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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多样性与企业区位选择

张剑虎
"

李长英!

摘
"

要
"

在一个 (线性城市)市场中有两个企业#每个企业生

产两种产品#且每个企业在其中一种产品上具有垄断力量#而在另

外一种产品上与其他企业竞争$本文讨论这个市场上企业的最优选

址问题#研究表明#企业选址与垄断类消费者和竞争类消费者的比

例有关$当垄断类消费者的比例足够大时#企业选择集聚&当竞争

类消费者的比例足够小时#企业选择尽可能远离对方&当二者数量

相差不大时#企业将选择中间状态$与社会最优选址相比#两个企

业之间的距离既可能过远也可能过近$

""

关键词
"

多产品#企业选址#企业聚集

一!引
""

言

目前#产品多样化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经济现象$例如#海尔集团公司同

时生产多种产品#诸如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机*手机以及厨房用品#

等等&长虹集团公司也同时生产电视机*

C7C

*微波炉等产品$当某个企业

生产多种产品时#其每种产品的竞争力 !或垄断程度"往往不同$也就是说#

某个企业对于某些产品可能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产品却

可能竞争优势并不明显$比如#微软公司在计算机操作系统领域具有超强的

竞争力#

hD

和
7)?3+

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E

%

#但其在搜索引擎*数据库等

领域的竞争力就较弱$

虽然一个企业的所有的产品未必都具有竞争优势#但是由于存在运输成

本及消费者偏好差异#所以企业可以通过精选地理位置或优化产品定位来扬

长避短#从而缓解市场竞争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首先#正确的企业选址是

许多企业成功的关键$例如#快餐巨头麦当劳*肯德基因其精于选址而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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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餐业榜首#

#娱乐巨头迪士尼也因其独特的选址策略而一直受到媒体的追

捧;

#美国克罗格 !

c2.

I

42

"公司为新店面开设制定了严格的选址策略$

"其

次#准确的产品定位也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例如#江中健胃消食片因为定

位于 (日常助消化用药)#避开了与强劲竞争对手吗丁啉的正面竞争#从而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

&相反#曾在北京风靡一时的心想饮料因为产品定位失误而

昙花一现$

=

#

&

鉴于多产品企业的普遍性和企业选址问题的重要性#本文旨在研究以下

问题%如果企业生产多种产品#并且在部分产品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在

另外一些产品上竞争优势并不明显#那么企业应该如何选址2 为了分析这个

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经济学模型#其中两个企业分别生产两种产品#每个

企业对一种产品构成垄断#对另外一种产品相互进行价格竞争A

#我们研究了

企业的选址问题$分析表明%当垄断类产品的消费者比较多时#企业会选择

集聚&当竞争类产品的消费者比较多时#企业会选择尽可能地远离对方&当

二者数量相差不大时#企业会选择中间位置$与社会最优选址相比#均衡选

址既可能较远#也可能较近#或者与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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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这里主要强调了选址的重要性#但实际上这些企业都生产多种产品#比如江中健胃消食片的

生产者同时生产复方草珊瑚含片*江中亮嗓*可纯咀嚼片*初元复合氨基酸营养液等&而美国克罗格公司

主要在美国经营零售业#也是多产品销售企业$因此#这些企业的选址策略实际上也考虑了多产品因素

的影响$

A 这里的假设主要是为了反映企业对于不同的产品其竞争优势不同$

自从
N.3455)*

I

!

%!#!

"在其经典论文中证明了企业的集聚现象之后#很

多学者开始从各个角度来验证该结论的正确性$第一类研究倾向于否定
N.>

3455)*

I

!

%!#!

"的结论$在价格竞争条件下#

CdO?

R

24/.*3'&()8

!

%!&!

"指出

企业不可能出现集聚&

94V4*

!

%!A<

"甚至发现企业将尽可能远离对方$但

是#第二类研究倾向于肯定
N.3455)*

I

!

%!#!

"的结论 !

N+/)53.*'&()8%!A!

&

O*M42?.*+*M94V4*

#

%!!%

&

H2/4*+*Mb()??4

#

%!!A

"$第三类研究表明#企

业的均衡选址不确定$比如#

,-.*./)M4?

