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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企业组织竞争中的复杂性表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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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

摘要 为研究企业组织在周期 态的表现
,

提 出复杂性表现评价概念 通过一个双寡头产量竞争

演化模型的分析
,

用数值仿真展示 了决策参数的 大小 和初 始条件的不 同取值对博弈收敛到

均衡快慢的影响 以 累计利润为主要评价指标
,

采用取值方法对该模型的在周期 态
、

混沌

态的表现进行评价 研究发现 参与者的最优战略组合位于 均衡点的稳定域 内 累计利润

对在 均衡产量的某邻域 内的初始产量
、

对在 均衡稳定域的较大范围 内的 决策参数

的取值是不敏感的 决策参数对初始产量收敛速度的影响及博弈论 中的 囚徒困境问题是形成

维仿真图中坐标轴两侧不平坦 区域的主要机制 均衡产量的 实际稳定 区域可能比一般

意义上的稳定区域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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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企业组织的竞争演化过程中
,

除了有较大

的可能性收敛于均衡态之外
,

还可能出现大于

的周期态
,

甚至可能出现包括混沌在内的各种复

杂的现象和行为〔‘一 〕,

存在不动点
、

极限环
、

拟周

期吸引子和混沌吸引子【 一 ‘, 〕 由于无穷多个不稳

定周期轨道稠密地分布于混沌吸引子内
,

所以通

过混沌控制实现系统在混沌态与各种周期轨道间

的转移是可能的 但是经济系统中的混沌可能有

利
,

也可能有害仁’
, ’ 〕 文献 「

,

巧 」虽然将经济系

统中的混沌分为有益混沌和有害混沌两类
,

但并

没有涉及如何评价经济系统在混沌态的表现 文

献仁
,

〕针对经济系统的特点采用了两种有效

的混沌控制方法抑制了经济系统的混沌态
,

并对

控制前后参与者的业绩进行了对 比
,

但也基本未

论及经济系统在混沌态时的表现 文献 「 〕把混

沌表现评价从文献 「 」中的 维拓展到 维
,

并

评价了双寡头产量竞争模型 的混沌态
,

发现混沌

态可能对有 的参与者有利
,

而对另外的参与者

有害

另外
,

一些企业组织演化模型经分岔进人多

周期态也可能使某些经济主体的业绩下降
,

所以

也要关注经济主体在周期态 的业绩表现 文献

「 」虽然把混沌表现评价从 维拓展到 维
,

但

没有对模型在周期态的表现进行评价
,

没有对

维仿真结果的表现机理进行合理的解释 本文认

为应对
“

混沌表现评价
”

概念进行更新和扩充
,

拓

展为
“

复杂性表现评价
”

更为妥当 文献 〔 」研究

了一类 投人动态竞争系统的全局复杂性 文

献 「 」基于管理嫡理论的原理
,

建立 了企业管理

系统复杂性评价的新尺度和评价方法 但文献

仁
,

」都没有对系统的复杂性表现进行评价 对

于经济管理系统
,

除了要对系统的复杂性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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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外
,

经济主体在周期态
、

混沌态的业绩表现及其

形成机理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以一类双寡头竞争演化博弈模型为例
,

以累计利润作为主要指标用于评价模型在周期态

的表现
,

考虑初始产量对不同评价指标下均衡点

的影响
,

对模型在周期态和混沌态时的表现进行

维仿真
,

并利用决策参数的取值对初始产量收

敛速度的影 响以及博弈论 中的
“

囚徒 困境
”

