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3卷第 5期

2010年 5月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JOURNAL OF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 INA

Vo.l 13 No. 5

M ay 2010

面向产量决策的多寡头网络最优结构分析

单海燕
1, 2
, 王文平

2

(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44; 2.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6)

摘要: 基于网络结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各企业往往会根据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并按照自身

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产量决策. 列举了在网络规模较小时,不同网络结构下企业的产量决策

及整个组织的现期利润;当网络规模较大时,利用遗传算法对目标空间进行随机优化搜索到最

优网络结构.仿真的结果表明:在寡头垄断市场上网络结构对各厂商及整个组织的现期利润起

着关键性作用,存在使得各厂商现期利润之和最大的最优结构; 最优网络是双向的,信息成本

的增加与关系利润的降低会导致网络密度、网络平均出度降低, 并且当关系利润较低时, 最优

网络的现期利润随着网络规模的增加而减少.最后,分析了相关研究结果在我国钢铁行业上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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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寡头垄断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十分重

要的位置,如飞机、石油、钢铁、汽车制造等都属于

寡头垄断行业
[ 1]
. 在寡头垄断市场上, 少数几个

厂商生产行业中的绝大部分产量, 每个厂商的行

为都会对市场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市场中

的厂商必须在考虑其它厂商行为策略的基础上来

制定自己的产量决策.

最早研究寡头垄断竞争并且做出巨大贡献的

首推法国经济学家 Courno .t早在 1838年, 他对寡

头垄断的一种极端形式    双头垄断作了分析研

究
[ 2]
, 现在它已成为分析寡占竞争市场中各厂商

生产行为的典型模型之一.而在现实的经济活动

中, 普遍存在的是多个厂商共同占有市场的情形,

经典的古诺模型正在进行不断地修正和发展,如

从有限理性
[ 3]
、产品差异化

[ 4- 5]
、决策延滞

[ 6]
等

角度.

现实中,许多领域都已存在网络现象与网络

问题
[ 7- 9]

,用网络来研究现实中的各类系统, 已成

为研究的热点,这也为分析多寡头产量决策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管理学界已普遍认为网络化

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构建关系网络具有

积极的作用
[ 10- 11]

.企业间的关系网络在相互补充

和加强生产知识的基础上可以作为一种降低成

本、风险和与生产技术相关联的不确定性的手

段
[ 12- 13]

.因此, 寡头垄断市场中的各寡头企业间

会建立一定的联系或存在某种关系, 也就是说各

寡头企业也是处在一定的网络结构中. 那么,企业

间形成的网络结构对寡头产量决策会产生怎样的

影响? 对整个组织来说, 是否存在最优的网络结

构? 如果具有最优的网络结构,那么最优网络具

有怎样的结构特征?

文献 [ 14]和 [ 15]分析了寡头网络达到稳定

状态的条件. Goyal
[ 14]
首次探讨了企业间合作网

络对寡头产量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企业进行

古诺产量决策时,若连接成本较小时,则完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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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唯一的稳定网络;若连接成本较大时,不同规模

的占优群网络构成了稳定网络. B illand
[ 15 ]
研究了

企业间非合作网络与寡头市场的关系, 结果表明:

企业采取不同形式的竞争以及不同的连接成本将

导致稳定网络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Huck
[ 16]
分析了

寡头间达成共谋关系的条件,以寡头的总数介于

2~ 5之间为例,得到了当寡头总数相对较少时,

寡头间容易形成共谋;当寡头总数相对较多时,寡

头间不易形成共谋的结论.文献 [ 14]和 [ 15]均认

为寡头间合作或非合作关系,是作为一种降低生

产成本的手段,最终才影响了各寡头的均衡产量.

