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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伪劣产品与真品共存于市场的信号传递博弈模型
*

蒲勇健
. ,

(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 40 00 44 )

【摘要】 构造了一个可解释某些市场上真品与假胃伪劣产品共存现象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信

号传递模型
。

根据该模型
,

具有品牌价值的产品和垄断力1 较强的产品易被假胃
。

该模型刻画 了真品市

场力量与被假 冒可能性的正相关关系
,

提出增大对制假者的打击力度或努力加大查处制假者
,

这样有利

于迫使制假者退出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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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是一种经济行为

。

某些在表面上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假冒伪劣产

品生产销售
,

本质上也是地方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经济行为
。

一方面
,

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销售是在

不规范 (法制不健全
,

地方保护主义 )市场经济环境中作为一种未能被有效监督的违法行为
;
另一方

面
,

这种行为又是在一定条件下作为经济学的
“
理性

”

行为而发生的
。

通过增强法律监督
、

惩治的

威慑作用
,

作为违法行为的假冒伪劣产品的制售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

从经济学角度看
,

有必要对作为一种经济行为的假冒伪劣产品制售现象进行机理分析
,

并通过

构造相关的经济分析模型探讨其内在的过程机制
,

从而既能在理论上解释一些被人们观察到的经济

现象
,

又能为政策制订提供依据
。

分析假冒伪劣产品的制售
,

最好的工具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模型
。

事实上
,

假冒伪劣产品的

制售是其制售者与真品制售者之间的博弈过程
,

他们在商品市场上通过策略性竞争
,

各自取得一定

的市场份额并以一定的均衡形态共存
。

譬如
,

假冒伪劣产品的制售者通常以比真品制售者低的成本

生产假冒真品的伪劣产品
,

为了假冒真品
,

他们可能并不因其较低的成本而与真品展开价格竞争
,

因为这种价格竞争意味着假冒伪劣产品的制售者会以较真品更低的价格出售产品
,

从而暴露其类

型
,

为消费者提供了这样一种信息
:

这种商品是假冒伪劣产品
。

消费者在获此信息之后
,

可能采取

不买或少买商品的行动
,

降低了制假者的预期利润
。

预测到这种可能性
,

制售者就不会通过价格竞

争来打击真品制售者
。

用博弈论语言说
,

就是在价格信号上不会出现分离均衡
。

另一方面
,

制假者

一般不会通过产量竞争将真品彻底赶出市场
。

这是因为
,

一旦市场上没有真品销售
,

消费者迟早会

获知这一信息
,

从而采取不买或少买商品的行动
,

这也是制假者所不愿看到的结果
。

因此
,

对制假

者来说
,

最好的策略就是在价格上与真品价格
“
混同

” ,

在产量上为真品留出一定的市场份额
,

从

而使消费者最多只能知道市场上真品产量占总产量 (真品产量与假冒伪劣产品产量之和 )的比例
,

并

不能在消费产品之前就能准确判别产品的真伪
。

制假者通过这种策略
,

既能在市场上留住一部分顾

客
,

又能将其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销售出去
,

从而牟取高额的不法利润
。

对于真品制售者
,

他们也

一般不会为了追求更大利润而模仿制假者从真品制售转向伪劣产品制售
。

因为
,

尽管在给定的市场

需求曲线条件下
,

真品制售者模仿制假者用更廉价的成本去生产伪劣产品可获更大的预期利润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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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

消费者迟早会获知市场上无真品的信息
,

从而采取不买或少买商品的策略与

行动
。

这样一来
,

真品制售者在产品生产上的上述转变可能并不能为其带来比坚持原有的真品制售

更多的预期利润
。

所以
,

对真品制售者来说
,

最佳的策略就是继续坚持一定产量的真品生产
,

从而

保住一定的市场份额
。

由此
,

我们预计到可能出现的均衡是一种真品制售与假冒伪劣品制售间的
“

混

同均衡
” 。

由此可见
,

假冒伪劣产品的制售是一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现象
。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
,

对于

单个产品的真伪是不能准确识别的
,

但不排除他们对商品是真品的可能性存在某种
“
先验概率

” 。

假定消费者具有理性预期
,

则这种先验概率就会经观测信号后修正为后验概率
,

它等于真实的概率
,

即消费者能准确知道商品是真品的概率
。

事实上
,

A ke lr of 最早建立了产品质量不完全信息的博弈

论模型 [l]
。

在 A ke lor f 著名的
“

二手车市场
”

