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卷第 3期

2011年 3月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JOURNALOFMANAGEMENTSCIENCESINCHINA

　　　　　　　　　
Vol.14 No.3
Mar.2011

网上一口价在线拍卖的定价策略设计
①

倪冠群
1, 2 , 徐寅峰 1, 2 , 郑斐峰1, 2

(1.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 西安 710049;

2.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 西安 710049)

摘要:网上一口价拍卖作为网络拍卖的创新模式 ,打破了传统拍卖的局限 ,得到商家的广泛应

用 ,但是一口价的最优设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该文首先在独立私有价值模型下 ,研

究了持久一口价拍卖中买卖双方的 Stackelberg主从递阶决策过程 ,证明了持久一口价拍卖存

在临界估值 ,并求出了最优持久一口价.针对竞买人估值分布无法预知的实际情况 ,利用竞争

分析的方法设计了最优的单一定价策略 ,同时为时间敏感性拍卖人设计了在线动态定价策略 ,

并证明了两策略都是激励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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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拍卖活动出现很早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5世

纪 ,但是拍卖作为一门科学被广大学者所接受不

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 Vickrey在 1961年 ,将

非合作博弈理论引入拍卖研究 ,才奠定了拍卖理

论研究的基础
[ 1]
, Vickrey本人也因此获得了

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 ,网上拍卖作为电子商务

的重要赢利模式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跟据 eBay

2007年报② ,通过 eBay完成网上拍卖的成交金额

超过 594亿美元.与此同时 ,网上拍卖规则有了很

多变化 ,结合网络特性 ,出现了很多新规则 ,如反

向拍卖
[ 2]
、组合拍卖

[ 3]
、逢低买入

[ 4]
等.传统的固

定价格方式结合网上英式拍卖形成了多种新型的

拍卖机制 ,其中 “一口价 ”是比较普遍的一种 ,根

据 eBay2007年报 ,提供一口价选项的拍卖接近

总拍卖的 50%,而通过一口价方式实现的成交量

达到 40%.一口价拍卖 ,主要有 3种形式 , 分别

是:固定一口价拍卖 、临时一口价拍卖和持久一口

价拍卖.固定一口价拍卖的规则 ,是在规定的拍卖

时间内 ,顾客只能选择出一口价 ,也就是固定价

格;临时一口价拍卖的规则 ,是在规定的拍卖时间

内 ,如果第 1个参与者选择一口价 ,则拍卖结束 ,

如果第 1个参与者选择竞价 ,则一口价选项功能

失效 ,等同于网上英式拍卖;持久一口价拍卖的规

则 ,是在整个拍卖周期内一口价选项一直存在 ,除

非有人出一口价将物品拍走 ,否则拍卖坚持到最

后时刻 ,出价最高者赢得物品.

对于 “一口价”的理论研究起步比较晚 , Luc-

king-Reiley
[ 5]
在网上拍卖回顾中提到了一口价的

应用 ,同时也说明没有任何理论文献涉及一口价

在拍卖中的效果.Budish和 Takeyama
[ 6]
讨论了一

口价选项存在的必要性问题 ,不过他们指出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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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收益最大化角度而言 ,拍卖者不应该选择一