!

%!A=

"认为#均衡选址依赖于运

输成本函数的凸性#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集聚与远离之间的各种位置都可

能是均衡的$

U+)+*MD4*

I

!

%!!!

"指出#当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企业位置

有关时#企业集聚与远离之间的各种状态都可能出现$基于一个双边垄断模

型#

\24PP4+*MS32+1/4

!

#$$"

"认为#均衡选址与上下游企业讨价还价的能

力有关$考虑到企业边际成本的不确定性#

U+3?1?()/++*M U+3?1/12+

!

#$$<

"指出#如果不确定性很大#那么企业会集聚&如果不确定性较小#那

么企业会远离对方$

Q)

!

#$$=

"分析了混合寡头条件下多商店企业的选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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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他发现企业既可能会集聚也可能会远离$

Q)+*

I

+*MU+)

!

#$$=

"讨论了

存在着纵向转包合同 !

V423)-+5?1Y-.*32+-3)*

I

"时企业的选址问题#结果发

现#当所转包的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单位运输成本相差很大时#企业会出

现聚集#反之#企业会相互远离$虽然上述研究颇有价值#但是它们都没有

分析产品的多样性问题#本文的研究正是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

! 尽管
\2+)M

!

#$$A

"讨论过该问题#但是其研究假设企业能够进行完全价格歧视#然而#这种假设并不

现实$

%$ 实际上
N

+

;&

即可$

%%

\2+)M

!

%!!!

#

#$$=

#

#$$A

"采用了类似的假设$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了模型的基本框架$第三部分讨论

了社会最优选址问题$第四部分求解模型的均衡结果#并与社会最优选址进

行比较$最后一部分是结束语$

二!模
""

型

在一个长度为
%

的线性城市上 !

N.3455)*

I

#

%!#!

&

CdO?

R

24/.*3'&()8

#

%!&!

"#存在着两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分别记为企业
%

和企业
#

$企业
*

的位置是
A*

-

0

$

#

%

1!

*K%

#

#

"#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
A%

.

A#

$消费者均匀地

分布在城市所处的区间内#假设每个消费者只购买一件商品#并且从中获得

的总效用为
N

#为保证每个消费者都购买商品#我们假设
N

足够大$

%$这样#

不管企业如何选址#整个市场都会被覆盖#即每个消费者均购买商品$对于

一个位于
=

-

0

$

#

%

1的消费者#其从企业
*

购买商品时的交通成本为
&

!

=J

A*

"

#

$交通成本函数采用二次函数形式#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均衡的存在性

!

CdO?

R

24/.*3'&()8

#

%!&!

&

,-.*./)M4?

#

%!A=

"&另一方面#如果把交通成

本理解为消费者因没有购买到自己合意的产品而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损失

的幅度应该随着产品差异化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二次成本函数就是一个合理

的假设 !

94V4*

#

%!A<

"$

为了分析本文的问题#我们做如下假设%%

%

假设
"

对于线性城市上的任何一点
=

-

0

$

#

%

1#有比例为
Q

+

$

的消费者从

两个企业之一购买产品#有比例为
+

+

$

的消费者只从企业
%

购买产品#也有

比例为
+

的消费者只从企业
#

购买产品#这些比例为
+

的消费者也可看做是两

个企业的忠实消费者#并且
QF#+K%

$

上述假设可以这样来解释%企业
%

和
#

在生产一种同质产品的同时#也

各自生产一种异质产品#对于同质产品#消费者可以从任何一个企业购买#

但对于异质产品#他们只能到其中一个企业去购买$因此对于比例为
Q

的消

费者#两个企业具有竞争关系#而对于另外一部分消费者#两个企业分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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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垄断力量$

本文的博弈顺序如下%在第一阶段#两个企业分别选择自己的位置&在

第二阶段#两个企业进行价格竞争$我们采用倒推法求解模型的均衡$为了

简化分析#我们假设两个企业生产每种产品的边际成本均为常数且都被假定

为零$对于垄断类产品的情形#我们首先给出如下引理%

引理
B

"

当企业
*K

6

%

#

#

7选址
A*

时#其对垄断类产品的定价为
B*

KNJ&

.

