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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础设施行业正经历着放松管制引入竞争的改革，但是，市场上局部垄断的现象仍将在较 

长时期内存在．在对价格歧视实行管制的情况下，分析了局部垄断市场上具有相同成本的企业竞争行为 

及市场均衡特性．得到结论是：局部垄断构成了企业进行价格竞争的参与约束．企业局部垄断规模的相 

对大小以及企业变动价格对对手企业作出价格反应的推测信念，对企业竞争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共同决 

定了市场的均衡特性和管制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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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引进竞争的深度和范围有限，因此在基础设 

施行业等领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市场结构现象——局 

部垄断，并且这种现象在较长时期内仍将存在．所谓局 

部垄断，文中指的是企业对某些用户具有垄断力量，可 

以行使垄断权力；而对另一些用户则要展开竞争．换句 

话讲，有些用户对企业具有选择权，另一些则没有．典 

型的例子如本地电话业务；当然，在其它行业也存在局 

部垄断的现象．然而，在局部垄断市场结构下，市场竞 

争呈现出怎样的均衡特性?对效率会造成怎样的损 

害?相应的价格管制政策效应又如何?文献[1—4] 

虽然是研究电信等垄断性行业放松规制、引进竞争的 

典型文献，但并未对局部垄断的市场结构进行分析．文 

献[5]虽然研究了寡头市场的博弈，但也未研究双寡 

头局部垄断现象．总之，从相关文献的检索结果看，对 

局部垄断市场的这些相关问题还未进行过充分而有效 

的分析． 

1 局部垄断市场结构的简单描述 

假设市场上存在 i=1，2两个企业，各自同时又非 

合作的作出决策；存在两类用户：不具选择权的用户和 

有选择权的用户 ，分别记为第一类用户和第二类用户． 

记Ot (0<Ot。<1)为各 自拥有的第一类用户 比例；记 
= 1一Ot 一Ot：，0<卢<1为市场中第二类用户比例．总 

的用户规模标准化为 1．假设零售价格为线性的，对两 

类用户不存在价格歧视，服务或产品为完全同质替代． 

记典型用户的需求函数为 Q(P)，则： 

企业 i的需求函数为： 

Q。(P。， )=(Ot + )Q(Pi)， 

t 8 Pl<Pl 
I， 

其中： =卢。(P。， )={和 P = 【 
PI> 

因此，企业 i的利润函数为：7r。(P ， )=(Oti+卢。) 

[(P 一C)Q(P )]，其中，C为企业不变的边际成本，假 

定两企业相同． 

不妨记7r(P)=(P—C)Q(P)为典型用户的净利 

润，并设 7r‘(P )=0；且当 P<P 时，7r‘(P)>0；当 

P>P 时，7r‘(P)<0；7r‘(·)代表一次导数．因此企 

业 i的利润函数为：7r。(P ，尸J)=(Ot。+ )7r(P )．特别 

的，在独家垄断时，企业利润显然为：7r =( +Ot + 

Ot：)7r(P )，P 为垄断价格． 

2 企业价格竞争行为 

在基础设施行业，由于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实际上 

会受到各种不同政策的管制，因此，企业价格竞争的行 

为也就受到了相应的限制．这里，考虑放松价格管制或 

各种价格管制不起约束的情况．所谓价格管制不起约 

束，或者是由于管制政策执行不力，企业可以变相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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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管制政策的约束；或者是由于竞争的市场均衡价格 