口价方式 ,因为一口价的存在限制了可能成交的

价格上限.由于一口价拍卖的广泛存在 ,后来更多

的学者
[ 7-9]
从竞标者角度出发 ,研究了在提供一

口价选项的网上拍卖中 ,竞标者根据一口价如何

进行合理竞标等问题.而 Leszczyc等
[ 10]
最早从拍

卖者角度论证了一口价存在的必要性 ,他们采用

实证方法 ,根据 eBay的网上拍卖数据 ,验证了一

口价能够起到 “参考价格 ”的作用 ,并能增加拍卖

者的期望利润的假设.与此同时 ,更多的文献研究

了一口价的制定问题.Fay和 Laran
[ 11]
从实证角

度 ,验证了卖方一口价的调整频率与买方出价行

为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 ,温和的调整频率更容易

导致非单调的出价行为 ,而当调整频率过高或者

过低 ,竞标者的出价却往往是单调的.采用非实证

方法对一口价制定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 ,本

文第 2部分采用贝叶斯方法 ,重点研究在竞标者

出价规律服从均匀分布情形下的最优一口价制定

策略 ,同时证明了一口价的存在增加了拍卖者的

期望收益.基于网上数据容易收集 、处理的特点 ,

Liu和 Chen
[ 12]
根据以往拍卖数据 ,给出了竞标者

的表现权重 ,并根据此权重以及竞标者出价 ,设计

了相应的网上拍卖规则.Bapna等
[ 13]
则根据拍卖

的历史数据 ,设计了一口价的动态定价策略.Pin-

ker等
[ 14]
在竞标价值服从均匀分布假设下 ,设计

了根据以往竞标数据调整拍卖数量与成交价格的

动态拍卖策略 ,他们给出的数值算例证明了该动

态策略能有效提高拍卖方的期望利润.这些文献

都是基于历史数据进行策略设计 ,模型的关键在

于需要预先知道竞标者的出价规律服从某种概率

分布.而针对竞标信息无法预知的相关研究较少.

Besbes和 Zeevi
[ 15]
从收益管理角度 , 针对需求函

数未知的情形设计了动态定价策略 ,并给出了该

策略的风险边界以及与策略相应的近似算法 ,他

们的目标是最小化 “绝对后悔值”(所给策略与可

能的最优策略的最大收益差距),尽管 Besbes和

Zeevi的模型不要求预先知道具体的需求函数 ,但

是要求需求函数的类型属于某一个类型集合.与

Besbes和 Zeevi不同的是 ,本文第 3部分对竞标者

的价值分布不进行任何前提假设 ,并以最小化

“相对后悔值 ”(所给策略与可能的最优策略的最

大收益比值)为目标 ,该目标值的选取越来越受

到收益管理领域的重视
[ 16]
.

一口价选项的存在 ,一方面给拍卖参与者

一定的信息提示 , 另一方面满足某些时间敏感

顾客的要求 ,可见一口价不宜过低 ,否则顾客总

是选择一口价成交 ,使得拍卖人收益降低;也不

宜过高 ,否则顾客总是参与竞价 ,失去一口价的

应有作用.那么作为拍卖人 ,如何寻求合理的一

口价 ,实现期望利润最优? 本文正是从这个角

度出发 ,研究了网上一口价在线拍卖中的定价

策略.

1　估值分布已知的持久一口价拍卖

1.1　持久一口价拍卖流程及问题假设

持久一口价和临时一口价的最大区别在于 ,

临时一口价选项的存在依赖于第 1个到达的竞买

人 ,如果第 1个竞买人选择竞价 ,则一口价选项消

失 ,使得后到的竞买人只能参与竞价或者离开 ,没

有选择一口价的机会 ,这要求时间敏感的竞买人

尽量早参与 ,这往往与现实竞买人到达规律不一

致 ,而持久一口价给了后到竞买人更多的选择 ,因

此竞买人不用担心一口价选项是否可用 ,只要物

品没有出售 ,就可以选择一口价成交 ,这给了那些

后到而又时间敏感的竞买人选择一口价的机会.

在 B2B或者 B2C模式下 ,拍卖人是以出售标的为

主营业务的商家 ,这些商家可以获取关于竞买人

的估值分布的信息.这些特点使得持久一口价方

式更加适合网上在线拍卖.

在实际的持久一口价拍卖过程中 ,买卖双方

是典型的 Stackelberg主从递阶决策过程
[ 17]
,拍卖

人是主导方 ,拍卖人根据顾客数量以及产品成本 ,

决定合适的一口价 ,目的是实现期望利润最大化;

竞买人是从属方 ,根据自己的估值 、一口价水平以

及竞争对手的信息 ,决定采取一口价成交或者参

与竞价 ,目的也是实现自己的期望利润最优.根据

分析 ,可以用图 1简单描述这一过程.