/+_

6!

%J

A*

"

#

#

A

#

*

7$

证明
"

见附录
%

$

引理
%

说明#对于垄断类产品#当企业不能够进行价格歧视时#产品价

格应该等于距离企业最远的消费者的保留价格$下面我们来解释其经济学含

义$显然#市场价格和需求共同影响企业从此类产品获得的利润$当企业选

择较高的产品价格时#只有距离较近的消费者才会购买产品#因此总需求较

小&当企业选择较低的产品价格时#距离企业最远的消费者也会购买产品#

因此总需求较大$企业的目的就是要选择适当的价格以平衡二者之间的冲突#

并达到利润最大化$但是当消费者从产品中获得的总效用足够大时#即使是

距离企业最远的消费者其保留价格也非常高#也就是说#企业可以从中获得

更多的利润#此时#市场价格应该等于最远处消费者的保留价格$

三!社会最优选址

作为比较的基准#我们首先讨论社会最优选址问题$由于整个市场被覆

盖#且消费者需求无弹性#所以社会福利最大化就相当于社会总成本最小化$

对于给定的企业选址
A%

和
A#

#有比例为
+

的消费者只从企业
%

购买产品#其

总的交通成本为

+

'

%

$

&

!

A

$

A%

"

#

M

A

#

同样对于只从企业
#

购买产品的消费者#其总的交通成本为

+

'

%

$

&

!

A

$

A#

"

#

M

A

#

然而#对于剩下的一部分消费者#他们从距离自己最近的企业购买产品#其

总的交通成本为

Q

'

A

%

,A

#

#

$

&

!

A

$

A%

"

#

M

A

,

'

%

A

%

,A

#

#

&

!

A

$

A#

"

#

M

" #

A

8

这样社会总的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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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

'

%

$

&

!

A

$

A%

"

#

M

A

,

+

'

%

$

&

!

A

$

A#

"

#

M

A

,

"

Q

'

A

%

,A

#

#

$

&

!

A

$

A%

"

#

M

A

,

'

%

A

%

,A

#

#

&

!

A

$

A#

"

#

M

#

A

8

一阶条件为

-

T

-

A%

!

&

"

0

+

!

A

A%

$

"

"

,

Q

!

;

A%

$

A#

"!

A%

,

A#

"1

!

$

#

-

T

-

A#

!

&

"

0

+

!

A

A#

$

"

"

,

Q

!

#

,

A%

$

;

A#

"!

A%

,

A#

$

#

"1

!

$8

容易求得

A%

!

Q

,

"+

"

!

Q

,

#+

"

-

%

"

#

" #

%

#

#

"

A#

!

;Q

,

"+

"Q

,

A+

-

%

#

#

" #

;

"

8

不难验证二阶条件成立$

命题
B

"

如果每个企业生产两种产品#并且只对一种产品具有垄断力量#

而对另外一种产品相互竞争#那么社会最优选址为
A

;

%

K

QF"+

"

!

QF#+

"

-

%

"

#

" #

%

#

和

A

;

#

K

;QF"+

"

!

QF#+

"

-

%

#

#

" #

;

"

$

我们解释命题
%

的经济学含义$对于比例为
Q

的消费者#他们对于两个

企业的产品没有太大的偏好差异#因此他们会选择到距离自己最近的企业购

买产品#这样为达到总成本最小化#两个企业的社会最优选址应该为%

"

和;

"

$

对于比例为
#+

的消费者#由于他们只能从其偏好的企业那里购买产品#因此

为最小化这一部分消费者的运输成本#社会最优的企业选址应该是市场的中

点$这样#对于两类不同的消费者而言#企业的社会最优选址显然不同#因

此#社会最优的企业选址应该平衡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性$也就是说#社会最

优的企业选址应该满足
A

;

%

-

%

"

#

" #

%

#

和
A

;

#

-

%

#

#

" #

;

"

$实际上#当
QK%

和
+K

$

时#两个企业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社会最优选址变为 %

"

#

$ %

;

"

