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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从垄断者角度 出发
,

讨论了垄断者产品的价格歧视问题
。

就质童歧视与数量歧视对消费

者边际效用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

关 键 词 价格歧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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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童歧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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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垄断者的产品空间中
,

对于垄断者生产的某一种产品
,

如果垄断者采取统一定价策略
,

一般

说来
,

会使消费获得一些剩余
。

事实上
,

无法占有消费者剩余会使垄断者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 l1]
。

在实际的经济情形下
,

同一产品面对不同的消费者可能有不同的价格
,

比如面对不同投保对象的保

险订单
。

即使同一种消费品面对同一个消费者价格也可能不相同
,

例如消费者大量购买某些产品会

得到数量折扣的优惠
,

这些经济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是一种歧视性的现象
。

价格歧视就

是当两个单位的同种实物商品对同一消费者或不同消费者的售价不同
。

类似地
,

质量歧视就是垄断

者通过提供不同的质量 (或服务 )来对质量 (或服务 )具有不同口味的消费者进行歧视
。

iP g ou 给出了三

种歧视价格类型的定义 2[]
。

在这里
,

垄断商品的价格歧视的定义如下
:

第一类价格歧视 (也称完全价

格歧视 )就是垄断者以每一单位的索要价格等于该单位的最大支付意愿的方式来对每一单位商品索

要不同的价格
;
第二类价格歧视发生在价格的不同仅依赖于购买商品的质量和数量

,

而不依赖于消

费者的情形下
。

即每个消费者面对相同的价格表
,

但此表对于不同的质量商品或者数量商品都有不

同的价格
。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铁路和航空公司提供不同等级的座位
:

第三类价格歧视是不同的消费

者被收取不同的价格
。

垄断者当然希望能够对消费者实行第一类价格歧视策略
,

但是面临着一个巨

大的困难是信息显示问题
。

显而易见的是消费者不愿意
,

也不太可能表明他属于愿意为商品支付较

高价格的那类人
,

这就使得完全歧视不太可能实行
。

所以
,

我们就一般情形下讨论不完全价格歧视

中的第二类价格歧视
。

1 价格歧视

设消费者面对垄断者的同一种商品
,

这种商品质量有 m 个等级
,

相应可提供
n
个类型的数量

等级
。

假定质量与数量均为离散有限数
,

但是可以在某一范围内连续变化 (例如铁路或航空公司座

位等级离散有限
,

而数量折扣也为有限离散分类 )
,

则定义对应于质量水平 (或服务水平s) ,
和数量 吼

的歧视价格水平为 p 。 ,

鸟为消费者相应的消费参数
,

其比例相应地为丙
,

即叉艺彻
= ,

。

垄断者可
一二 I J= l

提供各种组合 i(s
,

q’, 凡 )i( 一 l
,

2
,

…
,

n)
,

其中几为消费者相应的支付
。

特别地
,

s( 卜 q , ,

T l l )表示消费者

购买产品的质量水平最低
、

数量最少时的组合
; (场

,

q 。 ,

瑞 )表示质量水平最高
,

数量等级最大时的

组合
。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假定
s ,蒸今

,

q ,

蕊 qj i( 匀 )o 于是
,

具有消费参数为隽的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为 [ , ]

0
。 V (s , ,

、 ,

) 一 几

O

三 0 。
v( i,j )一几 如果消费者购买具有质量 is, 数勤角消费品 l()

俪 咀档弗去不油军消浩 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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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 表示消费者消费质量为
s ,

与数量为 qj 时所获得的效用
。

为了便于讨论
,

我们假定垄断者对所有的消费者都进行供应
,

且垄断者生产具有质量
、 , ,

数量

务的产品成本为 c( 句
,

妇
。

如果产品的成本只和质量有关
,

则显示了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
,

即 c( 凡
,

aj)
二

cs( 沁
,

其中 c( is) 为生产质量为
s ,

的产品单位成本
,

并且产品的边际成本为从
= 魔 is(

,

劲左砌厅 c( is)
。

垄断者实行价格歧视时
,

通常最简单的做法是采用二部定价
。

但是垄断者可以通过采取更复杂

的方案来获得比最优二部定价方案获得利润的更高的利润
。

现考察垄断者采取一个定价方案
,

表现

为商品质量与数量的函数 几一 p 尸 ,
,

则垄断者的利润为

二 =

艺艺兄
。 [兀 一 e (s

, ,

、 ,
) ] ( 2 )

=1 l j =l

垄断者面临着两类约束
,

第一类约束为个人理性约束
,

要求消费者自愿购买商品
。

最特殊的情形是

对于最低需求消费者
,

他们的消费净剩余必须不小于零
,

即

以
,
V (

s , ,

q
.