但在现实市场中, 寡头间更多的是关注竞争对手

的产量决策, 以及能否达成共谋. 文献 [ 16]在分

析寡头间是形成竞争关系或共谋关系时, 并未考

虑各寡头获取信息的成本且仅以寡头总数不超过

5时为例,因此其结论不具有说服性.而且现有研

究并未提炼出寡头网络对应的一些结构特征,如

网络密度、出度等, 以及均未有考虑寡头间的关系

网络在未来时间里的收益或成本, 是否会影响到

寡头网络结构的构建.

! 式 ( 1)右端第 3项是将厂商 i在下一时刻的信息成本 A转化到现期的成本上,即下一时刻花费的信息成本 A转化到当前时刻即为
A

1+ r
;

式 ( 1)右端最后一项将厂商 i未来的关系成本、关系收益转化到对应的现期上来,即∀
#

j= 1
i ∃

R c - R b

( 1+ r) j
= i ∃

R c - R b

r
.

通过提取信息成本、关系成本、关系收益、贴

现率等变量,试图克服现有相关文献的缺陷,研究

网络结构对寡头产量决策的影响, 探索是否存在

最优的网络结构, 以及最优网络具有的一些结构

特征.

1 多寡头网络产量决策模型

1. 1 模型及假设

文中用有向图 G代表寡头垄断市场的网络结

构,节点 n i代表寡头垄断市场中的某厂商 i. 现做

如下假设:

1)寡头垄断市场在一段时间内已达到稳定

状态,即各厂商均按照纳什均衡产量进行生产,假

设从现期开始各厂商均按照各自所处的网络位置

进行产量决策;

2)若节点 n i的出度为 0,表示厂商 i未关注任

何厂商的产量, 其仍将按照纳什均衡产量进行

生产;

3)若节点 n i的出度不为 0,不妨假设存在从

节点 n i到节点 nj的一条有向边 ( ni, nj ),即表示厂

商 i%看见&厂商 j,即厂商 i关注了厂商 j的产量;

4)若不仅存在从 i到 j的一条有向边,也存在

从 j到 i的有向边,表示厂商 i与厂商 j之间建立了

共谋关系.

寡头间的网络结构会产生两方面的成本

   信息成本及关系成本.多寡头垄断市场上必

然会存在着部分企业关注周边企业的生产动向,

而这些信息的获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那么这部

分企业相应地就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这里我们称

为信息成本;建立了共谋关系的企业间形成了关

系网络,关系网络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如建立和

维系所需要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心

理意义上的成本, 有时还会产生负面作用如放弃

其他伙伴关系所产生的机会成本.

同时寡头间的网络结构也会带来两方面收

益. 每个企业能够更好地根据所处的网络位置,获

取相应的信息,按照自身最大化利益的原则进行

生产;另一方面,建立了共谋关系的企业间形成的

关系网络,除了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外同时也能

带来丰厚的收益, 如有助于增进网络个体间的了

解和信任,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信息交流、知识交换

和资源共享,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

现假定寡头垄断市场上有 n个生产厂商, 产

量分别为 q1, q2, ∋, qn,市场总产量为 Q = ∀
n

i= 1

qi,

假设 n个厂商的生产都没有固定成本, 并假设 n

个厂商的边际成本为常数 c, 市场出清价格由线

性需求函数P (Q ) = a - bQ所确定,其中 P和Q分

别为产品的价格和产量, a和 b均为正常量, 记市

场容量为 d,则 d = a /b.

厂商 i现期利润函数为
!

i ( q1, q2, ∋, qn ) = qiP (Q ) - cqi -  i ∃

A
1 + r

- i ∃
R c - R b

r
, ( i = 1, 2, ∋, 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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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i表示节点 ni的出度,即厂商 i关注的企业

数, i表示与厂商 i共谋的企业数, r为贴现率, A

表示信息成本, Rc表示关系成本, R b 表示关系收

益, Rb - R c也可称为关系利润.

( 左边节点表示节点 1,右边节点表示节点 2.