理

论〔“ 〕来解释 维模拟图

,

其中
, ‘是一个正的决策参数

,

表示企业 产量调

整的相对速度
,

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对市场

的反应速度 把式 代人式 可得如下的产

量竞争演化模型
‘ ‘ 。‘ ‘

仁 一

‘

叮‘ 一 ‘

」 一 , ,

求解非线性差分方程 可得到 个不动点

￡。 , 井异李
目

名 乙

一

双寡头企业产量竞争演化模型 , ‘ 二 厂
,

好

瓦成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
,

双寡头企业的战略空

间是选择产量
,

产量决策发生在离散时间周期
二 , , ,

⋯ 令
‘

表示第 家企业在 期的产

量 把文献 「 」的成本函数改为更为一般的形式
‘ ‘ ‘ ‘ ,

其中
,

由于规模效益
,

成

本函数
‘ ‘

随着产品生产量的增加而上升 可

假定
‘ ,

令
, , ,

根据此假

定可得出 ‘ ,

由于存在固定成本
,

所以
‘ ,

即
‘

在 期的价格 由总产量

口 ‘ 通过 一

的需求函数决定
,

这里
,

和 是正的常数
,

表示

市场上该产品的最高价格 则第 家企业在第 期
‘ , , ,

⋯
,

下同 的税后利润模型为
‘ ,

仁
‘ ‘ 一

‘ ‘ ‘ 〕 一 ,

,

第 家企业在第 期的边际利润为

其中
一 , 一 乙 一

一

一 一 占 一

石

由于 君。 ,

君 , ,

处于决策集 。, ,
。

〕
,

〕例 的边界上
,

所以称它们为边界均
,

当满足条件
衡

一

一 ,

且气乙

护‘咨‘

乙‘ 叮, ,

口
一 乙 一 ‘ 叮‘

‘

」 一 , ,

为了获得最大利润
,

每个企业进行产量决策
,

但是现实中每个企业并不具有完全的市场信息
,

因此他们的行为具有适应性
,

即遵循建立在上期

边际利润的局域估计基础上的有限理性的调整过

程 例如如果企业感觉到第 期边际利润是正的
,

则他在第 期就会增加产量
,

反之如果边际利

润是负的
,

他就会减少产量 具体地
,

第 十 期的

产量具有如下的形式比 , 皿

‘ ‘ ‘

‘ 口, ,

叮

时
, ‘

处于决策集内
,

而且所有企业的边际利润

为
,

所以这时
’

是惟一 均衡点

根据模型 的雅可 比矩阵可以判断边界均

衡点
。 , , ,

是不稳定 的
,

根据 盯 判别条

件 “
,

’〕可得到 均衡点的稳定域的边界曲线

由直线 。 , ,

直线 。及曲线 口
一 九 一

围成
,

其中

厂 二 叮广 一 ,

无 二 口犷 一 ,

无 乙, ,

一 ’。厂、犷

对模型 的研究表明
,

从参与者的产量
、

成

本和利润随产量调整的相对速度
,

变化的分岔

图看出
,

当企业对产量的调节速度大到一定程度

时
,

均衡点会失去稳定性
,

系统经倍周期分

岔走向混沌
,

企业之间呈现竞争胶着状态 如图
、 、

所示
,

参数取值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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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 一 , ,

二 随产量调整速度 。【
变化的最大

指数图如图 所示
,

该图可进一步证实产量调

整速度 变化时
,

模型 的演化由稳定变得不稳

定
,

经倍周期分岔走向混沌态这一特性

从图 还可以看出
,

倍周期分岔后
,

企业

主体的利润呈现非常复杂的形态 为了对模型

在周期态
、

混沌态的表现进行评价
,

采用文献

「
,

」的累计利润指标 当决策参数
、 ,

确定 时
,

选择一 个初始产量 。 ,

,

通过该点出发的生产轨迹可计算这些指

标 耳
。 , , ,

表示前 期企业 累计利润
,

反

映了一定时期内企业的盈亏
,

公式为

了
。 , , ,

,

艺
, ‘ , 。 ‘ ,

式 分别对
‘ ,

求偏导数
,

零
,

可导出企业 的最优反应函数

并令其为

关
, , , ,

一︹一︸

一一

图 变化模型 对应的轨线分岔图和最大 指数图
,

式 表示为两条曲线 二 , ,

也称 函数的偏导数 边际利润 为零
,

即

为反应曲线
,

如果两条曲线
,

有共同

的交点
,

其交点 即为决策参数的 均衡点

矿
’

讨
’ ,

时
‘ ,

该点对应的累计利润即为决策

参数的 均衡点累计利润
乙二 乙 。 ,

幸
‘ ,

盒
’ ,

乙二
。 , ’ ,

全
’

由于决策参数的 均衡点 矿
’

及其对应

的累计利润 拭 都与初始条件 。 有关
,

根据利润

州 叮 ,

日

, ,

可得 到 初 始 条 件 的 最 优 选 择 公
’ ,

时
’

