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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标准的只考虑买卖双方的拍卖模型中引入第三方 ,拍卖公司. 拍卖公司提供服务要收

取一定的佣金 ,佣金费用由买家支付 ,支付额占成交价的比例为 k . 文章发现 ,佣金比例 k 的大

小对买卖双方均有一定影响 :买方的出价策略变得谨慎但是其均衡期望收益却与 k 无关 ;卖

方的期望收益受到影响而降低. 事实上 ,拍卖公司的佣金就是来自于卖方的期望收益中. 文中

就第一价格与第二价格机制在关联价值模型上讨论佣金问题 ,得到的结果有较普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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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当卖家要出售一项特有的物品或服务时 ,如

果不清楚潜在的买家将会开出多高的价格 ,便无

法确定一个合适的均衡价格来进行买卖. 拍卖方

式被认为是这类物品的最佳销售方式. 尽管人类

的拍卖活动已有 2500 年的历史 ,但是对其理论的

研究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自从 1961 年经济学家

维克瑞 (Vickrey) 的文章发表以来 ,许多学者对拍

卖机制的理论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探讨. 这些文

章中有对某一种物品或服务的拍卖机制的设计方

案的研究 ,例如石油、天然气、矿藏的开采权 ,国债

发行 ,电讯资源使用的拍卖问题[1～3 ] ,也有许多文

章是在实际问题的背景下 ,针对标准的拍卖机制

中的条件进行推广或改造的研究[4～6 ] . 例如买家

之间信息 ,资金 ,规模的非对称性情形的研究 ,拍

卖物品的价值的类型的研究等[7～14 ] .

经典的拍卖理论[15 ,16 ]只考虑买家与卖家两

个主体. 在此基础上分析买卖双方在最大利益原

则驱动下的行为特点. 包括 :买方的最优出价策

略 ,卖方的期望收益 ,入门费及保留价等等. 但在

现实的拍卖活动中 ,除了买卖双方之外 ,还有第三

方———拍卖公司也介于其中. 事实上 ,拍卖法规

定 ,拍卖行为必须由专门的拍卖公司来操作. 自

然 ,拍卖公司要从拍卖行为中获取一定的佣金. 本

文就关联价值模型研究了有第三方情形的拍卖行

为问题 ,所考虑的佣金与拍卖价成比例 , (例如 ,是

拍卖成交价的 5 %)并且是由买家支付. 由此产生

的问题是 :与不考虑佣金相比 ,买家的出价策略会

不会因为要缴纳佣金而有所变化 ? 卖家的期望收

益是否会受到影响 ?

对这一佣金问题 ,本文在关联价值拍卖模型

下 ,针对封标第一价格拍卖 ( First-price Sealed-bid

Auction)与封标第二价格拍卖 (Second-price Sealed-

bid Auction)进行了讨论 ,得出了较有经济意义的

结论 :佣金的收取虽然影响到买方的出价策略 ,使

之偏于保守 ,但却不会改变买方的期望收益. 而另

一方面 ,虽然表面上佣金不由卖方支付 ,但佣金政

策却使卖家的期望收益下降 ,即实质上佣金是由

卖家支付的. 并且 ,与不考虑佣金的标准情形相

比 ,卖家在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机制下

的期望收益的比较定理依然成立. 借助本文模型 ,

可以对佣金政策的作用的认识更加本质. 本文所

使用的关联价值模型基于文献[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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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拍卖的基本知识

拍卖作为一种商品或服务的有效交易机制 ,

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 在当今的经济活动中它已

经是一种非常基本的资源配制手段. 拍卖机制的

基本原理在于依据适当的拍卖规则 ,通过竞买人

的竞争而最大地实现被拍卖物品的价值 ,出价最

高者获得被拍卖物品 ,从而实现物资的合理配置.

传统的拍卖方式有四种 :公开式增价拍卖 (英

式拍卖) ,公开式降价拍卖 (荷兰式拍卖) ,密封式

第一价格拍卖及密封式第二价格拍卖[4 ,16 ] . 由于

被拍卖物品的价值不确定 (否则采用定价交易) ,

或者说 ,潜在的竞买人对物品的价值估计不确定 ,

故在竞买时的买家的出价会有所差异. 已有的理

论[12 ]已经证明 :在一定的条件下 ,当竞买人对物

品的价值为私有价值 (称作私有价值模型) 时 ,上

述四种拍卖机制对卖家的结果一样 :期望收益相

等.而当竞买人对物品的价值评价受多个方面的

信息所影响时 ,例如既有自己的估计 ,也受其他竞

买人的看法和关于物品的品质报告等影响 (称作

关联价值模型) ,则上述期望收益等价定理不再

成立.

对一些价值判断中含个性成分很强的物品 ,

如收藏的艺术品 ,唱片 ,特别的电话号码等 ,可以

采用私有价值模型来表示其拍卖行为.