因此,对于一个给定的网络结构 G,该结构下

整个组织的现期利润定义为

G =
1

n ∀
n

i= 1
i ( q1, q2, ∋, qn )

=
1
n

(QP (Q ) - cQ -
A

1 + r∀
n

i= 1
 i -

R c - R b

r ∀
n

i= 1
i ) ( 2)

1. 2 两 (三 )寡头垄断时最优网络结构

当网络规模 n较小时, 很容易计算出各种不

同的非同构结构下的现期利润. 例如, 当 n = 2

时, 节点与节点之间存在三种连接方式, 如图 1

所示.

图 1 n = 2时 3种非同构网络结构 (

Fig. 1 Th e three n on ism orph ic organ ization sw ith n = 2

结构 i中两节点之间没有连接, 表示两企业

之间没有建立共谋关系且未关注其他企业的产

量, 那么两企业均按照纳什均衡产量进行生产,即

q1 = q2 =
a - c

3b
,用

2
1表示结构 i的利润,其中上

标表示网络规模, 下标表示网络结构标号. 根据

( 2)式,
2
1可表示为

2
1 =

1

2 [
2(a - c)

3b
∃ (a - b∃ 2( a - c)

3b
) -

c∃ 2(a - c)
3b ]

(3)

结构 ii中,存在节点 1指向节点 2的有向边,

即厂商 1关注了厂商 2的产量,厂商 2按照纳什均

衡产量进行生产, 厂商 1由于知道了厂商 2的产

量, 那么在下一阶段厂商 1就按照自身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进行生产,由于该网络规模仅为 2, 厂商

1虽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生产, 但其

产量仍等于纳什均衡产量,这时利润表示为

2
2 =

1
2 [

2(a - c)
3b

∃ (a - b∃ 2( a - c)
3b

-

c∃ 2(a - c)

3b
-

A

1+ r]
(4)

结构 iii中, 两节点之间互相建立连接, 表示

两企业建立共谋关系均按照垄断产量进行生产,

即 q1 = q2 =
a - c
4b

,该结构下的利润为

2
3 =

1

2 [
2(a - c)

4b
∃ (a - b∃ 2( a - c)

4b
) -

c∃ 2(a - c)

4b
-

2A

1+ r
-

2(Rc - Rb )

r ]
(5)

比较式 (3) 与式 (4)右端, 易见
2
1 >

2
2;将

式 ( 3)与式 ( 5) 左右两边相减,有

2

1 -
2

3 = -
( a - c)

2

72b
+

A
1 + r

+
Rc - Rb

r
(6)

易见,
2
1 -

2
3的符号随着不同参数组合 ( a, b, c,

r, A, R c, Rb )的变化而变化.

表 1给出了网络规模为 3时, 16种非同构网

络结构及每个寡头的产量决策、出度及共谋企业

个数.

根据式 ( 2), 在任意参数组合下仅可以判断

出
3
1 ) 3

2 ) 3
3 =

3
4 =

3
5 ) 3

7 =
3
8,同时

3
11

) 3
15,其中上标表示网络规模, 下标表示网络结

构的编号.通常情况下信息成本 A为正数,故上不

等式为严格不等式, 其他情形下的网络结构的优

劣情况取决于不同参数组合 ( a, b, c, r, A, R c, Rb ).

仍以完全不合作和完全合作两种情形为例, 完全

不合作情形下的利润为

3
1 =

1

3 [
3(a - c)

4b
∃ (a - b∃ 3( a - c)

4b
) -

c∃ 3(a - c)
4b ]

(7)

完全合作情形下的利润为

3
16 =

1

3 [
a - c

2b
∃ ( a - b∃ a - c

2b
) -

c∃ a - c
2b

-
6A
1+ r

-
6(Rc - Rb )

r ]
(8)

将式 ( 7)、式 (8)两式左右相减,有

3
1 -

3
16 = -

(a - c)
2

48b
+

2A
1+ r

+
2(Rc - Rb )

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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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n = 3时 16种非同构网络结构下的产量决策、出度及共谋企业数∗

T ab le 1 The 16 n on isom orph ic organ izat ions+ ou tpu t d ecis ion, ou t d egree and the num ber of

colluded enterprisesw ith n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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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若 -
( a - c)

2

48b
+

2A
1 + r

+
2(Rc - Rb )

r
) 0

时, 完全不合作情形下的现期利润不小于完全合

作时.