二 优
‘

由产量竞争演化模型 与不动

点的定义可知
,

初始条件的最优选择为模型

的 均衡点
‘ ,

即 右
’

君
‘ ,

犷
,

代

人式 可 计 算 出 乙‘

言
’

「, 厂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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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 」 一 ,

其中口
’

穿
’

犷 这时每个参

与者每期挣得的是最优利润 均衡利润
,

所以最

优累计利润

《 二 耳
· ,

耳
,

二 了 乙 , 口言
‘ ,

罗 一 乙 台
‘

值得注意的是
,

当初始产量 口
。
取为 以

‘

‘

叮
,

好
,

理论上 由式 知 此时决策

参数
‘ ,

可任意取值
,

考虑到噪声及计算

误差的存在以及产量竞争演化模型 处于混沌

态时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

决策参数
‘

,

最好在其稳定性区域内取值

当初始产量 。 不为 以
’ ’ ’ ,

好
,

若 二 ,

在
‘

稳定区域内取值时
,

因为

代表企业 对产量调整的相对速度
,

所以其取值

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初始产量 口。
收敛到 均衡

点
’

的速度
,

这将使得不同
,

下的利润出现差异

若 、 ,

不在
‘

稳定区域内取值
,

由图 。

知
,

参与者的利润将出现波动 为了选择合适的决策

参数的值
,

可按照式 来确定 矿
‘

时
’ ,

醚
‘

双寡头产量竞争演化模型的复杂

性表现评价

初始条件的取值对累计利润的影响

由上面分析可 以看 出
,

当初始产量不 等于

均衡产量
’

时
,

若决策参数
‘
在

’

的稳定

域内取值
,

决策参数
‘
的取值大小必然影响到初

始产量收敛到均衡产量
‘

的速度
,

从而影 响参

与者的累计利润

下面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当初始产量
。 ,

时
,

其收敛到 均衡点的速度

与 和 的关系如图 所示

收敛速度与
、 。 的关系 收敛速度与初始产量的关系

图 产量调整速度
、

初始产量的不同取值对收敛到 均衡点
申

速度的影响
一

苗 卿
中

其中纵坐标 表示初始产量 口。在决策参数取相应 系如图 所示 从该图可看出
,

在可行域内不

值时收敛到 均衡点
’

所需的迭代次数
,

其 管初始条件如何取值
,

几乎不超过 次迭代
,

都

它参数的取值为
, , , , ,

将收敛到产量均衡
‘

换句话说不管初始条件如
, 二 , , 。 , 二 , ,

从该图 何取值
,

几乎经过 次迭代以后
,

参与者以后各

可看出
,

在 均衡点的稳定域内
,

当决策参数 期的产量
、

成本和利润将不再发生变化 只要决策

的取值较大时 比如大于
,

初始产量 。 很 参数
、
在稳定域 内的取值适 当大 比如大 于

快收敛到 均衡点
’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当
,

参与者的产量
、

成本和利润等轨迹经过短
。 在可行域 内取其它值时有类似结论 比如当 暂的波动 暂态 后将趋于稳定

,

如果累计期 足
, 巧

、 二 巧 时 其它参数的取值同前
,

够大
,

前面有限次数的暂态对参与者的累计利润

收敛速度与初始产量 。 , ,

的关 的影响不大
,

即不同初始条件下 的累计利润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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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产量取 均衡
’

时对应的累计利润差异不

大 从图 还可看出
, ‘

在一定范围内取值
,

初

始产量都很快收敛到 均衡产量
‘ ,

也就是

说
, 。

在一定范围内取值时
,

各个参与者的累计利

润变化不大 这一点可从后面的数值模拟中进一

步证实 以上分析说明
,

参与者在决策
‘ 的取值

时不宜过小
,

在决策参数 。 及初始产量的选择上

都有一定的余地

累计利润对应的 均衡点分析

进一步对业绩评价指标作数值仿真
,

参数取

值为 二 , , , , , 、 ,

, ,
·

,

设初始产量为 口。

,
,

,
, ,

累计期 二

对于模型
,

累计利润为

了
。 , , ,

乏
‘ 。 , ,

。 ,

艺
‘ ‘ 一 口 ‘ 一 、 ‘ ‘

,

由上述参数取值下

均衡点的稳定域 如图 所示 可以看出
,

以累计

利润为收益时的均衡点对应的决策参数值位于决

策参数的稳定区域内
,

企业 和企业 的产量和利

润都收敛于均衡结果
,

而且是稳定的 所以这样战

略组合下企业 和企业 的累计利润也是稳定的

若初 始 产 量 等 于 均 衡 产 量
’ 二 ,

,

其 对 应 的 累 计 利 润 树
’ ,

二 言
‘ ,

经比较可

以发现
,

初始产量为
,

时的累计利润非

常接 近 均衡 产 量 处 的利 润
,

这是 因为 时
’