在管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实际上，随着基础设施行业 

的改革与重组，市场上已经形成了多个竞争主体．各个 

竞争主体面临激烈的竞争，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展开 

变相的价格竞争，已是普遍现象．原有管制政策约束的 

有效性大打折扣，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考虑放松价 

格管制或各种价格管制不起约束情形下，分析企业的 

价格竞争行为特性，便具有其相对合理性和现实意义． 

由于企业之间在进行博弈的过程中，一个企业变 

动价格 ，他对对手企业是否会立即作出反应的推测具 

有重要影响，因此，可以分为 3种情形来分析：1)所有 

企业都推测自己变动价格时，对手企业不会作出反应， 

即价格的古诺推测；2)所有企业都推测自己变动价格 

时，对手企业肯定会立即作出反应 ；3)一个企业推测 

自己变动价格时，对手企业不会作出反应 ，而另一企业 

推测肯定会立即作出反应． 

2．1 第一种情形下的企业价格竞争行为分析 

2．1．1 局部垄断构成了企业降价的参与约束 

在局部垄断的市场格局下，由于总有一定比例的 

用户被锁定、不具有选择权，因此，在价格不受到管制 

的情况下，只要企业愿意，便可以对这一部分用户索取 

垄断价格．此时所能实现的利润 7r m = 。7r(P )便成 

为企业 i的保留利润．企业若对所有用户无歧视的索 

取某一价格P 对应的利润则必须满足 7r (P )7r ，此 

时，便构成了企业进行降价的参与约束．当7r (P．)= 

7rⅢIⅡ时，对应着的一个最小的价格 P ，并称其为最小保 

留价格，记为 P “，此即企业 i的最低价格底线，并且 

有 P >c．这样，便可得到企业 i的意愿价格竞争区间 

[P'7 ，P ]．显然，局部垄断的作用在于限定了企业降 

价的参与条件，在不受到约束时，可以使企业至少获得 

超额保留利润．因为，当竞争使得其实际利润低于保留 

利润时，企业便可以行使其垄断力量． 

由于企业 i的利润不仅取决于 P ，而且还取决于 

，因此当企业 获得保留利润时，P。和 P，有 3种可能 

关系或情况：1)P．> ，2)P = ，3)P。< ，分别记其 

对应的保留价格为：P 、P抽 、P “．而当P<P 时，有 

7r(P)>0；显然，企业 i在这三情况所对应的保留价 

格是依次递减的，即P >P2一 >P “．它们构成了企 

业竞争中的三道价格底线，第 3种情况对应的保留价 

格 P～即为最小保留价格．关于第 1种情况，保留价格 

实际上就是垄断价格． 

又由于 越大，企业 i的保留利润 7rⅢln也越大，因 

此，对应的价格底线也越高．所以，若 >oej，则 > 

PⅢ1日， ⋯ > 一；若 =oej，由于对称性，则 P “= 

P “， mi“=P 
． 这说明局部垄断规模大、处于主垄断 

地位的在位企业 ，具有相应高的保留价格和利润，其意 

愿价格竞争区间也相对狭窄．而对于局部垄断规模小 

或新进入企业，则相反． 

2．1．2 均衡价格战略及其分析 

在第一种情形下，将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均衡．当 

Oti≠ 时，企业 的价格将会在区间[P．m ，P ]轮回变 

动，企业_『则在区间[ 一 ，P 一 ]轮回定价；当 

。
=  时，两企业的价格将会在同一区间[PmIn=P．nil“， 

P ]轮回变动． 

1)首先从 P = =P ， ≠ (以下同)，即两个企 

业合谋的情形． 

尽管两个企业合谋可以实现集体利润最大化，但 

企业缺乏合作的激励，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显然， 

P =P，=P ，即垄断合谋并非一种均衡，企业必将展开 

轮番降价 o ． 

2) ≠cei时的均衡分析，不失一般性，令 。> 『． 

由于 >oej，企业 i具有大的保留利润，其意愿价 

格竞争区间相对窄，因此，企业 i更多的进行防守，并 

具有首先妥协的激励．由于 P．m >Pmln，企业 则更多 

具有进攻激励，以打破企业 i的最后防线．尽管企业 i 

具有在第二道防线，和企业．『在较高价格水平，平分市 

场达成妥协的激励，但企业．『只要通过稍微降低价格， 

便可以获取超过与企业 i平分市场时的利润；因此，企 

业 i的第二道价格防线不是一种均衡．企业i的第三道 

价格防线也不是一种均衡．设定两企业轮番降价到了 

这样一种状态，企业．『选定价格 P =P “+ ，此时企业 

i便可以选定 PⅢln以获得更多利润．但是由于 P “> 

Pmln，因此对于企业 仍可以索取一个价格 m 一 来 

夺回失去的市场份额．由于企业 的进一步降价，使得 

企业 i企图通过索取最小保留价格 PmIⅡ，获得保留利 

润 7r “成为不可能．此时企业 i的利润为： ( 一c) 