本节以独立私有价值模型为假设基础.独立

私有价值模型(IndependentPrivateValueModel)

基于 4个假设:投标人是风险中性的;独立的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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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假设;支付只是报价的函数;竞买人或投标人

估价的概率分布是对称的
[ 18]
.每一个竞买人或投

图 1　持久一口价买卖双方的 Stackelberg决策过程

Fig.1 ThediagramofStackelberggamebetweenauctioneer

andbiddersinonline“buyitnow” auction

标人自己能精确地对物品进行估价 ,拍卖物品对

他来说具有真实价值.他虽然不知道其他人对物

品的具体估价 ,但知道其他人估价的概率分布.同

样地 ,其他人也知道他会根据同样的概率分布估

价 ,即估价的概率分布是参与人的共同知识.竞买

人或投标人估价的差别反映了他们价值观的实际

差别.任何一个竞买人或投标人的价值都独立于

其他竞买人或投标人的价值.现在网上拍卖的大

多数自用消费物品都符合这一特点 ,例如个人电

脑等.本文有以下前提假设 。

1)满足独立私有价值模型 , vi是竞买人 i的

估价 , vi∈ [ v, v] ,不失一般性 ,令 v=0, v=1.vi

服从分布函数 F(vi),其密度函数为 f(vi);参与拍

卖的竞买人是理性的并且风险中性 ,没有参与成

本 ,且在整个拍卖周期 [ 0, t] 内 ,共有 n个竞买人

到达.

2)单物品拍卖 ,物品成本为 c.

3)如果标的以竞价方式成交 ,则采取第 2价

格封标拍卖(Vickrey拍卖)方式.

1.2　买卖双方的 Stackelberg决策过程

在没有参与成本的假设条件下 ,任何竞买人

都可以参与竞价 ,没有胜出的收益为 0.根据已有

文献 ,第 2价格封标拍卖(Vickrey拍卖)是激励相

容的 , 竞买人报价为自己的真实估价是占优策

略
[ 19-20]

.因此 ,对于竞买人 i而言 ,报价为 vi是占

优策略 ,如果 vi是最高报价 ,而第 2价格为 x,那么

竞买人 i的收益为 πi=vi-x.如果有 n个参与者

到达 ,且第 2高价为 x,那么竞买人 i获胜的几率等

于其他 n-2个报价都不大于 x的概率 ,因此报价

为 vi的竞买人参与竞价的期望收益为

EU
bid
i (vi)=∫

vi

0
(n-1)(vi-x)[ F(x)]

n-2
f(x)dx

　　　　 =∫
vi

0
[ F(x)]

n-1
f(x)dx (1)

如果竞买人采取了一口价 ,则情况比较简单 ,

期望收益为

EU
buy
i (vi)=vi-B (2)

任何一个竞买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估价 ,比较

两种策略的期望收益 ,要么参与竞价 ,要么直接以

一口价购买.因此 ,不妨令 EU
bid
i (vi)=EU

buy
i (vi),

得

∫
vi

0
[ F(x)]

n-1
dx=vi-B (3)

若 F(·)是 [ 0, 1] 上的均匀分布 ,则可得

EU
bid
i (vi)=

v
n
i

n

EU
buy
i (vi)=vi-B

因为 0 <
 
v
n
i

n
 vi
=v

n-1
i <1,且

v
n
i

n  vi=0
=0,而

d(vi-B)
dvi

=1,且(Vi-B) v
i
=0
=-B<0,所以

曲线
v
n
i

n
与 vi-B只可能有 1个交点 ,如图 2所示.

图 2　竞买人的期望收益曲线

Fig.2Thecurveofbidder' sexpectedprofit

令 vi=0 ,解等式
v
n
i

n
=vi-B,可得 B=0,令

vi=1,解等式
v
n
i

n
=vi-B,可得 B=1 -

1

n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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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一口价范围为 B∈ (0, 1 -
1

n
).

根据图 2可知 ,只要一口价 B∈ (0, 1 -
1
n
),

参与竞价与一口价成交的期望收益曲线就只有 1

个交点 v0 ,当竞买人估价 vi<v0时 ,竞买人应该

参与竞价 ,而不应该采取一口价成交 ,因为此时

竞价的期望收益大于一口价的期望收益;当竞

买人估价 vi>v0时 , 竞买人采取一口价成交是

占优的.