) 一 大
,

) 0 ( 3 )

消费参数的有序性表示为
:

0(
, + 1) , ) 氏

,

久
了+ 】) ) 夕 , ( i 一 1

,

2
,

…
,

m ; j 一 1
,

2
,

…
,

n)
。

第二类约束要求消费

者不进行个人套利
,

垄断者不希望高质量
、

高需求的消费者购买低需求消费者的组合 ls]
。

即

李
0(

,
一“ 了一 , V`, 了一 q了一 ’ 一 双

才
一“ 了一 , ) 叹

了
一“ 少一 , F (`

, ,

q
/一 ) 一刃`了一 ,

{0(
, + 1、 , + 1) V (s , + 1 ,

守了
+ ;

) 一 双
, + l x , + 1) ) 叹

, + l x , + , )V ( s
, + , ,

qj ) 一双
; + , ) ,

(4 )

则这类情形是垄断者在式 (3 )
、

(4 )的约束下寻求最大垄断利润
。

下面用 V( i
,

j )表示 V s(,
,

aj)

示
。 is(

,

ej)
。

由于垄断者希望价格最大化
,

所以

T , 1 = P l , q l , = Ol , V( s 卜 q l) = 01 1 V( 1
,

1 )

在不影响问题本质的前提下
,

只讨论质量与数量两类共四种情形下的价格歧视
。

由式 (3 ) -

Ol : V( 1
,

2 )一 T 12 ) 0 12 V( 1
,

1 )一 T l l

02
, V( 2

,

1 )一 ZT I ) 久, V( l
,

1 )一 T一

龟 V( 2
,

2 )一 几 ) 龟 V( l
,

2 ) 一 T 12

龟 V( 2
,

2) 一 选 ) 龟 V( 2
,

1) 一 几 ,

由式 (6 a )
、

( 6b )有

e (i
,

j )表

( 5 )

(5甫
(6 a )

(6 b )

( 6 e )

( 6 d )

丁不
2 一 “ 1 2

F ( ,
,

“ ) 一 “
12 F (`

,

’ ) + “
】I

F ( ,
,

“ )

L2T
1 = 8 2 !

V ( 2
,

l ) 一 O1
2

V (l
,

l ) + 8
, I

V (l
,

l )
( 7 )

式 (7 )的经济含义为价格水平 T I ,
可以定义在 01 1

类消费者的剩余完全被剥夺的水平上
,

而 T 。
或 几 ,

则

必须为消费者留出一部分净剩余
。

因为 01
2
或马

,

类消费者可分别购买组合 (s l ,

q , )
,

从而获得正的净

剩余为

丁
口

1 2 F (`
,

’ ) 一不
1 一 (夕

12 一民
1

)V ( ,
,

t夕
2 I

V ( l
,

l ) 一不
1 = (氏

1 一 8
1 ,

) V ( l
, ( 8 )

由式 (6 c )和式 ( 7)有

几 = 龟 V ( 2
,

2 ) 一 (龟 V ( 1
,

2 )一 8 , Z V ( 1
,

2 ) + ol
Z V ( 1

,

1) 一 Ol , V ( 1
,

1))

践 = 龟V( 2
,

2 ) 一 (龟 V( 2
,

1 ) 一 热
一V( 2

,

1) + 几
1 V( 1

,

1) 一 Ol l V( 1
,

1) )

(g a )

( g b )

这是因为龟类消费者可

、 .产
口

、.声产

nù1
, .., ...

了.、
矛

`
、

类似地
,

上面等式表明龟类消费者在价格水平 几下须有一个正的净剩余
,

以选取 s( 卜 q公或 s(z
,

q , )类组合
,

从而获得的正净剩余为

{8
2 2 V (1

,

2 ) 一 1T : = V ( 1
.

2丫8
2: 一 0

1: 、 + V ( 1
.

