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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分析了在垄断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费者对同类商品不同品牌的价值判断函数．进 

而研究了消费者在市场上的品牌选择概率和品牌偏好的动态过程．最后给出了以利润最大化 

为目标的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最优定价策略的微分对策模型，并给出了最优定价策略的 

Nash一均衡稳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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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大多数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在技术或品牌 

上都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处于垄断竞争的市场．在 

垄断竞争市场上，同一类商品(如彩电和冰箱等耐 

用消费品)可能会有多个生产厂家，但这些生产 

厂家的产品又会由于技术或品牌的差异使其具有 
一

定的垄断性．不同厂家产品技术和品牌的差异， 

加上价格的差异，将吸引不同的消费群体，从而使 

得各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占有不同的份额．各企 

业产品在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大小，将影响到企业 

的利润水平．企业可在其产品的技术与品牌存在 
一 定垄断性的情况下，通过科学的价格策略来争 

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或更大的利润率，进而在产品 

的整个寿命期内获取更大的总利润、 

我国的家用电器、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具 

有垄断竞争市场的特性．目前，在这些市场上出现 

的同类产品生产企业竞相降价的恶性价格战，既 

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又不利于国家的财政税 

收；由政府出面制定行业限价也不利于市场经济 

的培育．要改善这一局面，就要使企业从其自身利 

益出发，科学地制定自己的价格策略． 

企业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价格，以使企业在 

0034 05 ／ 一 、 

自己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获取最大利润，是企 

业经营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较高的价格，虽可得 

到较高的边际利润，但可能会损失市场份额．因而 

不一定能获得较大的利润；较低的价格，边际利润 

虽然较低，但有可能在市场上赢得更大的市场份 

额，因而有可能获得较大的利润．因此，在垄断竞 

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采用什么样的定价策略，以 

使企业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获取最大的总利 

润，是企业经营决策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论文[1，2]在研究了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对 

利润影响的基础上，给出了利润最大化定价策略． 

论文[3，4]研究了在完全垄断条件下，企业在产 

品生命周期中的动态最优价格轨迹的决策模型．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在垄断 

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以其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 

其产品进行定价决策的微分对策模型、 

1 最优价格的微分对策模型 

为简化分析，假设在某类商品的垄断竞争市 

场上有两个生产厂家，生产的产品有两个品牌．市 

场的总份额为M．现设某企业产品的品牌为i，i= 

l，2，在t时刻的定价为 (f)，其生产成本为 如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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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产品在市场上所占份额为 (f)，则该品牌产 

品在其生命期可获得的总利润皿 为 
。 

／／．= l ⋯(M ( )( ( )一 ))dr，i=1，2 (1) 
J 0 

其中 r为未来利润的贴现率． 

现在的问题是，企业如何确定自己品牌的价 

格策略，使得企业在本品牌产品生命期中的．总利 

润最大． 

在式(1)中，价格策略 ( )是控制变量，市场 

份额 ( )是消费者对该品牌价值判断的函数，而 

消费者对某品牌产品的价值判断取决于其对该品 

牌的偏好和该品牌商品的价格． 

下面，先分析消费者的价值判断函数；然后， 

在价值判断函数的基础上分析市场份额}最后，给 

出价格策略优化模型． 

1．1 价值判断函数 

如前所述，某类商品消费群．总体对 i品牌商 

品的价值判断取决于对该品牌商品的偏好和商品 

的价格．设对i品牌商品的价值判断函数为 ( )， 

在此假设价值判断是偏好嚣( )和价格B(f)的线 

性函数．即 

(f)= q+ 。0)一 7。 0)，i一 1，2 (2) 

式(2)中，第l项 为品牌价值判断中的时不变分 

量，取决于该品牌的非价格特性；第 2项为价值判 

断中与消费偏好相关的分量，舟为偏好系数m( ) 

为与时间相关的消费群总体偏好函数，可用学习 

曲线描述；第 3项为价值判断中受价格因素影响 

的分量， 。为该品牌商品的价格敏感度系数，由经 

济学理论知， ．< 0． 

1．2 品牌市场份额 

某品牌商品在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大小取决于 

消费者对该品牌的选择概率，而这种选择概率是 

消费者对同类商品不同品牌价值判断的函数．在 

此．采用被广泛应用的分对数(1ogit)品牌选择概 

率模型来描述品牌的市场份额函数 ( ) ： 

( (f)， “)，．。】。)，P 。)，f)一— x】)( 一— 兰 L± 三)_± 堕 一 一1
，2 (3) 

∑exp(u ) ∑exp(~+ 0)+ (f)) 
I J= 1 

显然，在上式中， ：P，=1， ≤1．式(3)表明，品 
J； 1 

牌 i的市场份额是按消费者对该品牌价值判断函 

数的指数分配的，即某类商品的价值判断值越大， 

市场份额的差别就越大．品牌选择概率将影响到品 

牌偏好的动态过程． 

1．3 品牌偏好的动态过程 

消费者对同类商品不同品牌的偏好是一个时 

间动态过程．为简单起见，可用线性学习模型来描 

述 品牌偏好状态的动态方程．设单个消费者在t时 

刻对品牌i的偏好为￡(f)，设t时刻消费i品牌商品 

与否的指标函数为J．( )，其值为：如该消费者在t 

时刻购买 i品牌商品时， ( )一 1；否则，即当消费 

者在t时刻购买其他品牌商品时，J (f)=0．由于累 

积消费将引起边际偏好递减，可设定一个偏好随累 

计消费衰减的系数 ，o< <1．则在t+1时刻对 

品牌 i的偏好为 

￡(f+ 1)=1．( )十 (1一 )￡(f) 

￡(O)一 i一 1，2． (4) 