当拍卖人给定任意一口价 B0时 ,可以得到竞

买人临界私有价值为

v0 =argv
i
(
v
n
i

n
=vi-B0)

则当私有价值 vi>v0时 ,竞买人 i就会以一口价

成交.同时根据文献 [ 21] ,当 vi<v0时 ,竞买人不

会采用一口价 ,当 vi>v0时竞买人及早采用一口

价是占优竞买策略 ,因此 ,当 F(·)是 [ 0 , 1] 上的

均匀分布 ,且一口价为 B∈ (0, 1-
1

n
)时 ,拍卖人

的期望利润为

π(B0)=B0{1-[ F(v0)]
n
}+n(n-1)×

　　∫
v

0

0

x[F(v0)-F(x)] [F(x)]
n-2
f(x)dx-c

　　 =B0(1-v
n
0)+

n-1
n+1

v
n+1
0 -c (4)

其中 ,第 1部分 B0{1-[ F(v0)]
n
},是以一口价成

交的期望收入 ,第 2部分 n(n-1)∫
v
0

0
x[ F(v0)-

F(x)] [ F(x)]
n-2
f(x)dx是以第 2价格拍卖成交

的期望收入.

从拍卖人的角度出发 ,使期望利润最大 ,从而

求得最优的一口价

B
＊
=arg

B0
maxπ(B0) (5)

在实际的一口价拍卖中 ,拍卖人会根据上述

过程首先设定最优的一口价水平 , 而竞买人则会

根据一口价水平计算出临界私有价值 ,然后比较

临界价值与自己的实际估价之间的大小来选择参

与竞价或者以一口价成交 ,从而完成 Stackelberg

决策过程.

另外 ,本文通过 MATLAB6.5进行数值检验

(设 n=4, c=0.02 , B以 0.001为步长在 (0,

0.75)上取值),得到卖方期望利润 π随持久一口

价 B的变化规律.根据数值检验 ,当 B=0.716时 ,

卖方获得的期望收益最大 ,为 π =0.590,此时买

方的临界估值为 v0 =0.841.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

B=0.750时 ,买方临界估值取 v0 =1 , 所以当

B>0.750时 ,买方总是参与竞价 ,通过第 2价格

拍卖形式成交 ,而此时卖方的期望利润是常数 ,为

π′=n(n-1)∫
1

0
x[ 1-F(x)] [F(x)]

n-2
f(x)dx-c

=0.58 (6)

通过比较 π与 π′,发现 π >π′,这对于卖方

而言 ,仅从期望利润角度考虑 ,适当的持久一口价

拍卖获得的期望利润大于非一口价拍卖所获得的

期望利润 ,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一口价存在的必

要性.数值检验同时检验了买方存在临界估值 ,而

卖方可以通过设定合理的一口价水平 ,获得最优

的期望利润.

2　估值分布未知的一口价制定策略

上一节模型的前提假设是拍卖人已知竞买人

对标的的价值分布 ,这种假设比较适合于 B2B或

者 B2C模式 ,因为以出售商品为主营业务的商家

有必要 ,同时也有能力获取关于竞买人的价值分

布的信息.然而在 C2C模式下 ,作为个体的拍卖

人很难获知竞买人对标的的价值分布.针对这种

情况 ,文章应用在线策略与竞争分析的方法 ,从拍

卖人角度给出了相应的竞争策略.这种方法与以

往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在变

化因素的每一个特例中都能给出一个方案 ,使得

这一方案所得到的解离最优方案给出的解总在一

定的比例之内
[ 22]
.对于收益最大化的拍卖问题 P

以及任何有限的竞买人竞价输入序列 δ, 存在一

个常数r,使得在线拍卖策略 G的收益 πG(δ)与离

线最优策略 OPT的收益 πOPT(δ)满足

πOPT(δ)≤rπG(δ), r≥ 1 (7)

则称该在线策略 G为 r竞争策略 ,或者该在线策

略具有竞争比 r(r越小说明策略越具有竞争性).

如果某一个在线策略的竞争比满足 r
＊
=inf

G
(r),

则 r
＊
为该在线问题的最优竞争比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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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最优单一定价策略

如果拍卖人在拍卖开始前设定一个单一价

格 ,出价高于或等于该价格的第 1个竞买人以该

单一价格购得标的 ,这种拍卖称为单一定价在线

拍卖 ,实际上就是固定一口价拍卖.

引理 1　单一定价在线拍卖是激励相容的.

