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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地讨论了：度价格歧视条件下垄断厂商的收益最大化奈件和利润最大化奈件．首先 

分别讨论了线性需求函数和非线性需求函数情形下的收益最大化问题，接着讨论了线性需求 

函数和非线性需求函数情形下的利润最大化问题．针时上述问题，本文均给出了严谨的理论分 

析和有关的计算套式．本文的研究威果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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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二度价格歧视是指垄断厂商把商品购买量划 

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等级．对不同等级的购买 

量索取不同的价格．文[1—5]均介绍过二度价格 

歧视的概念．但并未就如何应用二度价格歧视方 

法展开数量分析．文[6]在线性需求函数情形下讨 

论了二度价格歧视问题，给出了垄断厂商收益最 

大化条件 文[7]在非线性需求函数情形下讨论了 

二度价格歧视问题，给出了二段定价、三段定价和 

四段定价情形下垄断厂商收益最大化条件，但并 

未讨论任意分段定价情形下垄断厂商收益最大化 

条件．本文将在文[6，7]的基础上对二度价格歧视 

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讨论任意分段定价情形下 

垄断厂商收益最大化条件，并将有关结论推广到 

任意分段定价情形下垄断厂商利润最大化问题． 

1 线性需求函数条件下垄断厂商收 

益最大化分析 

设垄断厂商的产品的需求函数为P= 一 ． 

垄断厂商拟在一定销售范围内采用 ”段定价方 

法．设销售量Q 既定，将(0，Q ]分为 段，即[0． 

Q ]一 (0，Q ]U (Q ，Q ]U (Q ．Q ]U ⋯ U 

(Q旧．，Q U⋯ U (Q一 ，Q ]，第 段上的价格为 

=n一6 Q．采用如此定价方法后．垄断厂商的 

收益 TR为 

TR= P1Q + P (Q2一 Q1)+ P3(Q3一 Q2) 

+ ⋯ + P．(Q QI一 ) 

+ ⋯ + P (Q Q一．) 

将 P，=a一6Q．代人上式并化简可得 

TR=一b∑ 

一 一 6∑ 

+b∑Q．． 
2 

+b∑Q 
f-- 2 

Q + 

Q．+nQ 一6Q： 

(1) 

在 Q 既定 的条件 下．TR最 大化 的条件 为 

一 哪 9 

刃 

尬  

刃 

籀 ． 

b(Q2— 201)= 0 

6(Q一 + Q．+1— 2Q)一 0 

i一 2，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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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2)可得 Q = 2Q ，即 

Q 一 Q．

= Q (4) 

由式(3)可得 Q一 + Q⋯ 2Q 一 0．即 

Q — Q一 =Q一。一 Q ( ) 

i= 2，3，⋯ ， 一 1 

由式(5)可得 

Q 一Q。一 Q3一Q2= ⋯ = Q 一 Q一 一 ⋯ 

一 Q 一 Q 一 (6) 

由式(4)和式(6)可得 

Q1= Q — Q】 

= Q3一 Q2 

一 ⋯ 一 Q — Q一 

= ⋯ 一  — Q一 (7) 

显然有Q + (Q 一Q．)+ (Q。一Q。)+ ⋯ + 

(Q．一 Q一，)+ ⋯ + (Q 一 Q一 )一 QH，即 Qt+ 

Q + Q + ⋯ + Q 一 QH，即 

Q 音Q (8) 
由式(7)可得Q．=Q +Q．一 

i= 2，3，⋯^ 由此可得 

Q — Q + Q
．

一

2Qt=音Qn 

Q 一Q +Q．一 Q +导Q =昙Q 

= Q + 一 一告Q 

Q一 一 Q 十 Q 一 = !— Q 

归纳起来，有如下结论． 

定理 l 设垄断厂商在(0，Q]上采用一段定 

价．垄断厂商收益最大化条件为Q．一÷Qti—l， 

2，⋯ t 一 1即 Q。，Q ，⋯，Q Q．Q+ ”， 在 

需求量轴上呈等距分布．换言之，各分段区间的长 

度相等． 

2 非线性需求函数条件下垄断厂商 

收益最大化分析 

设垄断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尸=，(Q)，，(Q) 