、

时
’ 二 时初始产量很快

收敛到均衡产量的缘故 进一步可发现
,

虽然初始

产量
,

小于均衡产量
,

但其对应的累计

利润却大于初始产量等于均衡产量时的累计利

润
,

这类似于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 「’ 」

叮 ‘ 」 一 , ,

其中
, 、 刀

‘ 一 口一

,

叮‘ 一 ‘

〕 一 , ,

由于式 过于复

杂
,

故直接根据式 求解决策参数的 均衡

点过于困难
,

可采用数值解法 取决策参数集为
〕 ,

川 毛 , 簇 , 感 簇 当

决策参数取值超过这个范围时
,

厂商的产量会 出

现负值
,

意味着经济系统演化的崩溃
,

所以不予考

虑 可把 划分为 的网格
,

自然数
、

的大

小取决于计算的精度要求 这里
,

把决策参数集等

间隔划分为 的网格
,

即 ,
一

, ,

⋯
, ,

一
, , ,

⋯
,

在

的各种取值情况下取定一个值
,

通过式 计

算企业 在其决策参数
,

各种情况下的值
,

最大

的累计利润对应的
,

值即为企业 的反应曲线上

的一点 考虑 的所有情况即可得到一系列点
,

依顺序连接这些点即可得到企业 的反应 曲线

同理可得到企业 的反应曲线
,

如图 所

示 如果两曲线相交
,

其交点 用 矿
’

表示 即为

均衡点
乙 ’ ’ ,

全
’

均衡点的个

数与参数取值有关
,

在上述参数取值下反应曲线

有惟一 均衡点
,

该均衡点是

企业 和企业 以累计利润为收益 或支付 时的

最优战略组合 该均衡点对应的累计利润为从 二

图 均衡点
巾

的稳定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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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竞争演化模型在周期态及混

沌态的表现

仍然用数值仿真对产量竞争演化模型在均衡

态
、

周期态及混沌态的表现进行评价 从图

和 可 以看出
,

当决策参数
, 、

的取值较小

决策参数
, 、

在 均衡产量
’