证明 　根据 Vickrey
[ 1]
的研究 ,在激励相容

的拍卖机制中 ,竞买人的报价正是自己的真实估

价.不妨设单一价格为 a0.并设 vi是竞买人 i的真

实估价 , bi是报价.如果 bi>vi,可能出现以下 3

种情况.a0 >bi>vi;bi≥a0 ≥vi以及 bi>vi>

a0.当 a0 >bi>vi时 ,竞买人的出价无论是 vi还是

bi,都无法购得标的;当 bi≥a0 ≥vi时 ,若真实报

价 vi,则交易不会发生 ,收益为 0(实际上 ,当 a0 =

vi时 ,交易刚好发生 ,但收益仍为 0),如果实际报

价为 bi,则收益为 πi =vi-a0 <0(实际上 , 当

a0 =vi时 ,收益为 0),因此真实出价策略占优;当

bi>vi>a0时 ,竞买人的出价无论是 vi还是 bi都

会购得标的 ,且收益均为 πi=vi-a0 >0,由于在

线拍卖的特点是竞买人一个一个地序贯到达 ,竞

买人没有必要出价为 bi,因此当 bi>vi时 ,单一定

价在线拍卖是激励相容的.同理可证 ,当 bi<vi

时 ,单一定价在线拍卖也是激励相容的.

总之 ,单一定价在线拍卖是激励相容的.

证毕.

定理 1　如果竞买人的出价范围为 [ b, b] ,那

么拍卖人采取的最优单一定价 a0 = bb,最优竞

争比为 r= b/b.

证明 　当拍卖人单一价格在线拍卖时 ,会出

现两种情况 ,在拍卖期限内有竞买人以单一价格

购买标的 ,或者整个拍卖期限内没有竞价高于单

一价格 ,交易没有发生.

第 1种情况时 ,拍卖人的在线收益为 a0 ,而离

线最优收益为 b;第 2种情况时 ,拍卖人的最差情

形是拍卖期内最后一个竞价为 b, 拍卖人不得不

以 b出售标的 ,而离线最优收益为 a0 -ε,因此竞

争比为

r=max{b
a0
, sup

a0 -ε
b
}=max{b

a0
,
a0
b
}

所以令
b
a0
=
a0
b
,可得 a0 = bb,很显然 ,此时竞争

比 r= b/b,且最小 ,因此 a0 = bb是单一定价

策略中的最优定价. 证毕.

2.2　在线动态定价策略

在引言部分 ,概略地介绍了动态定价在网上

拍卖的应用.首先以往大多关于一口价制定的研

究都是基于竞价信息 ,而竞价信息往往是动态到

达的 ,因此合理的一口价制定应该是基于历史信

息动态调整的;其次本节主要针对竞价信息无法

预知 ,且不具备某种概率分布的情形 ,给出了一口

价在线动态制定策略.该动态策略不仅能实时地

根据已有信息调整价格 ,从而避免由于价格过高

而出现流拍 ,或价格过低而失去拍卖作用等现象

的出现 ,而且可以满足某些拍卖者的 “时间敏感

性 ”要求.

特别是在 C2C模式下 ,拍卖人往往更加关注

成交时间 ,希望成交时间尽量早 ,一般地 ,拍卖人

会设定一个保留价 b0.任何竞买人出价低于保留

价都被剔除 ,但是当所有竞价都低于保留价 ,那么

拍卖人不得不把标的出售给最后一个竞买人 ,无

论他的竞价是多少!针对这个特点 ,本文设计了在

线动态定价策略 S:设定初始价格 a1 =λb0(λ≥

1),根据竞买人的出价动态地调整价格 , 具体的

策略如下.

第 1步:给定初始价格 a1 ,若第 1个竞买人的

出价 b1≥a1 ,则以价格 a1成交;若 b1 <a1 ,则放弃

第 1个竞买人 ,并且把价格调整为

a2 =
a1 +b1

2

第 2步:当第 2个竞买人到达时 ,若竞买人出

价 b2≥a2 ,则以价格 a2成交;若 b2 <a2 ,则放弃第

2个竞买人 ,并且把价格调整为

a3 =
a1 +b1 +b2

3

……

一般地 ,当第 i个竞买人到达时 ,若竞买人出

价 bi≥ai,则以价格 ai成交;若 bi<ai,则放弃第

i个竞买人 ,并且把价格调整为

ai+1 =
a1 +b1 +b2 +… +bi

i+1

……

性质 1　对于  i<j, 有 ai >aj, 即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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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i=1, 2, …为递减数列.