为 Q的非线性函数．假定 ，(Q)为连续可导函数． 

进一步假定，(Q)严格单调递减，即f(Q)< o． 

还假定厂(Q)> o，即假定需求曲线凸向原点． 

对于非线-胜需求函数条件下垄断厂商收益最 

大化问题 ，不一定存在最优解．当需求函数 ，(Q) 

在Q—o处不连续(Q=0为，(Q)的第二类间断 

点)时，垄断厂商收益最大化问题就无解．解决此 

间题的办法是，任取 >0，在Q≥Q 的范围内 

实施价格歧视． 

困Q。可以取得任意小，完全可以用在( ， 

Q ]的价格歧视作为在(0，Q ]上的价格歧视．因 

此可以认为，非线性需求函数条件下垄断厂商收 

益最大化问题总是有解． 

下面来讨论垄断厂商采用一段定价方法时， 

垄断厂商收益最大化的条件． 

对于给定的Q > 0，将区间分为 段，即(0， 

Q ]=(O，Q ]U(Q ，Q ]U⋯ U(Q ⋯ Q ]．第i 

段上的价格为P．=，(Q)．垄断厂商的收益 R为 

TR— f(Q )Q 4-，(Q )(Q 一 Q。) 

+ ⋯ +，(Q)(固．～ Q一) 

+ ⋯ +，(Q )(Q 一 Q ) 

= ∑，(Q)(Q．一Q一 ) (规定Q。一0) 

7’R最大化条件为 =0I且9 

(Q — Q一 )厂(Q)一 ，(Q)一，(Q )一 o 

i一 1，2，⋯ ， 一 1 (9) 

设 Q ，Q 一·，Q ，Q，Q一，⋯，Q一 为式 (9)的 

解 ，则必有 

o< Q L< Q2< ⋯ < Q一 < Q．< Q+L 

< ⋯ < Q一 < QH (1o) 

由式 (1o)可得Q ≠Q ≠ Qs≠ ⋯ ≠ Q ≠Q ≠ 

Q一 ≠ ⋯ ≠Q一 ≠ Q，从而由式(g)可得 

厂(Q 一 

= 1，2，⋯ ，n 1 (11) 

因此．在最优解存在的条件下，各分段点Q．( 

一 1，2，⋯，n一 1)可由式(9)或式(11)求出． 

关于各分段区间的长度之间的关系，有如下 

结论． 

定理 2 0< Q < Q — Q。< Q。一 Q < ⋯ 

< Q．一 Q 一L< Q．+ 一 Q．< ⋯ < Q 一 Q 一 ． 

证明 由式(u)可得 

，(Q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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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Q+ )一f(Q．)0 一 Q 
Q．+．一 0 0．一 Q (1 2) 

因 _，(Q)在[Q，Q+ ]上连续，并在(Q ，Q ) 

上可导．根据拉格朗日定理，必存在Q 满足0 < 

Q < Q+ ，使得 

九㈣= } ⋯ 
将式(13)代人式(12)得 

= ，( ．目0 

f’(Q) Q+ 一 0． 

／ (Q。) Q Q 

因 此 Q < Q ，故 _，(0 )> f(0 )．因 

㈣ < 有 < ’目Ⅱ < ， 

即 Q — Q一 < Q+ 一 0 ． 证毕 

定理 2表明，在非线性需求函数情形下，垄断 

厂商收益最大化条件为各分段区间的长度单调递 

增 定理 1表明，在采用n段定价方法时，对于线性 

需求函数情形，垄断厂商收益最大化条件为各分 

段区间的长度相等．下面将证明，定理 1的逆定理 

也成立．有下述结论． 

定理 3 设垄断厂商在(O， ]上实施 段定 

价．垄断厂商收益最大化条件为各分段区间长度 

相等的充要条件为需求函数为线性需求函数． 

充分性前面已证明．现根据式(11)再证如 

下． 

设需求函数为线性需求函数 P= — bQ(a 

> 0，b> 0)，则 ，(0 )一一 b． 

_，(Q+1)一 _，(Q) (n一6Q )一 (拉一6Q) 