模型中
,

买车人不知待售车的真实质量
,

而卖车人却

知道更多的信息
,

但他不会将真实情况告诉买者
。

这种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结果是高质量的车难以出

售
,

而低质量车却频频成交
。

在许多情况下
,

由于潜在的买者预期到这一结果
,

可能就打消了买车

的念头
,

从而使这类市场根本就不出现
。

在 A k er lo f 模型中
,

通常的逆向选择结果是不完全信息产

品市场的消失或欠缺
,

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 z1[
,

真品才与假冒品共存于同一市场
。

但是
,

人们

通常观察到真品与假冒伪劣产品长期共存于同一市场的现象
,

且这种现象并非如 A k er l of 模型所暗

含的那样是一种极端罕见的情形
。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还观察到一种引人注目的事实
,

即许多名牌或

价格偏高的商品存在假冒品
,

而低价的大路货通常未被假冒
。

其原因是假冒者尽管在成本上存在优

势
,

但由于存在被查出受到惩罚的可能
,

他必须在出售假冒品中获取较高的利润才能补偿所冒风险

带来的预期额外成本 (预期的惩罚 )
。

名牌产品具有品牌价值
,

价格较高
,

预期利润较高
,

在给定惩

罚下
,

假冒它们或许是值得的
。

高价商品中有一些可能是名牌商品
,

其价位偏高是由于价格中附加

了品牌价值
,

另一些可能是由于垄断性生产
,

垄断力量决定了偏高的价格
。

实际上
,

两者都一样
,

因为品牌效应本身就形成垄断力量
,

这里也不排除有些高价商品是高成本生产的
,

预期利润率并不

高
。

当高价商品具有品牌价值或自然垄断或技术垄断力时
,

如果市场准人
,

制假者就有进人市场进

行制假的动机
。

如果低价商品中单位产品利润较低
,

制假者要补偿预期被查出的惩罚所造成的损失
,

就需要大量生产销售假冒品
,

从而使总利润足够大
,

但被查出(投诉 )的可能性就很大
,

风险也愈大
。

所以
,

制假者假冒品牌商品
、

垄断性的高价商品
,

比假冒低价大路货商品是更为可取的策略
。

因此
,

在低价品市场上
,

通常出现的是真品制售
、

假冒品不出现的分离均衡
,

而在某些高价品市场上
,

通

常出现的是真品与假冒品共存
、

产品真伪难辨的混同均衡
。

A ke lr of 模型未能充分地解释许多产品市场上的真伪品共存现象
,

只是将这种现象作为一种极

端的可能情形加以预测
,

与这类现象的广泛存在现实不相符合
。

另外模型更未能对上述品牌商品和

垄断性高价商品市场与低价商品市场在存在假冒品可能性上的差别进行预测
,

这不能不说是 A k er fo f

“

二手车市场
”

模型的缺憾
。

本文通过构造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信号传递博弈模型
,

对 A ke lr of 模型未能预测的上述

现象进行预测
,

并对这类现象从博弈论角度加以机理解释
。

在相当合理的假定条件下
,

上述现象可

以从所建立的博弈论模型中得到很好的解释
。

在构造出来的模型中将真伪品混同均衡的可能性与刻

画真品
“
市场力量

”

的勒纳指数联系起来
,

真品的勒纳指数愈大 (真品的市场力量愈强 )
,

被假冒的

可能性就愈大
,

市场上真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就愈小
。

商品的市场力量实际上就是商品生产者的

垄断力量的一种表征
,

勒纳指数是这种表征的数量刻画
。

因此
,

本文指出
:

垄断性愈强的商品
,

其

被假冒的可能性就愈大
。

显然
,

本文工作是 A k er lo f 模型的一种补充或改进
,

但在方法论上
,

采用

了信号博弈 (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模型
,

不同于 A k er fo f 的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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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号传递博弈模型的构造
本文构造的博弈模型属二阶段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

也是一种信号传递模型
。

局中人有三

个
,

局中人 l 是真品制售者
,

局中人 2 是假冒伪劣商品制售者
,

局中人 3 是全体消费者
,

假定构

成局中人 3 的全体消费者都有风险中性的 vo
n N e u m an n 一

m 。 飞 en st e m 效用函数
。

这里
,

遵循博弈论

模型中的惯例
, “

局中人
”

