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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峰需求情形下的产量决策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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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单峰需求情形下最优产量确定的基础上，针对厂商面对多峰不确定情形下的需求情况，研究了多

峰需求情形下最优产量的决策问题，建立了多峰需求情形下最优产量确定的决策模型，得到了多峰需求情形下最

优产量确定的决策方法，这对产品定价特别是电力行业的定价决策具有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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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g on the methods of production determining to the peak-load demand, the paper 

studies the models of production determining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that the manufacture facing with 

uncertain multi-peak-load. The paper establishes the model of production determining under demand with 

multi-peak-load and presents the methods of production determining under demand with multi-peak-load. 

The methods can apply to the production pricing especially to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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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厂商而言，决定产品的最优产量和价格的最重要因素是市场需求，文献[1～4]在给定需求函数的前提

下研究了产品的最优定价问题，而需求不确定情形下产品产量和定价决策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当市场需

求存在一定的概率分布的高峰期和非高峰期。文献[5]给出了厂商面临一个高峰期和非高峰期需求的情形下，

厂商最优产量的决策方法。但没有考虑一般情况下的高峰定价问题，本文将对多峰需求情形下厂商最优产

量的决策问题进行研究。 

1  多峰需求情形下产量决策模型 

1.1  单峰需求情形下产量决策及其结论 

厂商在存在一个高峰期和非高峰期的情形(单峰需求)下进行最优产量决策时，假定市场对某产品的需求

函数为线性函数 bqap −= ，其中 p 为产品价格，q为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量，成本函数 cQC = ，其中Q为

产品产量，C 为产量为Q 时的总成本， c 为产品的边际成本，为固定常数。文献[5]研究了 b 发生变动时的

产品最优产量的决策问题。假设θ 为高峰期需求函数出现的概率，则非高峰期需求函数出现的概率为 θ−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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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高峰期厂商按 qbap hhh −= 进行定价，在需求非高峰期厂商按 qbap lll −= 进行定价(其中 bb hl > )，则

厂商在单峰需求情形下的定价策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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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实际生产该产品Q，制定的销售价格为 p ，这时厂商生产该产品获得的期望利润 ),(̂ pQπ 与产量Q、

高峰期的需求量 qh 、非高峰期的需求量 ql 有关，具体的期望利润为 
cQqqbaqqbaqqQpQ lllhhhlh −−−+−== ))(1()(),,(̂),(̂ θθππ     s.t.    ;h lQ Qq q≤ ≤         (2) 

厂商可以通过选择产量Q取得最大期望利润，由式(2) ),,(̂max qqQ lhπ 。可得到以下结论： 

1) 在单峰需求情形下，必有 l h Qq q≤ ≤ 。 

2) 在单峰需求情形下的最优产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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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多峰需求情形下产量决策模型 

1.1节介绍了单峰需求情形下厂商最优产量的决策问题，但市场的需求往往随着时间而波动，如市场对

电能的需求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期的差异就很大，存在着多个不同的峰值，且每个峰值的出现具有不确定性，

下面研究当市场需求存在多个不确定峰值时的厂商最优产量决策问题。 
在多峰需求情形下，假设市场对某产品的需求函数为线性函数

qbap ii−= ，其中 p 为产品价格，qi 为不同峰值时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量， ib

为各不同峰值需求函数的斜率。假定θ i 为各峰值需求函数出现的概率，其分

布律如表1所示，其中 1=∑θ i ， bbb n>>> L21 ，成本函数为 cQC = 。 

这时，在多峰需求情形下厂商将按照各峰值需求函数 qbap iii −= 进行定

价，则厂商在多峰需求情形下的定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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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实际生产该产品Q单位，制定的销售价格为 p ，由于厂商的定价策略为式(3)，所以这时厂商生产