, 这里的取整函数定义为 [ x ] =
N - 1, 如果 N - 1 − x < N

N, 其它
,其中N 为一整数.

. 因为对 /
j0 B j

B
j
集合中的任意厂商,其产量与厂商 i的产量 q

i
相等,且集合 /

j0 B i

B
j
内的厂商认为集合外的 n - l个厂商仍将按照纳什均衡产

量进行生产.因此,厂商 i的利润为 i = q i ( a - b( lq i + ( n - l ) qN ash ) ) - cq i -
A

1+ r
 i -

R c - R b

r i,令
! i

! q i

= 0,解得 qi.

因此, 当网络规模较小时, 即使在任意参数

下某些网络结构优于一些情形, 但并不存在对所

有参数组合均为最优的网络结构.

注:当 A = 0, Rc - R b = 0时,
2
1 − 2

3,
3
1 −

3
16,即完全合作情形下的利润不小于完全不合作

情形,这就是通常在不考虑信息成本与关系利润

(或看作关系成本与关系收益相抵消 ) 下分析寡

头垄断市场时,所得到的寡头合作下整个组织的

利润不低于非合作情形.

1. 3 多寡头垄断时最优网络结构

当网络规模较大时, 不可能列出所有结构下

的利润,因为非同构有向图的数量随着网络规模

的增加而迅速增加:当网络规模 n = 4时, 有 218

种; 当 n = 8时,有 1 793 359 192 848种结构
[ 17 ]

.

采用社会网络中的邻接矩阵表示各网络结

构, 这里利用改进的遗传算法对目标空间进行随

机优化搜索,对群体反复进行基于遗传学的操作

(选择、交叉和变异 )搜索出最优的网络结构
[ 18]

.

邻接矩阵中行和列都代表完全相同的社会行

动者,并且行和列排列的顺序都相同,矩阵中行位

置的行动者是某种特定关系的发送者, 列位置的

行动者通常是某种特定关系的接收者, 矩阵中的

元素是二值的,代表行动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

系, 这样的矩阵 X 记做

X =

x11 x12 ∋ x1n

x21 x22 ∋ x2n

∋ ∋ ∋

xn1 xn2 ∋ xnn

其中, xij =
0 ( i = j )

0或 1 ( i 1 j)
.文中这些行动者代

表了各厂商、行动者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获取

信息,二是建立共谋: 若厂商 i关注着厂商 j的产

量, 那么 xij = 1,否则为 0;若厂商 i与厂商 j建立共

谋关系,则 xij = 1且 xj i = 1.

厂商 i所关注的企业数 (节点 ni的出度 )可以

表示为  i = ∀
n

j= 1
xij,与厂商 i共谋企业的集合记做

B i,即 B i = { j | x ij = xj i = 1, 1 − j − n},与厂商 i

共谋企业个数 i可以表示为 i = ∀
n

j= 1 [

xij + xji

2 ]

或 i = | B i |,其中 [ x ]表示对 x取整
,

, | B |表示

集合 B的基数.

按照如下规则进行产量决策:

1)若厂商 i的出度  i = 0,那么厂商 i将按照

纳什均衡产量进行生产,即 qi =
a - c

( n + 1) b
;

2) 若对所有的 i 0 [ 1, n ] , 共谋企业个数

i = 0, 也就是说即使市场上的寡头关注同行的

产量但任何两厂商间没有达成共谋, 那么所有厂

商仍按照纳什均衡产量生产,即均为
a - c

( n + 1) b
;

3) 若在网络中存在一条回路,不妨设存在厂

商 i1, ∋, ik,使得 x i
1
i
2

= ∋ = xi
k- 1

i
k

= xi
k
i
1

= 1:如

果 /
j0 [ 1, k]