可代表一个团体
、

组织或由多个真正的
“

个人
”

组成的集合或由多个主

体 (如企业 )组成的集合
。

在现实生活中
,

制假者可能不止一个企业
,

这里将全体制假企业构成的集

合设定为局中人 2
。

具体的博弈为
:

第一阶段 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2 进行一种准古诺博弈
,

即任一局中人在给定另一局中人产量下

选择使其利润最大化的产量
,

但同时要考虑 自己的产量决策会影响到市场上真品占有率 (真品产量

占总产量的比例 )
,

从而影响局中人 3 (消费者 )对产品的需求曲线选择
。

在经典的古诺博弈中
,

局中

人 1 和 2 各自只是在给定对方的产量水平下选择使 自己利润最大化的产量
,

需求曲线是给定的
。

但

在这里
,

局中人 1 和 2 要同时考虑需求曲线的移动
,

故不同于古诺博弈
。

但我们仍假定局中人 1和

局中人 2 在选择自己的产量时
,

都假定对方产量是给定的
,

博弈与古诺博弈类似
,

故不妨称其为准

古诺博弈
。

局中人 1和局中人 2 的支付部是第二阶段的利润
,

假定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2 的贴现率都

为 1 (这一假定只简化了数学分析
,

不影响模型的结论 )
。

第一阶段由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2 博弈的结

果给出了市场上的真品占有率
,

它作为一种信号传递给第二阶段中参与博弈的局中人 3
。

第二阶段 局中人 3 接收到信号即作为第一阶段中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2 博弈结果的真品占有

率
。

假定局中人 1 只是在购买商品时对单个商品的真伪性具有不完全的信息
,

由于理性预期 (即社

会中关于真品市场占有率的知识会成为迅速传播的公共信息
,

如存在专门对假冒品进行统计调查的

机构负责提取和传递这一信息 )
,

局中人 3 在第二阶段能准确知道真品市场占有率
,

即真品市场占

有率是一种可传递的信号
。

局中人 3 在接收到这一信号后
,

根据贝叶斯法则修正关于真品市场占有

率的先验概率
,

从而形成后验概率
。

根据该后验概率
,

局中人 3 采取自己的最优行动 (策略 )
,

即买

多少商品
,

从而给出需求曲线
。

第一阶段博弈给出的真品占有率是局人 3 需要识别的
“

类型
” ,

即

第一阶段博弈结果的
“

类型
” ,

它不同于一般不完全信息博弈论模型中作为局中人私人信息的
“

类

型
” 。

所以如此定义
“

类型
”

是由于在第一阶段博弈中
,

局中人 1或局中人 2 在决定各自的产量时
,

并不能同时决定真品占有率
,

真品占有率是由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2 的产量决策共同决定的
,

故局中

人 1和局中人 2 的
“

个人信息
”

对局中人 3 来说是不能直接通过信号显示出来的
。

局中人 1 和局中

人 2 知道局中人 3 不能在购买商品时直接识别产品的真伪
,

故他们在进行各自的产量决策时
,

都假

定局中人 3 将各自的产品当作同一种产品购买 (不能识别真伪 )
。

所以
,

局中人 3 总能从第一阶段博

弈结果中准确获知第一阶段博弈结果的类型即真品占有率
,

因为信号本身就直接传递了这一信息
。

局中人 1和局中人 2 知道局中人 3 的上述策略
,

故知道第一阶段中给定对方产量水平下自己产

量选择对需求曲线的影响
,

由于第一阶段给出的任一信号 (真品占有率)自身就是第一阶段准古诺博

弈的类型
,

故在区间 0[
,

1 ]中的任一数值皆可为其同样数值类型的信号
,

所以该模型中没有非均衡

路径
,

所有路径都是均衡路径
。

以下假定
,

除局中人 3 对单位商品的真伪性具有不完全信息外
,

其他所有知识都是
“
共同知识

” 。

这样
,

局中人 3 的后验概率形成过程被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2 所知
,

局中人 3 知道 自己的后验概率形

成过程被局中人 1和局中人 2 所知
,

等等
。

设局中人 1的产量为 g
,

成本函数为弓( g )
,

边际成本函数为 人￡ ,
(g )

,

局中人 2 的产量为

这
,

成本函数为 q (G )
,

边际成本函数为五丈) 2
( g )