的稳定域

内取值 时
,

即企业对生产的调整速度较小时
,

企

业 和企业 的前 期的累计利润变化不大 但

是当企业对生产的调整速度过大时
,

企业的累计

利润会呈现非常复杂的性态 这主要是因为企业

对市场的过快反应使得产量竞争演化模型 经

分岔进人周期波动 周期
,

下同 和混沌态而

引起 从图 可 以看出 当企业 自身的产量

调整速度稳定在一定范围内 比如 小于

而竞争对手的产量调整速度过高时
,

其累计利润

总额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反之
,

当竞争对手的产量

调整速度稳定在一定范围内
,

而 自身对市场反应

过快
,

则其累计利润会大幅度下降 当企业 和企

业 的生产调整速度都过快时
,

企业 的累计利润

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从图 可看出
,

企业

的累计利润与决策参数
, 、

之间的关系有类似

的性质 从图 和 还可 以看出
,

当产量竞

争演化模型进人周期态或混沌态时其累计利润可

能上升
,

也可能下降
,

关键是要看针对的是哪个参

与者以及系统的波动是 由谁引起的
,

如果是因竞

争对手对市场的过快反应而引起的
,

则该参与者

可坐收鱼翁之利
,

这可 由近期内企业和竞争对手

的利润变化情况得到判断 当然如果市场信息是

完全的
、

竞争对手是理性的
,

他 她 当然不会坐

视这种情况的持续发生
,

必定会降低 自己的生产

调整速度 经过参与者之间的博弈
,

最后向图 的

均衡点收敛 参与者之间更不能盲 目模仿
,

如果在市场竞争中
,

某一企业见竞争对手加快生

产调整速度
,

自己也跟着加快生产调整的步伐
,

则

很可能
“

两败俱伤
” ,

导致双方累计利润都减少

以上分析同时说明
,

系统进人周期波动或混沌是

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还与不 同的经济主体有关
,

同

属于一个系统的不同经济主体
,

该系统的波动可

能对有的经济主体有利
,

而对有的经济主体则有害

接下来观察行业的累计利润 企业 和企业

的累计利润之和 与决策参数的关系 图 从

该图可以看出当所有参与者的产量调整速度都稳

定在一定范围内 决策参数 。 , 、

在 均衡产

量
’

的稳定域内取值 时
,

行业的累计利润并无

大的变化
,

但是当任一参与者的产量调整速度加

快
,

模型 进人周期波动或混沌区域时
,

行业累

计利润 出现下滑并上下波动 尤其在 均衡
’

的稳定域外所有参与者的生产调整速度都过

快时
,

行业累计利润下降得更快 所以如果从整个

行业的角度考虑
,

不管模型 的周期波动或混沌是

由哪一种情况引起的
,

系统的表现都是不好的

图 参与者的累计利润随
, 。 变化时的 维图

一 ’ 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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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和 还可看出
,

在
’

稳定域内

当
,

或 取值很小 即靠近横轴或纵轴 时
,

不

管是企业 还是企业
,

其累计利润与在稳定域内

当
, 、

的取值都较大时对应的累计利润相 比有

升
、

降
,

这与初始产量的取值及初始产量收敛到均

衡产量的速度快慢有关 以初始产量 。 ,

为例
,

从图 可以看出 当
、

取值都

比较小或 取值比较小且
,

在稳定域内取值比

较大时
,

企业 的累计利润高于在
’

的稳定域内

当
, 和 都较大 比如

,

且 。 ,

下同 时对应的累计利润 当企业 对产量的调整

速度小到一定程度且企业 对产量的调整速度较

大且在
‘

的稳定域内取值时
,

则企业 的累计利

润低于在
‘

的稳定域内当
, 和 都较大时对

应的累计利润 从图 可看出企业 的累计利

润与决策参数
, 、

之间有类似的关系 下面对

参与者的累计利润在
’

的稳定域内的升降作尽

可能合理的解释

当
、

在
’

的稳定域内取值都比较大

时
,

比如都大于
,

由上面的分析知
,

这时初始

产量很快收敛到均衡产量
,

所 以累计利润差异不

大
,

都接近初始产量为均衡产量时的累计利润
,

形

成了图 和 中的平坦部分 这一现象说

明
,

虽然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而导致博弈主体

几乎不可能选择 均衡产量
’ ,

但可 以在一

定范围内选择决策参数
。

来弥补

当企业 对产量的调整速度
,
小到一定

程度
,

企业 对产量的调整速度 较大
,

且在
’

的稳定域内取值时
,

经过大量的数值模拟发现
,

在

收敛到均衡产量前
,

企业 和企业 的各期产量之

和低于均衡点处的产量和
,

如产量演化图 所示

参数取值为
, ,

其它参数取值

同前 虽然企业 和企业 的各期产量之和低于

均衡点处的产量和
,

但由于价格上的优势使得企

业 和企业 在产量收敛到均衡点前各期获得的

利润之和大于均衡点处的利润之和 这也是典型

的囚徒困境问题
,

如利润演化图 所示 参

数取值同前 由于初始产量及决策参数
, 的取

值使得企业 在收敛到均衡产量前的边际利润均

大于 。
,

如图 参数取值同前
,

所 以在产量

收敛到均衡点前
,

企业 的每期产量是逐渐增加

的 但由于 , 的取值过小
,

产量增量很小
,

增速很

慢
,

如图 所示 但企业 由于产量调整速度比企

业 快
,

所以产量收敛到均衡产量的速度比企业

快
,

产量增量较大
,

同时
,

在产量收敛到均衡点前

产品的市场价格
’

高于均衡点产品的市场价格

尸
, ,

所以在产量收敛到均衡点
‘

前
,

企业 由于

产量上的
“

相对优势
”

可以获得超过均衡点
’