B ij
= ,也就是说处在回路上的各厂商相

互间只是关注但并未达成共谋, 那么回路中的厂

商产量是相等的, 即 qi1
= qi2

= ∋ = qik
=

a - c
( n + 1) b

;如果 /
j0 [ 1, k ]

B i
j

= [ 1, n ],那么网络中全

部厂商将按照垄断产量进行生产 qi1
= qi2

= ∋ =

qik
=

a - c

2nb
;

4)若厂商 i的出度  i = m (m 1 0),且与其共

谋企业的个数 i 1 0, 那么厂商 i的产量 qi =

( l + 1) ( a - c)
2bl( n + 1)

.

, 其中 l =
| /j0 B

i

B j |
, 且对 /

j0 B
i

B j集

合中的任意厂商,其产量与厂商 i的产量 qi 相等

(并不是指对网络中所有厂商的产量都相等 ).特

别地, 当 l = n时, 即 3)中 /
j 0 [ 1, k]

B i
j

= [ 1, n]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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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规则下的一种特殊情况;

2 厂商 i的利润为
i

= q
i
( a - b) ( q

i
+ q

i1
+ ∋ + q

im
+ ( n - m - 1) q

Nash
) ) - cq

i
-

A

1 + r
 

i
,令

! i

! qi

= 0,可解得 q
i
.

3 目标函数是指寡头网络在多种结构下现期利润的最大值;种群均值是指寡头网络在多种结构下现期利润的平均.

5)若厂商 i的出度  i = m (m 1 0),但与任

何企业均不存在共谋关系即 i = 0, 那么该厂商

的产量为 qi =
a - c

2b
-

x

2

2

, 其中 X =
a - c

( n + 1) b
∃

( n - m - 1) + qi1 + ∋ + qim; qi1, ∋, qim分别为厂

商 i所关注到的 m个企业的产量.

说明: 在程序实际执行过程中, 1) - 3)先

于 4) - 5),且它们之间是互不矛盾的; ! 4)、5)

两点是根据在寡头垄断市场上, 寡头通过考虑其

他寡头的产量来确定自身的产量, 且是以利益最

大化为目的进行产量决策的.

2 模型分析

2. 1 最优网络结构随 A、R c、R b变化情况

以网络规模为 16时为例,分析最优网络结构

随信息成本、关系成本及关系收益变化情况.初始

种群数、迭代次数、代沟分别为 20、400、0. 9, 贴现

率为 0 05,边际成本为 10,市场出清价格P (Q ) =

500 - 10Q, 其中 Q为产量.选择两组数据: A、R c -

R b分别为 100( 220)、- 100( - 10)时, 经过 400次

迭代 (搜索 )目标函数和种群均值
3
的变化如图

2、图 3所示 ,最终所得的最优网络结构对应的邻

接矩阵分别为

易见两矩阵均为对称阵,图 4 -图 5为经过 400次

迭代后利用 UCNET
[ 19 ]
做出的最优网络结构图.

表 2比较了在不同信息成本、关系成本、关系收益

下的最优网络结构的一些结构特征,边际成本、市

场出清价格、贴现率、网络规模均同上.

表 2中计算的网络密度是指网络中实际存在

的关注企业数与被关注企业数的总和占可能存在

的关注与被关注企业数量的比值,即

D =
∀
N

i= 1
∀
N

j= 1
x ( i, j )

N (N - 1)

其中, N表示网络规模.