,

边际成本假定都是递增的
,

且对于同一个 Q
,

有勋C Z
( )Q < 九￡

1

( )Q
,

总产量为Q
二

g
+ 必

,

商品价格为 p
,

真品占有率为 k 二 g /Q
,

市场需求

函数为 Q 二 D k(
,

尸 )
。

假定所有有关的函数都是二阶可微的 (从而保证通常的二阶条件成立 )
,

假定真

品不是 iG他 n 品
,

即需求曲线向下倾斜
,

故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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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

竺
< 0

护 护
将价格 尸表示为 k和 Q 的函数

,

得到反需求函数 p 二 D
一 ,

(k
,

)Q
。

给定 k
,

则由 Q = D k(
,

)P 确定
尸 为 Q 的一个隐函数

,

有

日Q 日D 护
日Q 护 日Q

1 =

鲤丝
日P 日Q

竺
一

{竺)
一 ’ =

翌
刁Q 又护 / 日Q

记局中人 1和局中人 2 的利润分别为角 和瓜
,

则
万 , = D

一 , (无
,

Q ) Q
, 一 C

I

( Q
,

)

汀 : = 。
一 ,

( k
,

Q )Q
: 一 C : ( Q : )

以下分析中
,

先不考虑政府对制假者的惩罚
。

此时
,

制假者一般也不会将真品全部挤出市场
,

因为制假者知道
,

过多的假冒品会导致来自消费者 (不买或少买 )的惩罚
,

然后再引人政府打假的外

生机制
。

在第一阶段
,

局中人 1和局中人 2 各自的战略为准古诺博弈
,

故有

d二 ,

勿
一 ,

「 1 必 1。
.

肋
一 , 。

.

_
一 , , ,

。
,

。
、

下二丁 二
.

.

, : 丁 - l甲二se se 二尸 一 兮二 ,
~

一丁万 ; !卿 十
~

二二尸卿 十 口 一 了VI L I气卿 ) = u

。妙 戊 L幼 + 炒 咬幼 + 妙 )
一

」 口g

粤
一

零卜二共下 )
。 十

粤
。 2 + 。一 cMz

( 2Q )一 。

d炒 流 L L妙 + 妙厂」 口 g

( l )

由于有 O =

kQ
,

必 = l( 一 k) Q
, Q

, 。 。
.

。 本、 、 二 ,
, , 、

* 二
K = 代万

,

甘 = 幼 十 `夕
,

以刀 刁生乏巳气I厂义刀
g

`

匹里k(
一 、 2

)
+

型
、 o + D 一

欲
’ `

口Q 一

一 初℃ .

( k )Q = 0

日刀
一 1 1

. _ , 、
沁

一 l

—
几k 一 k

`

J+

—欲

“
刁Q

( 2 )

(1一 无) Q + D
一 , 一 材 6 [(1 一 k )Q ] = o

在方程组 (2 )中
,

存在两个未知数 k 和 Q
,

两个方程
,

故一般存在唯一解 k
’ ,

Q
` 。

博弈模型解的分析与混同均衡存在性
将方程组 (2 )中第一式两端分别减去第二式两端

,

得到

2

号“ ,一 ` ,
· (2̀ 一 ` )

备
。 ·

`
1

`k)Q
一

`
2

仪̀一 k) Q] ` , ,

将
翌

=

律丫代
人式 ( 3 )

,

得

口Q 又乙尸少

「
2

些
、 (1一 、 )

十 ( 2、 一 1)
)
尸

胆旦了卫
一

二
, (、。 一

、
2「(1一 、 )。 1 (4 )

L 欲
’ `

- 一

」 / 朋 P/
-

-
-

-
-

一

记 e =
己D / Q

舀尸 /尸

,
e 为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

在式 (4 )两端同除尸
,

得

_

沁
一 ,

k ( l 一 k )
. _

, 、

厂 l 、 五f
. (kO 卜人f

Z f(l 一 k ) O1
Z

——
十 《l 一 Z K 洲一 一 l =

一
既 尸

、 `

又 e少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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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_

初
一 1 k( 1一 肋

.

匕 A = 2

—-
日无 尸

,

L一生
,

B _
竺塑丛全2 些

.

