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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垂直兼并动因的数量经济分析
*

帅 旭** 唐小我
( 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成都 61 0054 )

【摘要】 对在企业垂直兼并中
,

当上下游企业分别处于典型的微观市场环境时所具有的不 同效果

及其动因进行了分析
。

对企业生产函数分为固定比例和可变比例函数两种情况进行 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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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兼并是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一种手段
。

但是企业间的横向兼并 (尤其是大型企

业的一体化)容易破坏竞争
,

从而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
,

因此许多国家都密切关注并限制此类兼并

的发生 l[]
。

例如美国 《克莱顿》 法第七条特别针对结合行为加以规范
,

禁止过度限制竞争或导致独

占的一体化
。

纵向一体化是指企业的供应厂商或客户的结合
,

即优势企业将与本企业生产紧密相关

的前后顺序生产经营的企业收购过来
,

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

加强生产过程各环节的配合等
,

但受到

各国反垄断法规的限制 z[]
。

如 《克莱顿》 法虽然适于纵向一体化
,

但是司法部鲜有起诉纵向兼并的

案例
,

以致 20 年代美国形成了不同生产程序的企业实现纵向兼并的第二次兼并高潮阎
。

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及其生产投人状况千差万别
,

是否垂直兼并一定能增加利润
,

以及怎样实

现垂直兼并
,

其效果怎样
,

都值得进一步分析 [’1
。

l 模型假设
l) 我们考察市场内的上

、

下游三个企业 A
,

B
,

c
。

其中 A
,

B 为上游企业
,

按固定不变的边际成

本
。 卜 c Z

,

生产中间品
x , , : 2 ,

售出的中间价格为 尸们
,

尸、
。

2) 下游企业规模报酬不变
,

生产函数为 Q
= f x(,

,

众 )
。

即 c 企业将 月
,

B 生产的作为投人品生

产最终产品
。

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函数为 p 二 (P Q)
,

假设 尸为线性
,

尸 = a 一 b Q
。

3) 存在诸如协商费用和法律费用之类的垂直一体化成本
,

因而除非垂直一体化带来的收益大

于成本支出
,

否则企业不具有一体化的动因
。

以下将生产
、

函数分为固定比例和可变比例
,

具体分析处于不同的市场结构的厂商应建立的模型
。

2 固定比例生产函数的垂直兼并
若企业的生产函数为固定比例

,

即投人品为互补性时
,

通过适当的选用计量单位
,

使得各要素

一单位投人得到一单位的产出
,

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Q
二 m in

{xl
,

劝 }

l) 若 A
,

B
,

c 企业处于如图 1所示的市场结构
。

l( ) 若 A
,

B
,

c 完全垂直一体化时
,

则最大化一体利润为

刀
了 =

( a 一 e ; 一 e Z ) 2

4 b

。 里二

箭竺
”

里是竺
(2) 若 A

,

B
,

c 为分散结构
,

则 c 的边际收益为材尺二 a 一 bZ Q
,

边际成本为人尤 = wP , 十 wP Z 。

由五搜 = 人刃 得上游 A
,

B 企业的需求曲线为

月 :

wP
, = a 一 ZbQ

一 wP Z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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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Pw Z = a 一 Z Q b
一 Pw

l

(2 )

月垄断
B 垄断

C 垄断

尸 = a 一 bQ

图 1 市场结构图

A
,

B
,

c 企业分别最大化自身利润得

刀
,
二

5 (a 一 c , 一 e Z ) ,

3 6 b

< 刀 ,
只 =

竺土三二竺
> 乃

6

可见
,

当一体化后
,

消费者获得更多剩余 八s 二
(a 一 e l 一 c Z ) 2

9 b

sQ
二 三二全二空

<
Q,

O b

且面对更多的产品和更低的价格
;

厂商一体化后获得更高的垄断利润
,

这使得整个社会福利提高
。

(3 ) 若只是企业 月
,

c 合并
,

或 A
,

c 采取充分纵向约束实施转卖价格持平
,

则可得

刀
: < 17 尸 =

3( a 一 e , 一 e Z )
2

16 b

< 刀了

(4) 将以上模型扩展为上游为 n 个垄断厂商
,

它分别控制 n 种投人 xl
,

丸
,

戈
,

…
,

xn
,

如图 2所示
。

图 Z n 个厂商的市场结构图

当对上游的前 k 个企业一体化时
,

根据五叔 = 入〔 ,

得

。 一 bZ Q 一

艺
。 =

艺iwP ( 3 )