图 2 A = 100, R c - R b = - 50时目标函数和种群均值的变化

F ig. 2 Th e varian ce of ob ject ive target and the average

of popu lat ionsw ithA = 100, R
c
- R

b
=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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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 = 220, R c - Rb = - 10时目标函数和种群均值的变化

Fig. 3 Th e var ian ce o f ob jective target and the average

o f popu lat ions w ithA = 220, R c - R b = - 10

从图 2, 图 3可以发现, 在迭代的初始阶段, 种

群均值和目标函数 (寡头网络在多种结构下现期

利润的均值与最值 )存在明显的偏离,但随着迭代

次数的增加, 目标函数和种群均值表现为非常接

近, 最终种群将搜索出最优的网络结构, 且当信息

成本相对较高,而关系利润 (关系收益减去关系成

本 )相对较低时, 会以更快的速度搜索出最优的网

络结构.也就是说, 在多寡头网络中, 在较高的信

息成本与较低的关系利润条件下, 多寡头最优网

络结构可以更快地形成.

从图 4, 图 5易见, 最优网络结构是双向结构,

即各企业关注的企业数目与达成共谋数目是相等

的, 且当信息成本相对较低, 而关系利润 (关系收

益减去关系成本 )相对较高时, 网络连接较紧密.

表 2 最优网络结构随信息成本、关系成本、关系收益变化情况

Tab le 2 Th e varian ce o f th e op tim al netw ork s tru ctu re a long w ith th e variance of

in form at ion cost, relat ion sh ip cost and relat ion sh ip ben efit

结 果

参 数
网络密度

平均出度

(关注企业数 )
平均共谋企业数

A = 100, R b - Rc = 80 0 959 6 14 94 14 94

A = 500, R b - Rc = 80 0 935 4 14 03 14 03

A = 100, R b - Rc = 10 0 502 2 7 533 7 533

A = 220, R b - Rc = 10 0 491 7 7 375 7 375

表 2定量地说明了多寡头最优网络下的一些

结构特征.从表 2中不难看出,相对信息成本的增

加, 关系利润的降低会导致网络密度、网络平均出

度以及共谋企业数降低的幅度更快些. 这是因为,

这两参数影响寡头网络现期利润的程度是不一样

的: 关系利润反映的是关系网络中成员在未来时

间内能给共谋群体带来多少好处, 而信息成本仅

反映了企业在下一阶段获取信息的成本. 从表 2

计算得到的节点的平均出度与平均共谋企业数相

等, 也可以说明最优结构为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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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本节得到的关于最优网

络结构随 A、Rc、Rb 变化的结论, 是建立在对多组

数据进行仿真的基础上, 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数

据进行了比较说明.

2. 2 最优网络现期利润随网络规模的变化情况

本节分析寡头网络在最优网络结构下的现期

利润随网络规模的变化情况, 图 6中给出的三条

曲线,其中第一、二条曲线对应着左 Y轴, 第三条

曲线对应着右 Y轴, 信息成本、关系利润分别为

100(500、220)和 100( 100、10),边际成本、市场出

清价格、贴现率均同上. 从曲线趋势来看, 曲线 1

和曲线 2对应的最优结构下的网络现期利润随着

网络规模的增加呈递增趋势, 而曲线 3随着网络

规模的增加呈递减趋势. 我们发现,曲线 1和曲线

2相对于曲线 3具有较高的关系利润,虽然曲线 3

的信息成本低于曲线 2.

根据 2. 1节的分析, 可知关系利润比信息成

本影响网络连接程度的作用更大, 关系利润较大

时, 寡头间连接越紧密, 因此,相对来说,节点个数

越多给整个网络带来的利润就更多些. 但如果关

系利润较小时,即使网络成员获取信息的成本相

对较低,随着网络规模的增加,整个网络的现期利

润反而会降低.即关系利润较低时,最优网络的现

期利润随网络规模的增加而减少, 而关系利润较

高时,趋势则相反.

图 6 最优网络现期利润随网络规模的变化

F ig. 6 Th e f igure of th e presen t p rof it of the opt im a l netw ork w ith

th e var ian ce o f netw ork s ize

2. 3 寡头网络现期利润与 r、A、R c、Rb之间的相

关性

以A = 100, Rc - R b = - 50所得到的最优网络

结构为例,首先分析寡头处于该结构下现期利润

随贴现率的变化情况.图 7中给出了两条曲线,曲

线 1中的信息成本为 100,关系利润 50, 左 y轴对

应着寡头网络的现期利润, 曲线 2中的信息成本

为 300, 关系利润 5,右 y轴对应着寡头网络此时的

现期利润,两种情形下的边际成本、市场出清价格

均同上.