一 一 b(Q+ 一 Q)． 

由式(11)可得 

f(Q 一 = ． 

从而有 6一二 ，即Q 一Q 一Q 

—

Q一 ． 

下面证必要性． 

如果Q．一Q一 一Q㈩ 一Q．，i= 1，2，⋯， 
一 1，则由式(11)可得 

f(Q + )一f(Q ) 
一 —  _== 

一 —

zSf (Q~) 
一 1，2．⋯ ， 一 1 (14) 蛔

． 

⋯ ’ 

式(14)中，△，(0 )= (0 一 )一 _，(Q )，△Q = 

Q+ Q．． 

／(Q )表示经过需求曲线上点(Q．，f(Q ))的 

切线的斜率． 表示连接需求曲线上两点 
‘  

(Q．_，(Q))和(Qm ．_，(Q一 ))的割线的斜率．考 

虑到需求函数的凸性假定，由式(14)可以得出， 

需求函数 P一，(Q)在每一个分段区间上都必须 

是线性函数．再由需求函数连续可导的条件可知， 

需求函数 P=_，(Q)在区间(0， ]上必须是线性 

函数．由于 可以任意给定，故需求 函数 P= 

Q)在其整个定义域上必须是线性函数+ 证毕 

3 线性需求函数条件下垄断厂商利 

润最大化分析 

设垄断厂商的成本函数为TC(Q~．设垄断厂 

商的利润最大化产量为Q ，记 Q =Q ．与垄断 

厂商收益最大化问题不同的是，Q 不是既定，而 

是需要作为待定数由最优化条件加以确定． 

将区问(o，Q ]分为 段，即 

(O，0 ]一 (0，Q ]U(Q ，0 )U⋯ U 

(Q⋯ 0 ]U⋯ U ( ，Q] 

第 i段上的价格为P =n一泡 ．垄断厂商的 

利润 为 

P1Q + P2( — Q L)+ ⋯ + 只(Q — 

Q )+ ⋯ +P ( —Q ，)一TC(Q ) 

=一6∑Q +6∑0r． Q + Q 一 
：； L j 2 

TC(Q ) 

最大化的条件为丢=。， 一1，2，⋯， ，即 
Q2— 2Q = 0 (1 5) 

Q +Q+ 一 2Q = 0 

i= 2，3，⋯ ， 一 1 (16) 

6Q 一1— 26Q +a一 C(Q )= o (17) 

联立求解式(15)，式(16)和式(17)即可求出 

最优的Q．，i=1，2，⋯ 

求解步骤如下： 

1)联立求解式(1 5)和式(16)可得 

Q 一÷Q i=1，2，⋯， (18) 

2)将Q 一 Q 代人(17)式并整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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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1 

一 6(1一 )Q = M C(Q ) (19) 

由式(1 9)可以解出Q 再由式(18)可具体算 

出Q，，i— l，2，⋯， ～ 1． 

由式(18)可知，在线性需求函数情形下，垄 

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条件为各分段区间的长度相 

同． 

由式(17)，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定理 4 在线性需求函数情形下，垄断厂商 

采用 段定价法的利润最大化产量大于其在非价 

格歧视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产量． 

证明 垄断厂商采用 段定价法的利润最大 

化产量 Q 满足式(1 7)．由式(1 7)可得6 Q 

+ 口一Z／,Q 一 C(Q )一 0，即 

— —  6Q + MR(Q )= MC(Q ) (20) 