第 i 个非一体化企业需求为

wP, 一 “ 一

b2Q
一

Z
c , 一

艺凡 (4 )
j
竺走+ i

J子 I

利润最大化得

(

一
,

(一
。 一

客
一

)
一

崖:
了

= (n 一 ` 一 , )艺凡

将式 (5八人式 (3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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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
艺

e ,

县 =

2b ( n 一 k + 1)
kP =

2 a( n 一 k ) + a +

艺
e

,

几
=

2̀ ” 一 2无一 ,

(
一客

· ,

)
2 ( n 一 k + l )

式 (6 )为以上模型的综合概括
。

当 胜。 时
,

为分散化结构
;
当 =k

n

时
,

则为模型扩展前的情况
。

4 b ( n 一 k + l )
’

时
,

为完全一体化结构
;

( 6 )

刀= 2

结论
:

当投人为固定比例
,

且上下游厂商都处于垄断失常结构时
,

最终市场产出随着一体化跨

度的增加而增加
;
价格尸 随 k 的增加而下降

;
利润随 k 的增加而增加

。

此时
,

厂商具有一体化动因
。

采用以上分析方法
,

我们继续分析厂商所处市场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
。

2) 若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为上游竞争
,

下游垄断
,

则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前后在产量
、

价格和

利润上不发生变化
。

3) 若市场结构为上游存在
。
家垄断企业

,

下游为一家竞争企业
。

设 k 家上游企业k( < n) 与下游

企业合并
,

可得

a 一

艺
e ,

Q 二 k < n (7 )

当 k = n 时
,

即上游所有厂商一体化
,

J二 l

b (n 一 k + 1)

则

a 一
艺cj

(8 )n一一k
法一,

力J一内乙
一一Q

结论
:
当下游为一家竞争厂商

,

上游为
n
家垄断厂商时

,

若投人要素按固定比例生产
,

当
n 一

=k 1
,

则 O
二 ,
二

O
二

卜 . ,

即完全垂直兼并的效果与上游保留一家垄断厂商存在外部性的效果是一致的
。

4) 若上下游均为竞争性企业
,

则很容易得出一体化和分散化的效果一致的结论
。

通过在固定投人比例生产条件下对以上 4 种市场结构的讨论
,

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

1) 上游的竞争性厂商对下游企业不产生外部性
;
而下游的竞争性厂商对上游企业产生外部性

。

2) 当下游为竞争性厂商时
,

若垂直一体化
,

则上游保留一家垄断厂商的外部性的效果与完全

垂直一体化时一致
。

3 可变比例生产函数情况下的企业垂直一体化
当下游厂商的生产函数为可变比例时

,

由于存在投人替代效应
,

要素之间存在更强的协同性
,

因而企业具有比在固定比例生产函数条件下更强的一体化动因
。

假设上游一家企业处于垄断地位
,

另一家处于完全竞争地位
,

下游存在一家完全竞争厂商
,

生产函数为 Q = x1 , /、 厂
’ ,

规模报酬不变

(已知
:

当生产函数为Q
= m in {x , , x Z

}时
,

不具有一体化动因 )
。

1) 若 A
,

B
,

c 三企业一体化时
,

求解

~ a{(
一

bQ )Q
一

c(, xl + 。 。 )}
s
·

t
·

Q = x l,` , x Z ,` ,

则可得
。 a 一 2 ( e . e Z )

, ` , 。 a + 2 (e , e Z ) ,` ,

g 了 二

—
才7 =

—
Z b Z

刀
z =

[a 一 2 ( e l e Z ) ’ ` ,

4 b
( 9 )

2) 当 A
,

B
,

c 之间为分散化结构时
,

下游 c 厂商的成本为
cT = m i n

w{P
l x , + c Zx Z

卜2。 (凡
l e 2 ) , ` ,

( 10 )

上游 A 厂商根据 =P M (C下游竞争
,

按边际成本销售 )可得其需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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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 .产

1勺̀
,...心
胜
.了.、了̀、

a [e Z
/ wP l ]

,` ’ 一 2 c 2

b

A 企业最大化其利润
,

得

awP
l + ac 一 七

2 1 / 2几 1’ / 2

可以证明
,

当扩 ) c4
l c Z
时

,

必 > 必
。

其中
,

Q,
,

必分别为分散化的产量和一体化时的产量
。

这时
,

厂商倾向于一体化
。

4 结 束 语
本文从三个企业出发对企业垂直兼并的动因及效果进行探讨

,

进而推广到多个企业
,

得出一些

有益的结论
。

在分析过程中
,

本文为了分析的侧重点和简化而作了一些假设
,

但不可能完全准确
。

因此我们以后的工作
,

一方面需将理论深度推进 s[]
,

另一方面需通过实际过程的拟合
,

将这些假设

具体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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