对一些价值判断中个性和共性成分都有的物

品 ,如矿藏开发权 ,地产 ,广告牌位 ,国债等 ,可以

采用关联价值模型来表示. 其中个性的理解不限

于个人的爱好 ,还在于个体对物品的价值的看法

(例如市场前景 ,销售方式等) .

2 　关联价值模型

考虑一个卖家 ,一个不可分割的拍卖品及 n

个竞买人情形.

设 n 个竞买人是无差异的 ,因而采用完全相

同的竞价策略 ,又设他们是风险中性的 ,因而追求

收益的最大化.

设 X1 , X2 , ⋯, Xn 是竞买人 1 ,2 , ⋯, n 对物品

的评价变量 ,每位竞买人只知道自己对物品的评

价值 ,不了解别人的评价值 ,因而 Xi (1 ≤ i ≤ n)

都是随机变量 ,设大家对物品的评价是理性的 ,即

存在有限区间 [ x , x ] , 使得 Xi 的值 x i ∈ [ x , x ] ,

1 ≤ i ≤ n. 用 S 表示卖家公布的关于物品品质

的信息 ,如证书 ,鉴定报告等 ,则竞买人 i 关于物

品的价值会受其他人的估价及 S 的影响 ,并且由

于这些信息往往在竞买过程中才显示出来 ,故不

能预先表达到 x i 之中 ,于是 ,一旦买家 i 取胜 ,则

他关于物品的价值 V i 便应当是S 及Xi (1 ≤i ≤n)

的函数 ,记其形式为

V i = u ( S , X1 , ⋯, Xn) , 　(1 ≤ i ≤ n) (1)

其中 ,函数 u满足非负 ,连续 ,偏导非负 ,期望值有

限等条件. 而随机变量 S , X1 , ⋯, Xn 的联合分布

密度函数 f 满足所谓的“关联条件”.

92 (ln f ) / 9zi9zj
≥0 Ζ

　　f ( z1 , ⋯, zm) 是关联函数 (2)

这一条件的经济意义是指 ,当别人对物品的估价

看好时 ,你的评价也看好的概率较大 ,这一条件很

容易被满足 ,例如私有价值与共同价值模型.

以下两节分别就第一价格及第二价格拍卖规

则考虑有佣金费用情形的竞买人的竞价行为及卖

家的期望收益变化问题.

3 　有佣金的第二价格拍卖

保持以上记号与假定. 记 Y1 = mɑx( X2 , X3 ,

⋯, Xn) , b (·) 为均衡出价函数. 当 X1 = x , Y1 = у

时物品的期望价值为 (见文献[2 ])

v ( x , у) = E[ V1 : X1 = x , Y1 = у] (3)

由于胜者是依照第二高出价交易物品 ,故竞买人

1 在估价 X1 = x ,出价为 b ( t) 时的期望收益是

π = E[ ( v ( x , у) - (1 + k) b ( у) ) ·

　　1{ b ( у) < b( t) } : X1 = x ] (4)

其中 , k 是佣金系数 ,0 < k < 1. 写作积分式 ,有

π =∫
t

x
[ v ( x , у) - (1 + k) b ( у) ] ·

f Y1
( у| x) d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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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f Y1
( у| x) 是 X1 = x 下 , Y1 的条件分布密度

函数 ,相应的条件分布函数记作 FY1
( у| x) .

买家 1 的问题是 :求出最优均衡出价策略 ,仍

记作 b (·) ,使π最大.

由一阶条件dπ
d t | t = x

= 0 可得到关于 b (·) 的

方程如下 :

[ v ( x , x) - (1 + k) b ( x) ] f Y1
( x | x) = 0 ,

　　　　x ∈[ x , x ] (6)

解出

b ( x) =
1

1 + k
v ( x , x) (7)

这便是买家 1 ,从而是每个买家的最优出价策略.

特别 ,当 k = 0 时 ,有

b ( x) = v ( x , x) = E[ V1 | X1 = Y1 = x ]

(8)

比较式 (7) (8) 而知 , 由于佣金因素 , 竞买人的出

价变低了一些. 但是 ,将式 (7) 代入式 (5) 可推出 ,

采用均衡策略时竞买人的最大期望收益为

mɑxπ =∫
x

x
v ( x , у) - (1 + k) ·

　　 1
1 + k

v ( у, у) ]d FY1
( у| x) =

　　∫
x

x
[ v ( x , у) - v ( у, у) ]d FY1

( у| x) (9)

与不收取佣金 ( k = 0) 时的结果一样.

另一方面 ,当 X1 = x , Y1 = у时的卖家的期

望收益为

R ( x , у) = E[ b( x) ] = E[
1

1 + k
v ( x , x) ] =

　　　　 1
1 + k

E[ v ( x , x) ] (10)

与不收取佣金 ( k = 0) 时的 R = E[ v ( x , x) ] 相

比 ,卖家的期望收益有所下降. 即有

命题 1 　在考虑佣金的关联价值第二价格拍

卖中 ,竞买人的均衡出价会随佣金价 k 的增加而

相应降低 ,但竞买人的期望收益却不受佣金影响 ;

与之相反 ,卖家的期望收益则因佣金价 k 的增加

而减少.