Q(P．m )<7r．m ．显然，若忽略管制当局及价格刚性等 

约束，企业 i则有把价格重新提高到垄断价格 P 的激 

励．此时，企业．『可以索取价格 PmIn，从而(Pi=P ，P，= 

Pm )会成为一个均衡．这很类似不变的边际成本、边 

际成本不相等且低成本企业的垄断价格高于高成本企 

业的成本时的伯川德(Bertrand)价格竞争情形．但是， 

(P =P ， =Pmln)是短暂的、一个不稳定的均衡．因 

为企业．『会有把价格再次提高到比垄断价格 P 稍微 

低一点的价格 P 一 的积极性，以追求更大的利润． 

于是企业之间将会展开新一轮的价格战．可见，在这种 

情况下，将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均衡．企业 i的价格将会 

在区间[PmIⅡ，P ]轮回变动，企业 则在区间[PmIⅡ一 ， 

http://www.cqvip.com


154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生 

P 一 ]轮回定价．两个企业都将获得超额利润，并且 

垄断份额比较小的企业还会获得超过其保留利润的超 

额利润． 

3)a = 时的均衡分析． 

类似于 a；≠a 时的分析，也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均 

衡．两企业的价格将会在同一区间[P = m ，P ]轮 

回变动． 

因此，在局部垄断市场结构下，尽管产品是完全同 

质的、非合作博弈只进行一次、生产能力也不受限制 

等，也不会实现伯川德(Bertrand)价格竞争均衡．原因 

在于，在伯川德竞争中，存在最后的刚性成本约束，并 

且一旦出价稍微高于竞争对手，则会失去所有顾客．而 

在局部垄断时，刚性成本约束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柔 

性的保留价格参与约束，并且出价高，也不会失去所有 

顾客． 

2．2 第二种情形下的企业价格竞争行为分析 

这里假设放松管制初期或者形成第二种价格推测 

理念时，初始价格水平为 =P。=P 两企业展开非合 

作博弈． 

2．2．1 价格战略分析 

当初始价格水平为 时，每个企业都面临着 3种 

价格策略选择：维持初始价格水平、提高或降低价格水 

平．究竟采用哪一种，取决于不同价格策略下，企业所 

获利润的相互比较，并且还要和企业的保留利润相比 

较．换句话讲，企业将在保留利润的参与约束条件下， 

选择利润最大化的价格策略． 

首先分析企业所面临的参与约束条件．由于所有 

企业都推测，在另一企业的最低保留价格和垄断价格 

区问内，首先降低价格会引起另一企业立即作出反应， 

且这是共同知识，因此，根据上文分析，企业的最低保 

留价格也只能是第二道价格防线水平，即 P 2rain．设 

％≥a 则有 一 > ⋯显然，对应着 P 2min的保留利 

润就构成了企业选择价格策略的约束条件．并且，只有 

局部垄断规模大的企业的约束条件真正起作用． 

至此，根据企业的参与约束条件，便可以排除掉某 

些不合理的价格策略，同时，也就能够确定相对合理的 

价格策略． 

1)当P ≥尸0≥ “时，企业 i肯定不会首先降低 

价格，因为他推测另一企业会立即作出反应，这样两个 

企业利润都将减少．因此企业 i就只需要在维持初始 

价格水平和提高价格水平之间进行比较． 

企业 i若提高价格，另一企业可能会跟着提高到 

同一价格水平，也可能不跟着提高到同一价格水平．若 

另一企业会跟着提高到同一价格水平，企业 i肯定会 

把价格提高到垄断价格水平 ，此时利润最大，为( + 

／3／2)7r(P )；若另一企业不会跟着提高到相同的价格 

水平 ，企业 i也会把价格首先提高到垄断价格水平，只 

有这样才能获得保留利润 a 7r(P )．因此企业 i若决 

定首先提高价格，不论另一企业是否跟随，都肯定会提 

高到垄断价格水平．至于，另一企业 是否会跟随着提 

高到垄断价格水平，需要进行比较．显然，当企业 跟 

着提高到垄断价格水平时，其利润必然为(a，+／3／2) 