1丫8
12 一 0

1 , 、

t0
2 2 V ( 2

,

1) 一 2T
1 = V (2

,

1) (0 2 2 一 0 2 : ) + V (1
,

1)归2 1 一 8 : , )

并且由式 (9)

V ( 1
,

2 ) (龟 一 01
2) + ol Z V ( 1

,

l ) = V ( 2
,

1) ( 龟 一 久
l ) + 热

I V ( l
,

1)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第 28卷

代人式 2 ) (后
,

垄断者最大化利润立即转化为垄断者求解下述无约束优化问题

黔 f (s 】 ,

q
, ; “ , ,

q
,

( 5 2 ,

穿:
)

一

黔 {兄
1 ,

(已
.
V( l

,

l ) 一 “ ( l
,

l ) ) + 离
2

(况
Z
V ( l

,

2 ) 一已
Z V ( l

,

l ) + 0
1 I

V ( l
,

l ) -

( 5 2 ,

q : )

e ( l
,

2 )) + 兄2 1

( 0
2 ,

V ( 2
,

l ) 一氏
I
V ( l

,

l ) + 民
I
V (l

,

l ) 一 c ( 2
,

l )) + 兄2:
(8

2 2 V ( 2
,

2 ) 一

( 8
2 2

V ( 2
,

2 ) 一氏
Z
V ( l

,

2 ) 一已
Z V ( l

,

2 ) + 已
Z V ( l

,

l ) 一 尽
I
V ( l

,

l ) ) 一 e ( 2
,

2 )} ( 1 2 )

命题 1 当考察质量歧视时
,

高质量产品需求的消费者效用对质量的边际效用等于成本函数对

质量的边际效用
。

而低质量产品需求的消费者对质量的边际效用大于成本函数对质量的边际效用
。

即高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对社会来说是最优
、

合意的
,

低质量需求的消费者则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4I]
。

分析 式 ( 12) 的一次最优条件为门

里
_ 0

竺
_ 0

兰
= 0

工
= 0

击 击
:

匆
:

匆
2

由式 ( 13 疮
圣三2些2夕三丝里

三
卫

+
圣竺三些经兰里里

兰
兰

_

圣型鲤玉旦
十
鱼三全些遨

贪 2 压 2 汤 2 山 2

舀V门
.

1、
(兄

1 ,

8
1 1
一 兄

, ,

8
1 , 一 兄

, ;

8
, ,

、二二-止二二二 + (兄
1 :

夕
1 .

山
l

当着重考察质量歧视时
,

q , 二 q : = q
,

与兄
2 ,

且兄
l + 兄: = 1

。

即有

一 兄12 8 , : 一 兄2 , 0 2 , )
日V ( 1

,

2 )

山 2

=
鱼兰四卫

+

山
l

兄
12

山 ( 1
,

2 )

山
1

( 13 )

( 14 a )

( 14 b )

此时对应于
: 1 , : :

的消费参数为 01 与马
,

相应的比例为兄

加 (s : ,

q )

山
1

0 2 一 0 一 兄2

夕一 兄-
)

.

旦三二兰业丝
」 山

,

( 15 )
勺.且

一..rr̀L

{旦少兰

} 击
,

}旦少兰
t 山

1

命题 2 当考察数量歧视时
,

高需求的消费者对数量的边际效用等于产品的边际成本
,

即他们

消费了社会最优水平上的产品数量
,

而低需求的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因为 01测两
l> 决s(

,

q , )峋
1 ,

便是

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
。

分析 由式 l( 3) 有

(兄 , , 0 t l 一 兄12 0 : 2一 兄2 ,
02

, 一 兄刀 8 , 2)夕兰二〕
二
旦

+

助
1

兄2 ,

氏 1日V ( 2
,

1) _ 入
1

浏 l
,

l )

助
1

匆
,

+

少二全互里卫

(丸 2 01 2一 兄二龟 十 兄二 01 2 )
舀V ( 1

,

1)

舀q Z

日
+ 元刀帐 一

V ( 2
.

2、

落享̀
一兄 12

日c ( 1
,

2 )

称
,

匆
,

日c ( 2
.

