的角度来

看, 企业 1与企业 2的均衡产品质量水平的差距小

于 0 2, 两个企业的均衡产品质量表现出较小的

差异化.此外, 两个企业的均衡产品质量不可能表

现出最小差异化, 否则, 由式 (12) 可知企业 2将

面临无需求状态而退出市场. 由式 ( 11) 和 (12)

及均衡结果 ( s
*
1 , s

*
2 )可得企业 1和企业 2的均衡

产量分别为 q1 + 0 32和 q2 + 0 03, 均衡利润分

别为 + 0 037和 2 + 0 000 3. 由均衡利润可以

看出,不存在高质量优势,相反,存在低质量优势.

3 数值算例

由于在产品质量为内生变量的情形下, 双寡

头企业的均衡产品质量与产量是唯一确定的, 相

应的均衡利润也是唯一确定的.因此,下面仅仅针

对产品质量为外生变量的情形, 给出双寡头企业

产量与利润状况的数值算例. 表 1针对 s2 分别取

值 0 3, 0 6和 0 7时,依据式 ( 11)和 ( 13),给出了

企业 1随着自身产品质量的提高, 其产量 q1 ( s1,

s2 )与利润 ( s1, s2 )的变化状况.表 2针对 s1分别

取值 0 1和 0 4时,依据式 ( 12)和 (14),给出了企

业 2随着自身产品质量的提高, 其产量 q2 ( s1, s2 )

与利润 2 ( s1, s2 ) 的变化状况.

表 1 企业 1的产量和利润

Tab le 1 F irm 1, s ou tpu t an d p rof it

s1 q
1
( s

1
, s

2
) ( s1, s2 )

s2 = 0. 3

0. 05 0. 327 3 0. 023 3

0. 10 0. 330 0 0. 027 5

0. 15 0. 333 3 0. 030 9

0. 20 0. 337 5 0. 033 6

0. 25 0. 342 9 0. 035 5

s2 = 0. 6

0. 200 0. 360 0 0. 033 6

0. 225 0. 353 8 0. 034 9

0. 250 0. 347 4 0. 035 9

0. 275 0. 340 5 0. 036 6

0. 300 0. 333 3 0. 037 0

0. 325 0. 325 7 0. 037 1

0. 350 0. 317 6 0. 037 0

0. 375 0. 309 1 0. 036 6

s2 = 0. 7

0. 05 0. 414 8 0. 016 2

0. 10 0. 403 8 0. 023 0

0. 15 0. 392 0 0. 028 5

0. 20 0. 379 2 0. 032 5

0. 25 0. 365 2 0. 03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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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企业 2的产量和利润

Tab le 2 F irm 2, s ou tpu t an d p rof it

s2 q2 ( s1, s2 ) 2 ( s1, s2 )

s1 = 0. 1

0. 15 0. 093 8 0. 001 3

0. 20 0. 116 7 0. 002 7

0. 25 0. 121 9 0. 003 7

0. 30 0. 120 0 0. 004 3

0. 35 0. 114 6 0. 004 6

0. 45 0. 098 4 0. 004 3

0. 55 0. 078 8 0. 003 4

0. 65 0. 057 3 0. 002 1

0. 75 0. 034 8 0. 000 9

0. 85 0. 011 7 0. 000 1

s1 = 0 4

0. 45 0. 007 5 0. 000 025

0. 46 0. 008 1 0. 000 030

0. 47 0. 008 4 0. 000 033

0. 48 0. 008 6 0. 000 035

0. 51 0. 008 0 0. 000 033

0. 54 0. 006 2 0. 000 021

0. 55 0. 005 4 0. 000 016

0. 56 0. 004 4 0. 000 011

从表 1中可以看出,当 s2 = 0 3时,随着自身

产品质量的提高 (在容许取值范围内, 以下同 ),

企业 1的产量和利润均增加 (这与命题 3的结论

2)和命题 4的结论 1)相符 );当 s2 = 0 6时,随着

自身产品质量的提高,企业 1的产量下降,而利润

表现出先增加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这与命题 3的

结论 2)和命题 4的结论 2)相符 );当 s2 = 0 7时,

随着自身产品质量的提高,企业 1的产量下降,而

利润增加 (这与命题 3的结论 2)和命题 4的结论

3)相符 ).

从表 2中可以看出,当 s1 = 0 1或 0 4时,随

着自身产品质量的提高 (在容许取值范围内 ), 企

业 2的产量和利润均表现出先增加后下降的变化趋

势 (这与命题 3的结论 5)和命题 5的结论相符 ).

4 结束语

产品差异化已成为企业顺应市场需求、取得非价

格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内容.本文从产品纵向差异的角度出发,假定

双寡头垄断市场中, 高质量企业在生产方面依赖

于低质量企业,需要向低质量企业购买一种中间

产品,研究了两个企业的短期市场行为和长期市

场行为. 具体地说, 一是从短期的角度出发, 将产

品质量视为外生变量, 研究了双寡头企业的产量

策略和利润状况, 并对均衡结果做了比较静态分

析, 研究结果表明, 两个企业都有提高或降低各自

产品质量的动机,取决于双方现有的质量水平;二

是从长期的角度出发,将产品质量视为内生变量,

研究了双寡头企业的质量与产量决策, 研究结果

表明,存在唯一的产品质量均衡, 均衡质量没有表

现出较大的差异化,而是表现出较小的差异化.此

外, 无论从短期的角度还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都

不存在高质量优势,相反, 存在低质量优势, 这是

由于低质量企业对中间产品的生产具有某种垄断

力量.总之, 在本文的假设条件下, 所得的结论能

够为现实企业做出正确的质量和产量决策提供一

定的理论依据.但是,本文的结论是在双寡头企业

具有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得出的, 在应用范围上要

受到一定的限制. 对于信息不完全的情形还有待

于进一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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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of vertical production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one of the duopolists

m onopolizes the interm ediate productm arket

ZHANG Fu!li1, 2
, SH I J ian!ju n2

, CHEN X iao!lin2

1. Nan jing Audit Inst itute, N anjing 210029, Ch ina;

2. Schoo l of Business, N anjing U niversity, N 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Supposing that an en terprise depends on ano ther enterprise in production in a duopolist ic m arke,t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m arket behaviors o f the tw o enterprises are studied in the paper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vertical products differentiat ion. From the sho rt!term perspective, the paper assum es product quality to

be an exogenous variab le and exam ines the output strategy and prof it cond itions of duopolist ic en terprises. M o!
reover, a com parative static analysis o f the equilibrium resu lts ism ade in the paper.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bo th enterprises have m otives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ir respective product quality, wh ich depends on their

present leve lo f product quality. From the long!term perspect ive, w ith product quality assm um ed as an endoge!
nous variab l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qua lity and output strateg ies o f duopo listic en terprises. W e proved that

there ex ists a so le equ ilibrium in product quality o f the duopo listic en terprises and high d ifferentiat ion doesn, t

appear, and there is just a slight d ifference in the qua lity of two k inds of products. In addition, there is no

h igh!qua lity advantage either in the short!term or long!term m arke t behav iors. In contras,t there ex ists a low!
quality advan tage.

K ey words: vertica l d ifferentiat ion; product quality; h igh!qua lity advantage; transfer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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