7r(P )；当企业J．不跟着提高到同一价格水平时，此 

时，有两个不同性质的价格水平选择，分别位于两个区 

间：[ ， ]和[P mj“，P ]．若企业_『选择了一个价 

格 P位于第一个区间，他会合理预测企业 i将再次把 

价格降低到 P，其利润为(a，+／3／2)7r(P)．由于 P< 

P ，故利润也就小于跟随着提高到垄断价格水平时的 

利润．因此，企业 不会选择位于第一个区间内的价 

格；若企业 选择了一个价格 P位于第二个区间，他会 

合理预测企业 i不会再次把价格降低到 P，此时，他将 

尽可能使得价格 P接近 P “，即 P= ～ 一 ， 为一 

很小的值．由于 很小，故可以把对应着 ⋯ 一 的 

企业 的利润近似等价为(a +卢)7r( ～)．通过这样 

近似的处理，企业 是否会跟随着提高到垄断价格水 

平，就只需比较(a，+／3／2)7r(P )和(a 卢)7r( ⋯) 

的大小．需要说明的是，作这样近似的处理，主要是便 

于比较准确的定量描述，但并不会显著影响结论，尤其 

不会影响结论的定性性质，以下同． 

企业 i若维持初始价格水平，另一企业 有3种选 

择：1)若也维持初始价格水平，利润为(a +／3／2) 

7r( )；2)若企业 首先提高价格，企业 i肯定也会跟 

着提高价格，并且为最终垄断价格，利润分别为(a + 

W2)7r(P )和(a +／3／2)7r(P )；3)若企业 首先降低 

价格，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 P接近 一，其利润也近 

似为(a，+卢)7r( 一)，企业 i也只能索取垄断价格以 

获得保留利润 7r(P )．道理同上．显然，企业 i若最 

初决定维持初始价格水平，企业 则不会选择也维持 

初始价格水平，并将在 P 和 “之间进行比较．受此 

影响，企业 i肯定会选择垄断价格水平，而不会维持初 

始价格． 

2)当 ⋯ > 时，企业 不会维持初始价格水 

平、也不会降低价格水平，因为这只会使其利润低于其 

保留利润．因此，把价格提高到 P ～之上就是企业 i的 

最优选择，并且道理同上，企业 i会把价格首先提高到 

垄断价格水平．对于另一企业 ，也同样要在 P 和 mm 

之间进行比较． 

因此，两企业的价格战略为：(P =P ，P = )、 

(P =P ，P2一一17"=P，)，对应的利润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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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r(P )，(a，+卢)7r(P ))、(ai 7r(P )，( +卢) 

7r( 一 一 ))． 

2．2．2 均衡价格战略及其分析 

上面，分析了两企业的价格战略，现在问题是：究 

竟在何种条件下，哪一种价格战略会成为均衡战略?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需要比较 7r ( ～ 一 )：(a 卢) 

7r(P ““)和 7r，(P )=(a，+卢)7r(P )． 

均衡价格战略：不妨设 a ≥a，，对于任意的初始价 

格水平，若 a 一a，> 2，则(P =P ，P2m 一 =尸，)是 

唯一均衡， 为一很小的值；若 。一 ，<卢／2，则(P = 

P ，P = )是唯一均衡． 

证明：由于 很小，故(a )7r( ““一 ))近似 

等价为( + )7r( 一)； 

又由于企业 的保留利润为：a。7r(P )：(a。+ 

2)仃( )． 

由此，可得出：7r(P )=(a + )7r( 一)／a ． 

把该式代入 7r (P )=(a，+ 2)7r(P )，于是有： 

7r，(P )=(af+]3／2)(a +]3／2)7r( “)／a。． 

令 7r，( Ⅲm)=7r (P )，经化简，可得：( ) 

( 一 一卢／2)=O． 

由于0<卢<1，所以，当a。一a，>,8／2，有 ( ～) 