&当
QK$

和
+K

%

#

时#两个企业生产完全不同的产品#且对各自的产品形成了垄断#社

会最优选址则为 %

#

#

$ %

%

#

&然而#当
Q

#

$

和
+

#

$

时#企业同时生产两种产

品#一种是同质产品#另外一种是异质产品#此时社会最优的选址应该介于

上述两种情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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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均 衡 结 果

上面我们讨论了社会最优选址问题#这一部分我们讨论模型的均衡结果$

!一"价格竞争

在第二阶段#给定企业的位置#两个企业进行价格竞争$我们首先讨论

企业的利润构成#企业的利润来源于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来自于自己的忠实

消费者 !比例为
+

"&第二部分来自于自己的竞争性消费者 !比例为
Q

"$由引

理
%

可知#两个企业来自于其忠实消费者的利润分别是

(

%%

!

+

0

N

$

&

.

/+_

6!

%

$

A%

"

#

#

A

#

%

71#

(

#%

!

+

0

N

$

&

.

/+_

6!

%

$

A#

"

#

#

A

#

#

71

8

然而#对于比例为
Q

的竞争性消费者#容易解得边际消费者所处的位置为

=

!

A%

,

A#

#

,

!

B#

$

B%

"

#&

!

A#

$

A%

"

8

!

%

"

因此对于同质产品#两个企业的需求函数分别为

C

%

!

/)*

6

/+_

!

$

#

=

"#

%

7# !

#

"

C

#

!

%

$

/)*

6

/+_

!

$

#

=

"#

%

7

8

!

;

"

这样#来自于竞争性消费者的利润函数为

(

%#

!

Q

B%

C

%

#

"(

##

!

Q

B#

C

#

8

!

"

"

""

引理
C

"

给定企业的选址#对于竞争类消费者#均衡市场价格和企业所获

得的利润分别为

B%

!

&

!

A

#

#

,

#

A#

$

#

A%

$

A

#

%

"

;

#

"

B#

!

&

!

A

#

%

$

"

A%

,

"

A#

$

A

#

#

"

;

& !

<

"

(

%#

!

Q

&

!

A#

$

A%

"!

A%

,

A#

,

#

"

#

%A

#

"(

##

!

Q

&

!

A#

$

A%

"!

A%

,

A#

$

"

"

#

%A

8

!

=

"

""

证明
"

见附录
#

$

于是#当企业选址给定时#两个企业的总利润分别为

(

%

!

A%

#

A#

"

!(

%%

,(

%#

!

+

0

N

$

&

.

/+_

6!

%

$

A%

"

#

#

A

#

%

71

",

Q

&

!

A#

$

A%

"!

A%

,

A#

,

#

"

#

%A

# !

&

"

(

#

!

A%

#

A#

"

!(

#%

,(

##

!

+

0

N

$

&

.

/+_

6!

%

$

A#

"

#

#

A

#

#

71

",

Q

&

!

A#

$

A%

"!

A%

,

A#

$

"

"

#

%A

8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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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址竞争

在这一阶段#企业
*

在充分考虑选址对于随后价格竞争影响的情况下#选

择自己的最优位置
A*

#

*K%

#

#

$对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C

"

如果企业生产两种产品#并且对其中一种产品形成垄断#对另外

一种产品相互竞争#那么有

!

%

"当
%#+

.

Q

.

%

时#企业的均衡选址为
A

+

%

K$

和
A

+

#

K%

&

!

#

"当
#+

%

Q

%

%#+

时#企业的位置为
A

+

%

K

%#+JQ

"

!

QF;+

"

-

$

#

" #

%

#

和
A

+

#

K

<Q

"

!

QF;+

"

-

%

#

#

" #

%

&

!

;

"当
$

.

Q

.

#+

时#企业的最优选址为
A

+

%

K

%

#

和
A

+

#

K

%

#

$

证明
"

见附录
;

$

可见#随着参数取值范围的变化#不同的均衡选址策略都会出现#这和

\2+)M

!

#$$A

"的结论迥然不同$在假设企业可以进行完全价格歧视的条件下#

\2+)M

!

