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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非线性定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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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机高等专科学校经济系 上海 2 0 02 0 4( )四川省励自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 6 1。。 31 )

【摘要】 对存在两类消费者情况下的最优非线性定价模型进行了 n 维推广
,

展示 了一个了解消费

者需求分布的厂商如何根据消费者的
“

自我选择机制
”
制定出一个可供选择的消费组合莱单

。

结果表明
,

厂商大大减少了低需求类型消费者的消费数蚤
,

尽可能剥夺更多数 目消费者的效用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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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垄断定价理论研究中当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较大时
,

垄断者不可能掌握每个消费者的口味信

息
,

无法实行完全的价格歧视
,

但仍可以通过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消费组合菜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

在这种情况下
,

垄断者应该满足消费者的
“
自我选择机制

”
(即个人理性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 )

。

1 存在
n
类消费者情形下的最优非线性定价

根据文献1[ ]
,

假定消费者具有如下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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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有
n
类消费者

,

同类消费者都具有相同的需求和口味
。

设口味参数为况
,

消费者比例为

从 i划
,

2,. 二 ,

n)
,

作单交叉性假设
,

即更大支付意愿的消费者具有更大边际支付意愿
。

考查一个垄

断厂商生产单一产品的情形
,

假定它以固定边际成本
c
进行生产

,

并对
n

类消费者都进行供应
,

则

垄断利润为

二 二

Z
兄,

( T 一 cq
,
)

每个消费者希望消费 价

( 1)

垄断厂商面临两类约束
。

首先

于是有

愿意支付价格 iT (即个人理性约束 )
,

乓V( iq) 一界) 0
,

户 1
,

2
,

…
, n

事实上当01 V( q 1) 一 lT ) o 时
,

凡是乓> 01 的需求者都会愿意购买商品
,

因为他们都可以以 T l
的价

格购买 q l
而获得乓峋 l) 一 lT >0 的净剩余

,

i >1
。

同理
,

较高需求的消费者可以选择任意较低的需求

消费组合来获得净剩余马V( , )
一刃

,

1提 ij< 毛 n 。

其次
,

每类消费者必须偏好自己的消费
,

即不要求

消费者进行个人套利 (激励相容约束)
,

于是有

弓V( 叻 一写) 弓Vq( i) 一 iT (2 )

6 V( iq) 一不) 乓V( aj) 一兀 (3 )

式中 1 ( ij< ( 。 。

约束式 (2 )意味着 兀一

介以V( 吩Vq( i)]
,

1簇 ij< ( 。 。

显然
,

当 i 固定不变
,

=j l’+ 1

时第 j 类消费者支付最少
,

即

耳
l延+iT 0 * 一[V( 叮* 1)一V( 叮, ) ] (4 )

根据单交叉性的假定能够判断出
:

马V( q : )一 T: ) 0 和式 (4) 可变为等式约束
,

于是有 01 代q l )二 T l ,

爪
二

+iT 如 [ V( 外
, )一 V( iq) ]

,

1匀蕊
n 一 o1 其含义是

:
最低需求类型的消费者将被索要其最大边际支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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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的消费者将被索要能诱使他们消费属于其各自类型的数量 q, i( 二 2
,

3
,

…
,

n) 的最高价格
,

则

乓V( iq) 一不 ) 0
,

i ) 2 和式 (3 )不是等式约束
。

根据
T , = Ol V( q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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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式 (4术人 目标函数式 ( 1)
,

垄断者求解下面的无约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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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最优非线性定价结果的分析
1) 第

n

类消费者
,

具有最高需求的消费者购买的数量是社会最优的(商品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

边际成本 ;) 其他 0沂 0 , (=1 1
,

2
,

…
,

n 一 1)的消费者购买的数量低于最优水平 l3]
。

式 (7 )经过变形得

叹F
’

“̀ ,

,
一帆一叹 , V“。

,

,

崖念
二

说明除最高需求以外的各类消费者的消费边际效用均大于边际成本
。

2) 从消费者的最优化条件可知 T
’

(q沪况v
’

(iq)
,

即 =P e 尸 (iq)
。

昌类消费者对消费 q ,

单位与 乔
1

单位无差异时
,

设对于 q’i 并 q , ,

对第 q ,
个单位的需求独立于对第 iq’ 个单位的需求

,

将式(8八人价
格

一
成本差值率中

,

并令

武叹 ) =
i0

+ , 一已

叹
户 i 二下厂一

Z 为
j 二 i + 1

则对第 q ,

个单位的最优定价为
p , 一 c

必(i0 )

P 矛 产矛

由此看出
:
当 iO类消费者与已

+ ,

类消费者 (即类型最接近的两类消费者 )的口味差值率武叹 )越大

时
,

垄断者对其中较低类型的消费者定价越高
;

若口味为 i0 的消费者比例与类型比他高的各类消费

者比例总和的比值越大
,

则垄断者对他的定价越低
。

即垄断者更倾向于大大减少低需求类型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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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数量
,

尽可能剥夺更多数目消费者的效用以增大收费
。

从实际中也可看出
,

垄断者朝低数量

的方向以质量角度讲就是朝低质量方向)扩大了数量差别的幅度
。

3) 当 i0 类消费者消费数量有一个微小的减少时
,

即 占q i< o
,

对其无差异的结果便是支付降低
;

占iT 略小于或等于乓V’’ (勃 占q , ,

记作 占兀七 i0 V’ iq( )
,

占价0<
,

若弓沪 i)类消费者消费 q , ,

则其效用变

化量为
:

尽V
’

(iq) ` q , 一 占兀二 (今 i0) 尸i(q ) 占q i0<
,

即高需求消费者消费低需求消费类型的数量时其效

用减少了
。

同理
,

若低类型的消费者消费高类型的数量时
,

其效用变化量为 : i0叫妇 占qj 一 占兀一 (分弓) 叫aj)

占马切
,

说明低需求的消费者受到了损失
。

因此
,

低需求消费者确实不愿意选择高需求者的组合
,

式 (3碍到了满足
。

3 结 束 语
采用非线性定价的要点在于厂商能够防止或至少能控制消费者间的转卖

,

并且了解消费者的需

求分布
,

从而提供一个多样化的消费组合菜单使消费者在 自我选择机制下按其各自的类型进行选

择
。

厂商采用最优非线性定价可比实行单一的两部定价获得更多的利润
。

但在实际中
,

为了收费上

的方便
,

厂商往往没有采用最优非线性定价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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