图 7 寡头网络现期利润随贴现率的变化情况

F ig. 7 T he figu re of present prof it of the ol igop oly netw ork the w ith

th e var ian ce of d iscount rate

从图 7中易见, 该结构下寡头网络的现期利

润并不是随着贴现率的变化呈明显的单调趋势,

曲线 1单调递减, 而当贴现率大于 0. 05时, 曲线 2

呈缓慢单调递增趋势, 也就是说寡头网络现期利

润与贴现率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者负相

关. 根据寡头网络的现期利润定义,不难发现寡头

网络现期利润随贴现率的变化情况需取决于信息

成本、关系成本、关系收益、每个节点的出度、共谋

企业数,其中关系成本与关系收益对其影响程度

更大些.

图 7也可以说明, 当贴现率很低 ( r < 0 05)

时, 寡头网络现期利润相对是很高的,这是因为贴

现率很低时,寡头在下一阶段只需要支付稍多的

信息成本,而在未来时间里寡头可以从合作对象

中获得更多的关系利润.但随着贴现率的增加,寡

头在未来时间里从合作对象中获得关系利润将快

速减少,即使寡头在下一阶段需要支付的信息成

本也在减少.

从式 ( 2)易看出, 寡头网络现期利润与信息

成本、关系成本是负相关, 与关系收益正相关, 也

即与关系利润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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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仿真结论及其分析应用

通过对上述模型仿真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

如果寡头们根据各自在网络中所处的位

置并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产量决

策,那么寡头网络存在最优的网络结构, 即各寡

头处在该网络下能最大化寡头网络的现期

利润.

! 多寡头最优网络具有双向结构, 即每个企

业关注的竞争对手数目与达成共谋的企业数目相

等; 当信息成本较低以及关系利润较高时,最优网

络连接比较稠密,反之网络连接比较稀疏,并且关

系利润对网络连接程度的作用更大; 寡头间关系

利润较高时,网络成员的增加将使寡头网络的现

期利润得以提高;而当寡头间关系利润较低时,即

使信息成本亦较低, 网络成员的增加将导致最优

网络下寡头网络的现期利润降低.

( 贴现率存在阈值 r
*
,当贴现率低于 r

*
时,

寡头网络的现期利润随着贴现率的增加而迅速降

低; 当贴现率高于 r
*
时, 如果寡头间关系利润较

高, 寡头网络的现期利润将随着贴现率的增加缓

慢降低,而关系利润较低时, 寡头网络的现期利润

随着贴现率的增加而缓慢增加.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

段, 很多行业中存在着多寡头网络的现象,如何提

高寡头网络运行的绩效对于整个产业、地区和国

家竞争力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网络优化、关系构

建的角度说明如何提高寡头网络的运行绩效, 相

关研究结果可供多寡头行业借鉴. 以下以我国钢

铁行业为例,说明研究结果所具有的应用价值.

目前我国钢铁企业仅停留在关注同行企业的

产量上,通过调研 2008年我国粗钢产量前十名的

钢铁企业间的互动关系, 发现存在如图 8所示的

网络结构关系.这些钢铁企业间存在着若干关注

关系,如选择关注规模较大的或地理位置较接近

的或产品结构相似的企业, 但是企业间尚未形成

联系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

我国已是世界钢铁生产大国, 钢产量连续多

年居世界第一,但世界钢铁生产大国并没有成为

钢铁生产强国,在全球钢铁产业格局中没有话语

权
[ 20]

. 2008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 5亿吨,同比上

升 1. 1%,占全球产量的近 40% 4 .然而, 2008年我

国 71家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利润 846. 38亿元,同

比下降 43. 32%,其中 15家企业亏损,亏损比例

21. 13%,亏损企业亏损额达 84. 64亿元.造成这

一现象除了金融危机的原因外,还有我国钢铁行

业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而且分散,并且存在

无序竞争.具体表现为:

1) 2008年,粗钢产量最多的 10家钢铁企业

合计生产粗钢 21 273. 59万吨,占粗钢总量的比重

仅为 42. 5%, 产业集中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水平.