处

对应 的 利 润
,

即
, 一 伪 刀犷

好 而企业 由于产量上的
“

相对劣势
”

获得

的利润低于均衡点
‘

处对应的利润
,

即 尸勺
,

, 。

厂一 厂
,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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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扣
·

时的产量演化比较
,

习
,

时的利润演化比较

图 不同情形下参与者的产且与产里之和
,

利润与利润之和
、

边际利润演化比较
,

取值的大小直接影响这一
“

优势
” 、 “

劣势
”

产量前
,

企业 和企业 的各期产量之和低于均衡

持续的期间
,

在
’

的稳定域内
, ,

取值越小
,

持 点处的产量之和
,

如产量演化图 所示
,

参数

续时间越长 由于这种情形下 的取值直接影响 取值为 , , ,

其它参数取值同前

初始产量收敛到均衡产量的时间
,

又因为当
, 虽然企业 和企业 的各期产量之和低于均衡点

时收敛到均衡产量的时间大于情形 下所 处的产量之和
,

但由于价格上的优势使得企业

需的时间
,

故
“

优势
”

累积的结果使得企业 的 和企业 在产量收敛到均衡点前各期获得的利润

累计利润大于情形 下对应的累计利润
,

如图 之和大于均衡点处的利润之和 同属典型 的囚徒

所示
“

劣势
”

累积的结果使得企业 的累 困境问题
,

如利润演化图 所示
,

参数取值

计利润小于情形 下对应 的累计利润
,

如 图 同前 由于初始产量及决策参数
、

的取值使

所示 得企业 和企业 在收敛到均衡产量前的边际利

取值比较小
、

且
,
在稳定域内取值比较 润均大于

,

如图 所示
,

参数取值同前
,

所以在产

大时
,

由模型的对称性及情形 的分析知 企业 量收敛到均衡点前企业 和企业 的每期产量是

的累计利润小于情形 下对应的累计利润
,

如图 逐渐增加的
,

但由于 , 、

的取值都很小
,

产量增

所示 企业 的累计利润大于情形 下对应 量很小
,

增速很慢
,

如图 所示 在产量收敛到

的累计利润
,

如图 所示 均衡点前
,

由于企业 和企业 的各期产量之和低

当企业 和企业 对产量的调整速度都比 于均衡点处的产量之和
,

产品的市场价格 尸 高于

较小时
,

经过大量的数值模拟发现
,

在收敛到均衡 均衡点处产品的市场价格 尸
, ,

所以在产量收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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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点
’

前
,

企业 和企业 共享因市场价格高
于 尸

,

而带来的好处
,

其获得的利润均超过均衡

点
’

处对应的利润
,

即尸 ,’
, 一 , , 尸

,

好

伪厂
,

勺 一 伪 犷一 叮犷
,

如图

所示 而 , 、

取值的大小直接影响初始产

量收敛到均衡产量的时间
,

又 由上文分析知
,

当
、

取值都很小 比如都小于 时收敛到均

衡产量的时间大于情形 下所需的时间
,

上述
“

优势
”

累积的结果使得企业 和企业 的累计利

润大于情形 下对应的累计利润
,

如图
、

所示 当初始产量取其它值时
,

可按照参与者初

始产量取值及收敛到均衡产量的快慢作类似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
,

情形
、 、

下
,

在参与

者的产量收敛到均衡点
’

前
,

所有参与者各期

的利润之和均大于均衡点
’

对应的利润之和
,

又由于决策参数的取值使得后三种情形下初始产

量收敛到均衡点
’

的时间大于情形
,

所以使

得后 种情形下所有参与者的累计利润之和大于

情形 下对应的累计利润之和
,

即当 或 取

值小到一定程度时
,

企业 和企业 的累计利润之

和大于 和 都较大时对应的累计利润之和
,

使

得行业累计利润在稳定域靠近横轴和纵轴的边界

上出现上扬
,

如图 所示

的
,

虽然当
、

都比较小时
,

企业 和企业 获

得的累计利润都大于当
, 、

都比较大时的累计

利润
,

但当参与者之一单方面适当增加产量的调

整速度
,

在初始产量收敛到均衡产量
’