2、
+
龟飞石厂

( 16 a )

( 16 b )

当主要考察数量歧视时
,

有
、 , = 、 : 一 、 ,

此时对应于数量 q l ,

q Z
的消费参数马与马

,

相应的比例

为兄
,
与兄

2 ,

并且兄
, + 兄2 二 ]

,

即

8
,
日V

匆
,

0
2
日V

匆
2

8
: 一 0

.
兄

2

已 兄
1〕
女 (s

,

q
l

匆
1

下面同时考虑质量因素与数量因素
,

根据式 ( 1a4 )
,

有

日(兄
2 1

0 2 :
V (2

,

l ) + 兄2 2 0 2 2 V ( 2
,

2 ) ) = 武兄
2 1 c ( 2

,

l ) + 兄2 2 c ( 2
,

2 ))

厉 2 击 2

( 17 a )

( 17 b )

( 18 )

J

l

lres!县L

一一

决 ( s ,

q Z )

丙
2

再由式 ( 1 8) 知对质量 (或高水平服务 )要求的消费者群对质量的边际效用等于产品成本对质量的边际

效用
。

由式 ( 1 4 b )知

f
,

( l 一 兄
1:

矽
; 2

1
_

日V ( l
,

l ) f
_ `

兄
, ,

夕
, ,

〕
_

日V ( 1
.

2、
l 人 - - 一

—
I U l l

—
+ l 沁 1 , + 凡 , , 一

一
} 8

1 , 一- 二` ` 二 =

[ 昌 : 」 “ 幽 : L
.

-

一 已: 」
` 一

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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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兄
1 l e ( l

,

l ) + 兄
, 2

( l
,

2 ) ]

压
1

( 1 9 a )

显然有

鱼燮业坠生些鲤己达塑 ) 匹鱼些里上二竺垫塑
山

1

山
1

( 19 b )

即对于质量 (或低的服务水平 )要求的消费者群对质量的边际效用大于产品成本对质量的边际作用
。

困此
,

把质量 (或服务 )看得较重要的消费者群消费了处于社会最优的质量
,

而把质量 (或服务 )

看得不很重要的消费者群消费的质量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

垄断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把质量 (或服务 )

水平拉开了档次
,

使用低质量商品 (或较低服务水平 )分割了市场
。

在这里
,

高质量消费是社会最优

质量
,

但不一定是多余的质量
。

生活中轮船与飞机内的等级划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

由式 (1 3湿然有

鱼坐业塑上生丛巡 l皿 ) 亚业左些上鱼卫塑
匆

1

匆
1

( 2 0 )

低数量需求的消费者群对数量的边际效用大于商品的边际成本
,

即对产品低数量需求消费者群的消

费数量是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
。

由式 ( 1 3 )有

里生星旦〕三二11卫二生三旦三塑二1
2
三22 ) 些丝卫些全宜丛三里

匆
:

匆
2

( 2 1 )

即对产品大数量需求的消费者群对产品数量的边际效用也是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
,

这里
,

当
: 1 = 、 2

成立时
,

式 (1 b7 )才能成立
。

即大数量需求消费者群对产品数量的边际效用等于产品的边际成本时
,

垄断者向社会提供同一等级的质量水平 (或服务水平 )
。

从而消费者达到了社会最优消费
,

大数量需

求的消费者群的消费比低数量需求消费者群的消费更接近于社会最优
。

但由式 ( 2 0) 与式 ( 21 )知
,

要

具体依赖于消费者群的构成情况与消费参数
,

即和丙与 04( i
,

j 二 1
,

2) 的值相关
。

最后可以由式 (7 )与

式 ( a9 形征低消费者群的确不愿意高消费组合
。

在上面的讨论中
,

如果消费者有收人 I
,

并且有偏好 u ( I 一 T ) 十 v s(
,

q)
,

即消费者在净收人与

数量
、

质量有关的消费是可行的问
,

显然对于效用函数有

沙 > 0 沙
`

< O V ( 0 ) = 0 尸 > O P
`

< 0 ( 2 2 )

设在商品上的支付比初始收人小 (即 T 《 乃
,

则偏好可表示为

U ( I ) 一 砂 ( I ) T + V ( s ,

q ) (2 3 )

所以可以用 沙 ( I ) = 瑟表示消费者的消费参数
,

即以收人的不同来划分消费者群
,

再考虑消费者对

质量的要求
,

以及关心数量折扣的结果
,

就能按上面的分析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与垄断者销售垄断

进行具体分析
。

3 结 束 语
本文考察了垄断产品的价格歧视问题

,

具体表现在数量歧视与质量歧视上
。

文中假定了消费商

品的寿命为一个阶段
,

由于商品具有一定的耐用性
,

所以在这里忽略了跨时期价格歧视问题
。

另外
,

政府对垄断市场干预也会对模型产生影响
。

文中的结论可以推广应用于商品质量有 m 类
,

数量有
n

类时的价格歧视问题
。

参 考 文 献

K a tZ M
.