该产品获得的期望利润 ),(̂ pQπ 与产量Q、各高峰时期 qi 有关，具体的期望利润 

cQqqbaqQpQ
n

i
iiiii −∑ −==

=1
)(),(̂),(̂ θππ       s.t.    (1, )i Q i nq ∈≤ ；               (4) 

厂商可以通过选择产量Q取得最大期望利润，即 ),(̂max qQ iπ ，下面研究模型(4)的求解。 

2  多峰需求情形下产量决策模型求解及结论 

2.1  多峰需求情形下产量决策模型的求解 

由单峰需求分析得到非高峰期的需求量一定不超过高峰期的需求量，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多峰需求情

形下的产量决策问题研究，即 1i iq q+ ≥ 。所以仅讨论以下三种情况： 
1)  1 2 n Qq q q< < <L ≤  

表1  bi 的分布律 

bi 的取值 概率值 

b1 θ1 

b2 θ2 

… … 

bn θ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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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进行最优产量决策时，选择 qQ n= 进行决策。由式(4)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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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5)可得厂商的最优产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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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1 2 n Qq q q< < <L ≤ ，所以： *
1

* qq nn −> ，由式(6)可得限制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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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1nQ q −≤ ，厂商进行最优产量决策时，必然存在 1j jQq q +<≤ ，这时Q 界于两

个峰值高峰需求函数 qbap jjj −= 和 qbap jjj 111 +++ −= 之间，此时选择 qQ j= (其中 nj <<1 )进行决策，这

时 qqqqqq njjj ===<<<< +− LL 1121 。则此时厂商的期望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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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7)可得厂商的最优产量为 















−∈=

∈
∑

−∑
==

=

=

 )1,1(        
2

 ),(        
)(2

*

**

ji
b

a
q

nji
b

ca
qQ

i
i

n

ji
ii

n

ji
i

i

θ

θ

                             (8) 

因为 qqqqqq njjj ===<<<< +− LL 1121 ，所以： *
1

* qq jj −> ，由式(8)可得限制条件为 

a
c

b

bb

j

n

ji
iji

>
∑ −

−

=
−

1

1 )]([θ
                                     (9) 

由于θ i 和bi 均可以从表1中得到，所以可以在计算机上计算得到符合条件的最大的正整数 j 。 
3) 当 nj <<1 都不能满足式 (9)时，取 1=j 时，厂商进行最优产量决策时，选择 qQ 1= ，这时

qqq n=== L21 。则此时厂商的期望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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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10)可得最优产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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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是式(8)的一个特例。 

2.2  多峰需求情形下产量决策的结论 

由式(6)、(8)可得多峰需求情形下的最优产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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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峰需求情形下的一个应用——电力峰值定价法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商品的需求都存在不同的高峰期，如电力，由于电力的消耗有明显的高峰期和非

高峰期，高峰需求定价在电力行业得到普遍应用，现在较典型的为峰谷二段定价法，即把一天中的电力需

求的变化划分为两个时段：高峰期和非高峰期，对于不同时段收取不同的电价。 

但在实际生活中，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用户对电能的需求的变化很大，其需求函数存在着多个不确

定性的峰值，如果仅按照峰谷二段定价法来确定对电力的供应，不能精确反映每天各时段电力负荷，也不

能精确反映供电成本的变化，在此时，供电部门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用户的需求情况实施峰值定价格法，

即对每个不同峰值时期的电力需求确定不同的价格，在峰值定加法的定价策略下，供电部门按照定价策略(3)

来制定价格策略，这时的供电部门的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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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束 语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产品的需求存在不同的高峰期，由于高峰期出现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产品积压现象

屡屡发生。许多研究产品定价的文献都是在产量等于需求量的前提下展开的，本文针对市场需求不同峰值

出现的不确定性情形，研究了多峰需求情形下厂商最优产量的确定问题，提出了最优产量确定的决策方法。

虽然本文是在线性需求函数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但是其决策方法同样实用于非线性需求函数的情况。这

个研究对提高产品定价方法的实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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