证明 　因为 a2 =
a1 +b1

2
,而 b1 <a1 ,所以

a2 <a1;又因为

a3 =
a1 +b1 +b2

3

a2 =
a1 +b1

3
=
a1 +b1 +

a1 +b1
2

3

而 b2 <a2 ,所以 a3 <a2;

……;

一般地 ,对于  k>2有

ak =
a1 +b1 +… +bk-1

k

ak-1 =
a1 +b1 +… +bk-2

k-1

=
a1 +b1 +… +bk-2 +

a1 +b1 +… +bk-2
k-1

k

所以有 ak <ak-1. 证毕.

定理 2　在线动态定价策略 S是激励相容

的 ,并且针对最优离线策略而言是竞争性策略 ,竞

争比 r=max{
λb0
b
,
b
b0
}.

证明 　关于策略 S是激励相容的证明和单

一定价策略的证明类似.首先 ,根据策略 S可知 ,

一口价的制定仅根据以往的竞标信息 , 因此拍

卖者在任意一个竞标者报价之前就为该竞标者

确定了成交价格 , 如果该竞标者的报价高于成

交价格则以成交价格购得标的 ,否则竞标者退

出 ,而一口价则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因此 ,对于

竞标者而言 ,该拍卖实质上是单一价格拍卖.根

据引理 1 , 得到在线动态定价策略 S是激励相

容的.

关于策略的竞争性能的证明 ,可能出现两种

情况.

情况 1　在整个预定拍卖期内 ,对于  i,都

有 bi<ai,此时拍卖人的最坏情形是不得不把标

的出售给最后一个竞买人 ,而最后一个竞买人

的出价为 b;此时离线最优的策略是把标的出售

给整个拍卖期内出价最高的竞买人.结合性质

1 ,这种情况下 , 离线最优收益与在线策略的收

益比值

r1 =
maxbi
b
≤
a1
b
≤
λb0
b

情况 2　某一个竞买人(不妨设为 k)的出价

bk≥ak,此时在线拍卖人的收益为 ak,而此时的最

坏情形是离线对手令第 k+1个竞买人的出价为

b.这种情况下 ,离线最优收益与在线策略的收益

比值

r2 =
b
ak
≤
b
b0

综上分析 , 该在线动态定价策略 S的竞争

比为

r=max{
λb0
b
,
b
b0
} 证毕.

为了得到较优的竞争性能 , 令
λb0
b
=
b
b0
, 得

λ=
bb

b
2
0

,而初始定价为 a1 =
bb

b0
,此时竞争比为 r=

b

bb/λ
= λb/b.实际上 ,保留价和初始定价构

成的区间([ bb/λ, λbb] )包含了上一节的最

优单一定价 a0( bb).

2.3　数值算例

假设某一零售商通过网上拍卖销售某一商

品 ,零售商估计的消费者(竞标者)的报价范围

[ b, b] =[ 20, 50] .根据本文给出的在线动态定

价策略 S进行销售.假设初始定价 a1 =40,最低

保留价格 20,则 λ=2.那么根据保留价格筛选后

的竞标序列以及根据策略 S计算出来的在线定价

序列如表 1所示.
表 1　算例 1

Table1Example1

竞标者 1 2 3 4 5 6 7

竞标价格

定价

成交价格

25

40

/

28

32.5

/

27

31

/

24

30

/

25

28.8

/

21

28.1

/

30

27.1

27.1

　　从表 1可以看出 ,拍卖进行到第 7个竞标者

投标后交易成交 , 成交价格为 27.1, 如果在这个

交易时间段内考虑最优离线拍卖的成交价格 ,显

然为 30.根据定理 2,策略 S的竞争比为

r= λb/b= 2 ×50/20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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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27.1≥ 30 /2.23,也就是说离线最优定

价策略的收益不超过在线动态定价策略 S收益的

2.23倍.而最优单一定价为 20 ×50 =31.6,尽

管从在线算法的角度 ,单一定价达到了最优竞争

比 ,但是通过表 1的算例可见 ,单一定价策略不能

很快地达成交易 ,甚至在有限的拍卖期间不能完

成销售任务 ,因为在表 1显示的竞标信息中 ,没有

高于 31.6的竞价.