2) 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和盲目投资,大部分企

业出于 %做大做强&的想法以及钢铁行业对税收

的贡献较大,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往往会扩

大地方钢铁行业的生产能力, 不会真正重视产能

过剩问题.

通过上面对我国钢铁行业现状的分析, 结合

本文的研究,现提出如下建议:

1) 我国钢铁企业间应该形成双向的网络结

构, 应该在产量上互相之间达成一定程度的 %默

契&,如与相关企业间建立共谋关系, 约定产量,

而不该仅仅停留在关注同行产量上, 表现为 %你

追我赶&的状态.

2) 我国钢铁行业网络规模的增加将导致整

个钢铁行业利润的降低, 然而当前我国大大小小

的钢铁企业就已有 1 400多家,因此, 我国钢铁行

业网络规模应该大幅减少, 并且在钢铁网络中应

形成 %大节点&,即这些企业应具有规模效应的特

征, 这样才能提高我国钢铁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可

以通过兼并重组、加大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

力度、提高行业准入门槛等途径实现.

3) 政府可以通过改变货币政策, 如降低贴现

率来调节货币供给量和利息率, 以达到提高整个

钢铁行业现期利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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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粗钢产量前十名的钢铁企业网络结构图

F ig. 8 T he figu re o f the n etw ork stru ctu re of th e Top Ten enterp rises in crud e steel p roduct ion

4 结束语

构造了多寡头网络中企业的产量决策模型,

研究了网络结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分析了最优

网络的结构特征, 最后考虑了相关参数对寡头网

络现期利润的作用.克服了现有相关研究的缺陷,

旨在更好地反映一些更广泛的实际情形, 给企业

进行产量决策,以及如何构建关系网络提供了一

种方法.

然而, 建立的多寡头网络产量决策模型相对

较简单,譬如没有考虑产品多样性、市场需求的变

化、以及企业风险态度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研

究问题,这些将在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加以分析探

讨并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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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optimal structure based on output decision in oligopoly

networks

SHAN H ai yan
1, 2

, WANG W en p ing
2

1. Schoo l of E conom ics andM anagemen,t N an jing Un iversity o f Information Sc ience& Technology, Nan jing

210044, China;

2. Schoo l of E conom ics andM anagemen,t SoutheastUn iversity, Nan jing 210096, Ch in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the netw ork structure on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 isesw hichm ake decisions accord

ing to prof itmax im ization and to the ir se lf positions in the netw ork is ana lyzed. E ach enterprise+ s output dec i

sion and the organ ization+ s present pro fit are enumerated when network sca le is re la tive ly sm al.l Random opt i

m iza tion search and some opera tions based on genet ics are used in the ob ject ive target in o rder to search the

optima l structurew hen network scale is relatively large. The simu lation resu lts show that the netw ork structure

p lays a key ro le in the pro fit o f each enterprise and the total organ izat ion. There ex its an optima l netw ork such

tha t the sum of each enterprises+ prof it is m ax im ized and the opt imal structure w e derived is b ilatera.l W ith

the increase in information cost and decrease in profit o f the re lationsh ip, the netw ork density and average out

degree of the netw ork w ill decreas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ptima l netw ork w ill decrease w ith the netw ork

size when the profit of re lationsh ip is re lative ly low. F inally, the applications o f the relevant resu lts in China I

ron& Steel Industry are ana ly zed.

Keywords: network structure; informat ion cos;t re lationship cos;t re lationsh ip bene fi;t presen t pr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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