4 　有佣金的第一价格拍卖

在第一价格拍卖机制下 ,取胜者依据自己的

出价来交易物品 ,故在 X1 = x , Y1 = у时 ,竞买人

1 在出价为 b ( t) 时的期望收益是

π = E[ ( v ( x , у) - (1 + k) ·

　　b ( t) ) 1{ b ( у) < b ( t) } : X1 = x ] =

∫
t

x
[ v ( x , у) - (1 + k) b ( t) ]d FY1

( у| x)

(11)

其中 ,记号的含义同上节. 买家 1 的问题依然是 :

求最优出价策略 b (·) ,使其期望收益π最大.

由一阶条件dπ
d t | t = x

= 0 得到关于 b (·) 的微

分方程

-∫
x

x
(1 + k) b′( x)d FY1

(у| x) + [ v ( x , x) -

　　(1 + k) b ( x) ] f Y1
( x | x) = 0 (12)

利用 FY1
( x | x) = 0 ,关于积分变量 у积分 ,得

(1 + k) b′( x) FY1
( x | x) + (1 + k) b( x) ·

　　f Y1
( x | x) = v ( x , x) f Y1

( x | x) (13)

上式两边在区间[ x , x ] 上积分 (注意到式 (13) 的

等号左边是乘积函数 (1 + k) b ( x) FY1
( x | x) 的导

数) ,得

(1 + k) b ( x) FY1
( x | x) =

　　　　∫
x

x
v (α,α) f Y1

(α| α) dα (14)

或

b ( x) =
1

1 + k
1

FY1
( x | x) ·

　　　　∫
x

x
v (α,α) f Y1

(α| α) dα (15)

由式 (15) ,与不收取佣金 ( k = 0) 相比 ,均衡出价

变低了一些. 但是将式 (15) 代回到式 (11) , 可以

得到

　mɑxπ =∫
x

x [v ( x ,у) - (1 + k) 1
1 + k

1
FY1

( x | x)
·

　∫
x

x
v (α,α) f Y1

(α| α) dα]d FY1
( у| x) =

　∫
x

x [ v ( x , у) -
1

FY1
( x | x)∫

x

x
v (α,α) ·

　f Y1
(α| α) dα]d FY1

( у| x) (16)

上式中不包含系数 k ,因此 ,买家的最大期望收益

与佣金价 k 无关. 另一方面 ,卖家的收益来源于买

家的期望出价 ,故得到与上一节类似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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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2 　在考虑佣金的关联价值第一价格拍

卖中 ,竞买人的出价较不收取佣金时有所降低 ,但

其均衡期望收益不受佣金影响 ,与之相反 ,卖家的

期望收益则因收取佣金费用而有所减少.

文献[15 ] 已证明 , 在关联价值模型情形 , 第

二价格机制下卖家的期望收益要高于第一价格机

制下的期望收益. 买家的期望收益则相对降低. 由

于收取佣金不影响买家的期望收益 ,故这一结果

在佣金情形也是成立的.

命题 3 (比较定理) 　在考虑相同的佣金费用

的关联价值模型中 ,与第一价格机制相比 ,第二价

格机制使得卖家的期望收益增大 ,竞买人的均衡

期望收益减少.

5 　结束语

关联价值模型较好地刻划了现实经济活动中

的“关联物品”的价值. 它包含了私有价值物品与

公共价值物品的拍卖问题. 在此基础上引入佣金

因素可以较好地反映客观现实.

通过以上模型及命题 ,对竞买人与卖家在佣

金情形的均衡出价期望收益的分析结果显示 ,虽

然佣金是由竞买人支付的 ,但并不影响其期望收

益 ,从这个意义上看 ,收取佣金对竞买人没有利害

关系 ,但是却降低了卖家的期望收益 ,尽管表面上

看佣金不是由卖家所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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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y models with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shortages allowed on sea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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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 the best of authors’knowledge there is no work done on the inventory problem with seasonal demand ,

shortages allowed , and resource constrainted. In this study , we propose an integer programming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proposed model not only can easily be applied to real life but also allow constraints to be added by de2
cision maker to fit for the real world situations. Finally , some examples are included for demonstrating the useful2
ness of the proposed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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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liated value model considering effect of commission

BI Zhi-wei1 , WANG Y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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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auction company is induced as a third side in standard auction model which considers only bidders

and seller. The auction company takes some commission from the winner of the auction. The main result is that the

volume of the commission rate k has both effects on the bidder’s bid strategy and the expected profits of the seller :

bidder’s bid becomes more passive but its expected profits is not dependent on the commission rate k ; the seller’s

expected profit has really decreased. In fact , the commission obtained by auctioneer comes from the profit of the

seller. With the affiliated value model that induced commission ,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strategy in the first-price

auction and second-price auction.

Key words : auction ; commission rate ; equilibrium expected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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