如果根据保留价筛选后的竞标序列和在线动

态定价序列如表 2所示.
表 2　算例 2

Table2Example2

竞标者 1 2 3 4

竞标价格

定价

成交价格

32

40

/

30

36

/

30

34

/

34

33

33

　　从表 2可以看出 ,拍卖进行第 4个竞标者投

标后交易成交 ,成交价格为 33,如果在这个交易

时间段内考虑最优离线拍卖的成交价格 ,显然为

34.同样可以得到 34≥ 30/2.23,而如果按照单一

定价进行拍卖的话 ,显然很快达成交易 ,但导致收

益降低.

从上边两个数值算例来看 ,最优单一定价策

略是根据销售商预测的竞标价格范围 [ b, b] 来确

定成交价格的 ,没有充分利用网上投标者的投标

信息 ,而在线动态定价策略 S则比较充分地利用

了以往投标的价格信息来确定成交价格.所以说 ,

在线动态定价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单一定价

策略 ,一方面避免了单一定价因估价过低而减少

拍卖收益 ,另一方面避免了单一价格因估价过高

而出现的无法完成交易的情况.

3　结束语

在线拍卖中 ,一口价的存在满足了顾客的时

间敏感性要求 ,同时又具有拍卖的特有优势 ,但是

目前对于一口价的制定问题研究得并不深入.尤

其是某些网上一口价拍卖出于吸引点击率的目

的 ,要么设置不合理 ,要么纯属骗局 ,缺乏拍卖信

息的收集与应用.本文在独立私有价值模型的基

础上 ,研究了持久一口价拍卖的策略选择 ,揭示了

买方和卖方的 Stackelberg博弈过程.本文指出 ,持

久一口价拍卖存在临界估值 ,对于估值为临界值

的买方而言 ,采取竞价所获得的期望收益等于采

取一口价获得的期望收益.对于卖方而言 ,根据博

弈过程 ,可以求出最佳的一口价 ,使其期望收益最

优 ,这有利于网络拍卖 ,尤其是一口价拍卖的理论

研究.然而 ,在 C2C模式下 ,更多的情形是拍卖人

无法获知关于竞买人估值的分布信息 ,因此本文

采用竞争分析方法 ,分别设计了最优在线单一定

价策略 ,以及竞争性动态定价策略 ,为在线一口价

拍卖中一口价水平的设定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

依据.

在线拍卖不仅信息不完全 ,而且信息的到达

是动态的 ,无论是拍卖人还是竞买人都必须仅凭当

前的信息做出决策 ,这个特点非常符合竞争分析的

方法.因此深入挖掘在线拍卖的特点 ,更好应用竞争

分析 ,设计合理的在线策略 ,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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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yitnow” auctioniswidelyappliedasaninnovationmodeofinternetauction, asitbreakthe

limitationoftraditionalauction.Howeverwhatlevelthebuyoutpriceshouldbeisstillanunsolvedquestion.

Inthispaper, weresearchontheStackelberggamebetweensellersandbiddersbasingontheindependentpri-

vatevaluemodel, anditisprovedthatintheinternet“buyitnow” auctionthereisathresholdvalueatwhich

theexpectedrevenueofbidingforthebidderisthesameasatthepermanentbuyoutprice.Moreover, weob-

taintheoptimalbuyoutpricebasingontheanalysisoftheStackelberggame.Takingintoaccounttheuncer-

taintyofbidders' valuedistribution, theonlinestrategyandcompetitiveanalysisareintroducedintosettingthe

“buyoutprice”.Wegiveanoptimal“single-buyoutprice” strategyandacompetitivedynamicpricingstrate-

gy, andprovethatthesetwostrategiesareallincentivecompatible.

Keywords:“ buyitnow” auction;Stackelberggame;incentivecompatible;competitiveanalysis;

online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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