P r ie e d is e r im in at io n an d m o n o Po l is it ie e o m P e ti ti o n
.

E e o n o m e t ir c a, 19 84
,

52 : 1 4 53一 1 4 7 1

P ig o u A
.

T h e e e o n o m ic s o f w e laf r e
.

L o n d o n : M a e m 一ll an
,

192 0

M u s s a M
,

R o s e n 5
.

M o n o P o ly an d P or du c t q u a li.yt Jo u nr a l o f E e o n o m i e
hT

e o
yr, 19 78

,

18 : 30 1一 3 17



64 6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第 洲 卷

Wi l s o n R
.

E e o n o m ie th e o ri e s o f P r ie e d i s cri m i n at ion an d Pr od u ct d iffe re n t i at io n : a s u rv e y, P ar t s l
,

11
,

111
.

N e w OY rk : S ta n of r d U n iv e r s i ty P r e s s ,

19 85

S P e n e e
M

.

M o n o Po ly, q u al i yt an d r e gu lat io n
.

B e ll J

ornU
al o f cE

o n o而 c s ,

19 7 5
,

6 (2 )
: 4 17礴 29

、 恤d an H
.

P ir e e d is e ir m in at io n : in han db o ok o f in dus itr al o gr an iazt io n
.

Am s t e r dam
: N o rt h一H o ll an d, 198 9

S e ht i an d S u r e s h P, hT
o m Ps o n G e r al d L

.

O Pt加 al e o n
otr l ht oe yr { A l l l s et rd aj m: N o川五 H o l lan d

,

19 8 1: 147一 15 1

H ie kS J
.

A r e v is io n o f d e m an d ht e o
.yr L o n d o n : O x fo dr U n iv esr i yt P r。粥

,

1956

A n a ly s i s o f P ir e e D is e ir m in a it o n o f M o n o P o ly G o o d s

X u J i u P in g H u hZ i n e n g

( In s t i t ot e o f l n fo 而 at i o n & eD d s i o n 一
M

a拓 n g
,

5 1山递 n U n ive 污云ty Ch e n朗u 6 】X( 巧5

A b s t r a e t hT is Pap
e r d e a ls w i t h P r i e e d i s e ir m in at i o n fr o m v i e

WP
o i n t s o f m o n o P o l i s t s a n d d i s e u s s e s

t h e i n fl u e n e e s o f q ua l i ty d i s e ir m i n at io n an d P行e e d i s e ir m i n at i o n t o t h e m雌i n a l ut i l i ty a n d s o e i e ty w e l fa re
.

K e y w o r d s Pr i e e d i s e r im i n at io n : q u an t i ty d i s e it m i n at i o n : q u a l ity d is e ir m i n at i o n : m o n o P o ly

g o o d s

·

科研成果介绍
·

微波副载调频 C A I
,

V 实用化光传输系统

主研人员
:

唐明光 邱 昆 王志玉 周 东 周 波 梅克俊 等

微波副载调频 C产J V 实用化光传输系统包括两个光传输系统
: C 波段副载波调频 C A TV 实用化光传输系统和射

频副载波调频 c A I
,

v 实用化光传输系统 (其中包括一个 Z N伪/ s 数字通伺
。

其传输频道为 4( c 波段)l/ 宁 1+l 谢频波段)
,

D G< s oo/, D p < 5
。 ,

具有全汉化双向监控系统
。

该系统主要技术性能为
:

载噪比为 28 dB (C 波段 )2/ .6 s dB (射频波段)
;

传输距离大于 30 km (C 波段)5/ o km (射频

波段 )
。

医学门诊收款系统

主研人员
:

郑永华 霄 炬 陈静华 邹建成 宣 锐

医学门诊收款系统是一种面向医疗卫生系统的实用产品
。

该收款系统采用前后台独立方式
,

数据通过存贮交换

卡进行非实时汇集
,

前后台间互不依赖
。

该系统由三个独立部门构成
,

l) 若干台门诊收款机滋台)
:

2) 若干块存贮

卡(交换 )
;

3) 数据处理计算机及软件 (后台 )
。

系统采用了数据备份
、

信息
、

安全
、

身份验证
、

双循环分时工作
、

掉电保护
、

电压监视等有效技术措施
,

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

信息的安全性和运行效率
。

·

科 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