吐兰必
尸

则式 (5 )变为

式中 L 为勒纳指数 (若将局中人

注 + ( 1一 Z k ) L = B

和局中人 2 统一视为一个大厂商 )
。

`

/云D /口
L 二 一 U ~

,

/ 云尸 / P

(6 )

当 k = l时 (即

无假冒品 )
,

则 L 就是通常意义下的勒纳指数 (即局中人 1 的勒纳指数 )
。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
,

此时有

L = 乙 =
(P

一为 c
l

) P/ 4[]
。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指出
,

石刻画了局中人 1 的市场力量
,

L ,
愈大

,

说明

其市场力量愈大 (品牌效应愈大
,

垄断力愈强 )
。

当假定真品为非 iG 俄 n 品时
,

有 L , > 0
。

当 O < k < 1时
,

假定假冒伪劣产品是不带来边际效用的废物
。

这一假定表面上看来过强
,

事实

上
,

许多伪劣品也会带来正的边际效用
,

尽管比真品的边际效用小
,

但在这种情形时
,

伪劣品可以

在均衡下以比真品低的价格出售
,

从而出现分离均衡
。

在分离均衡中
,

假冒不可能
,

实际上是两种

不同商品的制售 (这里主要研究假冒行为
,

故不考虑这种情形 )
。

但要指出
,

本文的主要结论实际上

并不需要这么强的假定
。

在后面的分析中可看出
,

只需要考虑 k = 1时
,

L 的数值大小
,

就可以获得

所需的结果
。

假设在构成局中人 3 的消费者集合中
,

第 i 位消费者的个人效用函数为 u , 二关(x,
,

另 )
,

其收人

为M
, ,

x ,

为第 i位消费者消费的真品 Q
,

中的数额
,

y
,

为第 i 位消费者消费的其他商品 y 的数量
,

设

乃为 y 的价格
。

当k 二 1时
,

O =
侧1

,

)P 由下列消费者效用极大化条件决定 la]
,

其等边际法则为

以 (为
,

少
,

) /
n
以 (x , ,

夕,

) /
。

一一百一一一 /厂 = 一一二厂
一

— /仃
。义`

l 即
2

1

( 7 )

预算约束为

八
,

其中 x , = 几 (`
,

p )
,

。
1 ·

艺
x , =

艺
D

,

( ,
,

p )

+ 凡y
, 二
从

,

口为第 i 个消费者对真品的需求函数
。

假定 0 < k < 1
,

则消费者效用为
u , = 关(成

,

y ,
)

式中 元为第 i 位消费者的商品购买量
,

包括真品和假冒品
,

其中真品数量为坛
。

效用极大化问

题为

丁~ 众底

tP笼 + 君另

作式 (8 )的拉格朗日函数 F = 关(玩
,

y
,

)
+ 溉材

矛一

戍
一凡川

,

( 8 )

兄为拉格朗日乘数
。

一阶条件为

过 k 一护 =0

一

研
= 0

(9 )

=
从

由式 (9碍
= 鱿 (玩 y,) /伽

凡

= M
l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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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个人对真品的需求曲线是唯一决定的 (相当于要求效用函数是严格正则拟凹或无差异曲线

严格凸向原点
,

从而在给定价格向量下存在唯一的效用极大化真品需求量 )
,

则由式 ( 7) 和式 ( 10) 给出

同一需求函数
,

故坛
= D

;

厂
1

,

丑、
,

即 、丫又

又 k / 州
~

、 ,

~
_ _

_
, 、 、 , 。 _

, ,

_ _
厂

_

P 、
困刀 夕

』

x ,
= g

,

刊 以得到心
= 圳 1

,

丁 }
气尸 \ K /

一

万
D ,

〔
,

,

于)
= D

:
,

,

令)
。

,

。 = D

〔
,

,

令)产
一 D

】

:令)产
,

其中 D
l

〔子)
一 D

〔
,

,

令〕
,

L 二 一丫[
己D

I

(P / k ) P / k

d ( P / k ) D
,

(P / k )」
k

= 一一 = 左乙 1 > U
。

当 0 < k < 1时
,

L < L I ,

故假冒品的介人稀释了局中人 l 的市场力量
。

将式 (6 )写成
A + (l 一 Zk )枕

, 二 B

证明 对于 L , > 0 (即局中人 1 存在市场力量 )
,

则当 k = 1时
,

由式 ( 5) 可知 B =
人灵〕,

( Q) 一加C
:

( O)
P

0 < k 成 1 (川
必有 k < l

,

即存在假冒品
。

事实上
,

若 lL > 0
,

因为假冒品生产的边际成本低于真品
,

故有

人充 ) 2
( 0 ) 蕊 五灵〕

,

( o )
;
又因边际成本递增

,

故人￡ 2
( 0 ) < 入￡ ,

( o ) 蕊 人尤
,

( Q )
,

B > 0
,

此时由式 ( 5 )知 A = 0
,

故式 (l l) 给出一 Z L , > 0
,

即 L l < 0
,

这与真品的非 iG 讹
n
品假定矛盾

。

故必有 k < l
,

即有假冒品
。

在关于函数二阶可微性假定下
,

式 (5 )中的 “ 和 刀都是 k 的连续函数
,

且曾
翅 = 0, 故在式 ll( )

两端令 k分 1
,

得
一

恕
乙, =

卿
B > 0

因恕
去, >

0,

lA}廷生1im乙

4 女。 l

故上式不可育旬戊立
。

由此可知
,

存在占
。 (o

,

一) 当1 , 、 〕 ; 时
,

( 1一 Z k) 二
, 、 一

粤枷吞

`
,
一

I

B ) 1 1诵 B

2
介、 1

故式 ( 11 )左端 , 十 ( 1一 Zk )kL
, 、 一

粤恤石 、 。

斗
,
峥

I

,

右端 。 )

告瞥
” > “

·

故式 l( 1)不成立
。

这说明
,

存在禹《 0
,

l)
,

使 k 簇 k
, ,

且 L ,
愈大

,

当式 (1 1)中的 k斗 1时
,

k在愈小

的 k0 处使式 (1 1)开始不成立
,

即 k
l

会愈小
,

说明 L ,
愈大

,

假冒品就愈多
。

相反
,

当 L ,
小时 (一般是

低档品 )
,

被假冒的可能性就小
。

若 k = 0
,

由式 (2 )有

{
P = D

一 , = 人币C l ( 0 )

P = D
一 , = 材 C : ( Q )

( 12 )

因 k 二 0时
,

局中人 3 可观察到市场上无真品
,

故在上述关于假冒是完全的废物假定下
,

局中

人 3 无需求
,

少。
,

于是由式 ( 12) 有五f
l

(0)
= 五f

Z

(0)
,

这与为C
l
(0) > 为C

Z
( 0) 相矛盾

。

因此必有

0 < k l<
,

出现的均衡必是真品与假冒品共存的混同均衡
。

根据连续性
,

存在某 k0 以0,l )
,

当 0 < k

成 k。
,

式 (2 )不成立
,

故必有 k c k(0
,

k
,

) c ( 0,l )
,

区间 k(
。 ,

k ,
)是真品与假冒品共存同一市场的混同

均衡信号取值范围
。

如果制假者存在被政府部门查出并受到惩罚的可能
,

那么制假者会将预期惩罚作为一种成本纳

入决策
。

设被查出制假的概率 G 为假冒品产量的增函数
,

G 二试必 )
,

将受到的惩罚 (例如罚款等 )为 H
,

则预期惩罚的期望水平为 G (必 ) H
,

卫三
> 0

,

一旦被查出制假
,

d Q Z

局中人 2 的成本为 C Z
(必 ) 十

G (必 ) H 边际成本为MC
Z

)̀Q +

兹
“

,

式 ( ’ “ )中的 ” 为

B 二

沁
1
(、 卜、

2。卜 、 )。 1
1

巫琪P/
d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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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k = 1时

一
[一

(。卜一
(。 , 一

着
·

〕户
只要 H充分大或 d侧 d Q

Z

充分大 (惩罚充分重或检查假冒品足够严 )
,

可以使 B 0<
,

这时 k = 1就

可能是博弈解
。

因此
,

政府加大力度打击制假者
,

可以保证真品正常生产和假冒品退出市场的分离

均衡
。

如果政府打假力度不够大或查处不够严
,

则根据连续性
,

存在某 k。 任 (0
,

l)
,

当 0 < k ( k0 时
,

式 (2 )不成立
,

故必有

k 任 ( k o ,

k
;

) 。 ( 0
,

l )

式中 k(
。 ,

k
,

)是真品与假冒品共存同一市场的混同均衡信号取值范围
。

以上分析结果并不一定需要假定假冒品为废物
,

因为只要考察极限 1im L = L l

时 L
,

的符号即可
青 卜l

展开分析并获得相同的结论
,

而假冒品为废物的假定只是简化了数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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