前
,

该参

与者却可以独享行业利润大于均衡点处的行业利

润带来的好处
,

而另一参与者却因所获得的利润

低于均衡点的利润而处于
“

劣势
” ,

所以博弈的结

果是参与者都会适当增大产量的调整速度 以参

与者的累计利润作为各参与者的收益
,

以 , 二

、 , 、 、

为例对这一

结果进一步说明 表 给出了这一博弈的战略式

表述
,

假定每个参与者都有两种战略 选择产量调

整速度 或 表中每一格的两个数字代表

对应战略组合下两个参与者的收益
,

其中第 个

数字是企业 的收益
,

第 个数字是企业 的收

益 在这个例子中
,

企业 的最优选择都是 二

企业 的最优选择是
,

这也是典型

的囚徒困境问题
,

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

矛盾 如果企业 和企业 都选择产量调整速度
,

获得的收益都比选择
、 , ,

时

的收益多 但企业 和企业 都不会去选择 ‘

, , ,

因为它不符合个人理性的要求
·

以

上分析说明企业 和企业 都会在图形 或

中平坦部分对应的区域内选择产量调整速

度
,

所以 均衡点
’

真正稳定的区域比一般

意义上的稳定域 参见图 要小

搬孟鸽炭镖剩馏
结论与启示

一。八七、

⋯七七 、 ‘。。。。。 。。 ⋯⋯

黑露发侧

图 , 。 、

处 时的边际利润轨线
一 二 二

表 产盆调整速度博弈

企企企业

仪

企企业 一 , ,

一 , ,

从博弈的角度讲
,

情形
、 、

是不稳定

由于企业组织竞争中涉及不同的经济主体
,

决策参数由不同的参与者控制
,

参与者的选择不

仅对 自身的评价指标有影响
,

而且对他人的评价

指标也有影响
,

所以与 维情形相比
,

系统在周期

态和混沌态的表现具有许多新的特性

通过决策参数在稳定域内的取值对初始产量

收敛到 均衡点的速度的影响分析发现 当初

始产量在均衡产量的一定范围内取值
、

决策参数

在均衡产量的稳定域的某范围内取不同值时
,

累

计利润的值相差很小
,

说明经济主体在决策参数

及初始产量的选择上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也就是

说评价指标在一定范围内对决策参数及初始产量

是不敏感的

以累计利润作为参与者的收益
,

运用数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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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的方法画出反应曲线及其交点
,

展示 了最优战

略组合处于均衡产量的稳定域内

用 维模拟图对产量竞争演化模型在周期态

和混沌态的表现进行了分析
,

结果显示
,

不同评价

指标下模型处于周期态
、

混沌态时的表现并不太

一致
,

但至少对某一参与者来说是不利的 总的说

来该模型 由倍周期分岔所导致的复杂性是有害

的
,

参与者应采取措施 如果模型进人倍周期分岔

只因参与者 自身对生产 的调节速度过快而引起

的
,

则对自身有害
,

应采取控制措施 反之
,

只是由

竞争对手对生产的调节速度过快而导致的
,

则对

企业 自身来说是有益的
,

企业应加以利用 如果是

由所有参与者引起的
,

则有责任共同采取控制措施

决策参数对初始产量收敛速度的影响及博弈

论中的囚徒困境问题是形成 维模拟图中坐标轴

两侧不平坦区域的主要机制
,

评价指标对决策参

数在一定范围内的不敏感性形成了 维模拟图中

的平坦 区域
,

同时用博弈论的知识分析发 现

均衡产量的实际稳定区域比一般意义上的

稳定区域要小
,

这一结果对传统确定企业组织竞

争模型中 均衡点稳定域的方法提出了质疑

因为现有文献一般都是按照 判别条件【’〕和

决策参数的经济含义 在本文中取值为正数 来

确定 均衡点的稳定域
,

没有考虑参与者的理

性对决策参数选择的影响 而由本文的分析知
,

参

与者 的个人理性会使得按 照这一方法确定 的

均衡点的稳定域中的某些参数 通常靠近两

坐标轴 并不稳定
,

所以本文认为 在确定企业组

织竞争模型中 均衡点稳定域时
,

还应考虑博

弈过程中参与者的理性影响 在确定企业组织竞

争模型中 均衡点稳定域的现有方法 中如何

体现参与者的理性影响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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