由式(3)知，在 t时刻购买 i品牌的概率为 

P．( )，购买其他品牌的概率为1一 (f)．即指标函 

数J．(f)的表达式为 

，= 甚霎 ，i-- ．㈣ 
将式(4)整理成差分方程形式为 

￡0+ 1)一￡0)= J．( )一 畦 ( ) 

￡(O)= i一 1，2+ (4。) 

上式写成时间连续的微分方程形式有 

}0)：1 (f)一 礁 0) 

￡(。)= i一 1，2． (6) 

同类商品消费群体的总体偏好可用￡(f)的期 

望值表示． 

E[￡(f)]一E[ ( )]一 E[￡(f)]，i一 1，2 (7) 

因为E[￡“)]一五(f)，ElL(t)]一只(f)，所以 

式(7)可写为 

(f)= P．( )一 鼢 ．( ) 

0(O)= ‰ i一 1，2 (8) 

1．4 定价决策优化模型 

如前所述，企业为其产品定价决策的优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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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寻找最优价格，使累 计利润最大． 

由式(1)、(3)和(8)可得i企业定价决策的微分对策模型为： 

．(pl,p2,zl,x2)一maxrP (M只(z ( ),X2(f)，IDl(f)， ( )，f)( ( )一 )) (9) 
J o 

s．t．5C (})一 ( LO)，z20)，P】(f)，p20)，f)一 0)， (0)= ， 一 1，2 (10) 

2 定价决策微分对策模型的开环 

Nash均衡稳态解 

2．1 开环 Nash均衡价褡轨迹 

由 微 分 对 策 模 型 (9)和 (10)，得 其 

Hamihonian如下 # 

H =MP．( 一 )+∑— (P 一如 )i=1，2(11) 

其中， 和 为协态变量．微分对策模型(8)和 

(9)的开环Nash均衡的一阶必要条件为 

等一0 (12) 
协态方程为 

A ： 一 ， J一1，z． (13) 脚 一 -， 一J，z’ 【l3J 

由式(11)、(12)和(13)可得 

等一 只+ 鲁+喜一鲁 
一 0 (14) 

一啉一[ ( — )票+ 一 + 

鲁]， =1I 2，j：／=i． (15) 
一  一 EM( — )鲁+ 鲁+ 鲁 

一  胡，J一1，2， J≠i． (16) 

由品睥选择模型(3)可得： 

鼍一 l一 ，鲁 
i，J一 1，2， i≠ J 

7 P P，， 

(17) 

一 P P'P 

鲁一一fl, J=1’2， ≠ (18) 
将上述式(17)和(18)代入式(14)一 (1 6)有 

+ (IDI一 + 一 ： 0， 

i，J一1，2， i≠ J (19) 

= (r+ ) 一 EM(p,一。)+ 一 

] P． J一 1，2， J≠i (20) 

A 一(r+∞“ 一EM(p,一c )+ 一 8 JP P ， 

J= 1，2， J≠ i (21) 

将式(19)代入式(20)和(21)，可得 

一 (r+ ) + P．， 一 1，2，J≠ (22) 

一 (，+ ) 一 ， 一 1'2，J≠ (23) 

下面利用式(19)、(22)和(23)导出开环 Nash均 

衡价格轨迹． 

首先，将式(19)对 t求导，有 

一  

+ + 一 = o， 

i， 一 1，2， i≠ (24) 

然后，甩式(22)减式(23)后代入式(24)，得 

一  

M

． ．Pj~Mpl+(r+ )( 一一)+等( + ) =。， ， 一1，2 f≠ (25) 
再将式(19)代入式(25)，可得 

一  

M  P
,

A-M 'p
,

一  一  (r+ )(B 一 。)+ 一 。， ，J= l，2， ≠ ． 

将上式整理后，可导出各品牌的开环Nash均衡价格轨迹的微分：3-程如下： 

_(r (p,--c~)一告+盟 一等 _0I _l'2 ． (26) 
2．2 开环Nash均衡价格的稳态解 

在式(26)和(10)中，令 一 =五=0，i一1，2，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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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r  - 】，2， ≠ (27) 

由式(27)可得到开环Nash均衡价格的稳态解： 

+专[ 一击] 
i，J一 1，2， i≠ (28) 

下面，分析消费者对同类商品不同品牌的偏 

好( ．，i=1，2)和价格敏感系数(7 ，i 1，2)对价 

格的影响特性． 

显然，当消费者对各品牌的偏好和价格敏感 

度相同，而各品牌的生产边际成本不同时，边际成 

本越低，企业可获得的总利润就越大． 

当各品牌产品的边际成本、偏好系数及价格 

敏感系数均相同，而消费者总体偏好不同，即 一 

ci—c，0 一0i一§， 一 i一 m ≠z 时 ，两聃品 

牌的开环 Nash均衡稳态价格的差为 

—  =  等c 一 ㈣， 
在一般情况下，企业产品的定价都要至少大 

于其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由式(28)可见，欲使 

价格大于成本，上式中的第 2项必须大于0．由经 

济学理论知，一般商品的价格敏感度系数7 <0， 

因此，在式(28)中第 2项括号内的内容满足下面 

条件： 

占( + 卢，) 1 ／ 
—  一  、  

i．J一 1，2， i≠J或 
r+ 占 一 

一 面 ‘、 

i，J一 1，2 ≠ (30) 

由式(29)和(3o)可见，消费者总体偏好较大 

的品牌，其稳态最优价格也相对较高． 

当各品牌产品的边际成本、偏好及偏好系数 

相同，而价格敏感系数不相同，即 — —c“ 一 

一= ，戽= 一卢， ≠ 时，两种品牌的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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