设垄断厂商在非价格歧视条件下的利润最大 

化产量为Q ，则 Q 必然满足 

"R(Q )一 MC(Q ) 

由式(2O)可得 

R(Q)< MC(Q ) 

(21) 

(22) 

无论是价格歧视还是非价格歧视，垄断厂商 

利满最大化产量都位于边际成本递增的阶段．将 

式(21)和式(22)相比较可得出n >Q 证毕 

例 l 设某垄断厂商的成本函数为 TC一 

60Q+Q ，需求函数为P一360—2Q．设垄断厂商 

在实施价格歧视时，采用二段定价法．求利润最大 

化产量 ，并确定价格的分段区间． 

解 本例中，n一2，“=360，6—2，MC(Q) 

一 60+2Q．设利满最大化产量为Q。，则由式(1 9) 

可得 

360 2(1+÷)Q2— 60+ 2Qz (23) 

解式 (23)可得 Q = 60．相应的价格为 P。一 

1 

360—2×60—240．由式(15)可得Q 一÷Q = 
‘ 

1 

÷ ×60—30 相应的价格为P 一360—2×30 

= 300． 

垄断厂商的最大利润为 

一 P Q1+ P2(Q2一 Q】)一 TC(Q2) 

= 300× 30+ 240(60— 3O)一 (60 + 60 ) 

= g000 

注：在非价格歧视条件下，垄断厂商的利润最 

大化产量为 5O，相应的最大利润为 7 500． 

4 非线性需求函数条件下垄断厂商 

利润最大化分析 

设垄断厂商采用 段定价方法．各分点为 

Q ，Q 一，Q ．设垄断厂商 的需求 函数为 P = 

，(Q)，成本函数为 TC(Q)，则利润 为 

一  ：f(Q，)(Q，一Q ：)～TC(Q ) 
= I 

(规定 Q。一 O) 

可以证明， 最大化的条件为 

= 1，2，⋯ ， 一 l 

厂(Q )= MC(Q )一，(Q ) 

Q ～ Q 

(24) 

(25) 

联立求解式(24)和式(25)可得到最优分点 

Q，，i一 1，2，⋯ ， ． 

根据式(24)和式(25)，可以证明下述结论． 

定理 5 设 Q，( 一 1，2，⋯， )表示最优的分 

点，则有 

结论 1 Q < Qz～ Q1< < ⋯ < 

Q — Q卜】< Q，一】一 Q < ⋯ < Q 一 Q—I； 

结论 2 Q =Q：～ Q =Q Q = ⋯ 一 

Q，一Q 一 Q 一 Q，=⋯ 一Q 一Q t的充要 

条件为 P= (Q)为线性需求函数； 

结论 3 垄断厂商采用刈受定价法的利润最 

大化产量大于其在非价格歧视条件下的利润最大 

化产量． 

下面只对结论 3的证明作一个简要说明 关 

键是证明 MR( )< C( )． 

由式 (25)可 得 Q厂(Q )～ Q 一 厂(Q )= 

MC(Q )一 ／(Q )，即 

Q 厂 (Q )+ f(Q )一 Q f (Q ) = 

MC(Q ) 

即 MR(Q )一‘ 一 ，(Q )一 MC(Q ) (26) 

因f(Q)<0，从而 一Q f(Q )> 0．由式 

(26)可得 MR(Q )< 朋C(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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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本文对二度价格歧视问题作了完整和系统的 

研究，分别在线性需求函数和非线性需求函数情 

形下讨论了垄断厂商的收益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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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rther study on the second 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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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study systematically the problem of maximizing monopoly revenue and 

monopoly profi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econd 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and some new results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 rtance are obtained．The relevant formulas for computing maximum rev 

enue and maximum profit are presented here．The computing formulas given in this paper are simple and 

easy to carry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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