>rq(P )，则 (P =P ， “一 =尸，)是唯一均衡战 

略；当a。一af< ，有 7rf( “)<7r，(P )，则(P = 

P ，P =尸 )是唯一均衡战略． 

证毕． 

通过以上的均衡价格战略，可以看出，初始价格水 

平对均衡及其结果没有影响．有重要影响的是：当市场 

中的企业都形成了对手企业会立即作出价格反应的推 

测信念时，企业之间局部垄断规模的相对大小及市场 

中竞争性用户的规模大小．不论如何，局部垄断规模大 

的企业(或在位的主垄断企业)都将选择垄断高价．当 

两个企业局部垄断规模差距过大，局部垄断规模小的 

企业(或新进入者)会选择不诱致局部垄断规模大的 

企业(或在位的主垄断企业)再次降低价格的新最高 

价格水平．反之，他会选择垄断默契合谋价格． 

2．3 第三种情形下的企业价格竞争行为分析 

该种情形下的分析相对简单，不妨仍然记 a ≥a，． 

1)首先变动价格时，企业 i推测对方不会作出反 

应、企业 推测对方会迅速作出反应．此时的唯一纳什 

均衡战略为：(Pi=P ，尸，=尸 )．这是显然的．在第一 

种情形下，由于所有企业都推测对方不会作出反应，因 

此，当两企业价格都降低为 尸 时，企业 i会把价格提 

高到垄断价格，而企业 也会跟着把价格提高到略微 

低于垄断价格的价格．但是，一旦企业 推测对方会迅 

速作出反应，他就不会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肯定会造 

成利润的减少．故 尸，=尸 是企业 的最佳选择，此时 

企业 i也无改变价格的积极性． 

2)首先变动价格时，企业 推测对方不会作出反 

应、企业 i推测对方会迅速作出反应．这种情形完全和 

第一种情形下的相同． 

3 竞争性用户特性与企业长期相互作用 

相对于第一类用户，第二类用户具有选择的权利， 

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属于竞争性用户．根据其选择权 

利的不同，又可以区分为：一次性选择权用户和永久性 

选择权用户．所谓一次性选择权用户指用户最初可以 

自由选择要购买哪个企业服务或加入哪个企业的网 

络，但是，一旦购买或加入，则被锁定，不再具有再次选 

择的权利；而永久性选择权用户则不会被锁定，始终具 

有再次选择的权利．在单一时期的静态分析中，这种选 

择权利的不同没有影响．但是，在企业之间长期动态的 

相互作用中，它对企业行为和结果的影响却是不可忽 

略的． 

第二类用户全部为永久性选择权用户的情况．由 

于该类用户不会被锁定，因此在对价格变动会作出迅 

速反应的市场里，对企业而言，不具有长远利益的战略 

性意义．这样，企业价格竞争行为的静态分析及其结 

果，可以合理而容易地扩展到企业长期相互作用的动 

态分析中． 

第二类用户中存在着永久性选择权用户的情况． 

分两种：全部为一次性选择权用户；部分为一次性选择 

权、部分为永久性选择权用户．由于企业增加一次性选 

择权用户会增加其局部垄断规模，从而增加其垄断力 

量和保留利润，因此，企业存在着争夺一次性选择权用 

户的更强激励．甚至不惜牺牲近期利益以达到长远利 

益的目的．目前，我国电信市场的竞争就很鲜明的具有 

这样的现实特征．由于这些都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分析， 

限与篇幅，将另文专门探讨． 

4 价格管制政策效果分析 

在局部垄断的市场中，局部垄断损害了效率，因 

此，除了尽快破除局部垄断，进一步促进竞争外，还必 

需采取适度的管制政策．基于此，就有必要对价格管制 

政策在局部垄断市场中的效果作一分析．这里将着重 

分析使企业具有定价灵活性的价格上限管制的效果． 

在价格上限管制下，企业面临着上限价格的约束， 

正如在价格不受管制时，企业面临着垄断价格的约束 
一 样．因此，上限价格和垄断价格对企业具有类似的影 

响．区别只在于：两者会使得局部垄断中的企业所能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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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保留利润不同，从而决定了保留价格的不同，决定 

了企业意愿价格竞争区间不同．除非上限价格就等于 

企业的成本，否则，只需要用价格上限管制下的“上限 

价格及其对应的保留价格”代替不受管制时的“垄断 

价格及相应保留价格”，便可以作出类似 的分析和 

结论． 

5 结 论 

笔者对某些基础设施行业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独特 

的市场结构——局部垄断结构现象作了分析，并且着 

重分析的是：企业在价格歧视受到管制，争夺具有永久 

性选择权用户时，企业所具有的行为特性、价格竞争的 

均衡特性及相应的价格管制政策效应．得到的结论是： 

局部垄断构成了企业进行价格竞争的参与约束．企业 

局部垄断规模的相对大小以及企业变动价格时对对手 

企业作出价格反应的推测信念，对企业竞争行为具有 

重要影响，共同决定了市场的均衡特性和管制政策效 

果．局部垄断的存在损害了市场绩效，改革的进一步方 

向是破除局部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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