#$$A

"发现#企业的均衡选址始终与社会最优选址相同&然而#我们

的研究表明#如果企业不能够进行价格歧视#那么企业的均衡选址与社会最

优选址却会不同$

下面我们来解释命题
#

的经济学含义$为此#我们分析两类消费者对于

企业选址动机的影响$首先#考虑企业忠实消费者的影响$由引理
%

*

#

可

知#因为消费者从产品中所获得的剩余足够大#所以企业将选择价格等于边

界消费者 !距离企业最远的消费者"的保留价格#并覆盖整个市场#因此选

择市场中点时企业利润最大#我们称这部分消费者对企业选址动机的影响为

垄断效应$其次#考虑企业竞争性消费者的影响$因为两个企业对于此类消

费者具有竞争关系#所以每个企业可以通过降低价格来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此时有两个因素影响着企业的位置选择#即竞争效应和市场份额效应%一方

面企业有动机向市场边界移动#以远离对方#从而缓解市场竞争&另一方面

企业也有动机向市场中间移动#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当交通成本函数为

二次函数时#竞争效应强于市场份额效应 !

CdO?

R

24/.*3'&()8

#

%!&!

&

94V4*

#

%!A<

"#企业将选择远离对方的策略#因此我们称这部分消费者对企

业选址动机的影响为分离效应$于是#企业的均衡选址由垄断效应和分离效

应共同决定#当竞争类消费者数量较多时#分离效应要强于垄断效应#企业

将选择远离对方的位置&然而#当忠实消费者数量较多时#垄断效应要强于

分离效应#企业将选择位于市场中点&当两类消费者数量相差不是很大时#

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将促使企业选择市场的中间位置$

比较命题
%

和命题
#

#我们可以得到企业均衡位置和社会最优位置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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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命题
D

"

!

%

"当Q

+

%

%

"

!槡%$<F;

"

9

;8;%#

时#相对于社会最优位置而

言#均衡位置相距较近&

!

#

"当Q

+

K

%

"

!槡%$<F;

"时#企业的均衡位置与社会最优位置重合&

!

;

"当Q

+

#

%

"

!槡%$<F;

"时#相对于社会最优位置而言#企业的均衡位置

相距较远$

证明
"

见附录
"

$

可见#随着参数取值范围的变化#相对于社会最优选址来说#企业的最

优位置既可能较近也可能较远#还可能重合$为了解释命题
;

的经济学含义#

我们考虑三种情况%第一#如果相对于忠实消费者的人数而言#竞争类消费

者的人数很少#那么社会最优的企业位置应该是适度分离#这样虽然会增加

忠实消费者的交通成本#但是却会节省竞争类消费者的交通成本#从而最小

化社会总成本$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因为竞争类消费者的人数很少#其主

要利润来自于忠实类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所以企业没有动机选择分离&相反#

企业将会集聚在一起$因此#相对于社会最优选址来说#企业之间相距更近$

第二#如果竞争类消费者的人数较多#那么该类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于企业

的利润构成影响很大#此时为了缓和市场竞争并兼顾忠实类消费者的反应#

企业会适当远离对方#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命题
;

中的情况
#

"#企业的选址

与社会最优选址恰好相同$第三#如果竞争类消费者的人数很多且忠实类消

费者的人数很少#那么社会最优的企业位置接近 %

"

#

$ %

;

"

#但是由于企业缓和

竞争的动力很强#所以企业的最优位置靠近!

$

#

%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市场

上只有竞争类消费者!

Q

#

$

和
+K$

"#那么企业将选择尽可能地远离对方#即

A%

K$

和
A#

K%

&然而#社会最优选址为
A%

K

%

"

和
A#

K

;

"

$因此相对于社会最

优位置而言#企业的均衡位置相距较远$

五!结
"

束
"

语

本文主要讨论了产品多样化对企业位置选择的影响$为此#我们假设市

场上存在着两个企业#每个企业可以生产两种产品#并且每个企业对其中一

种产品构成垄断#对另外一种产品相互竞争#我们讨论了企业的均衡选址和

社会的最优选址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当垄断类 !或忠实类"消费者比例很

高时#企业会选择集聚策略&当竞争类消费者比例很高时#企业会选择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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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对方的策略&当二者数量相差不是很大时#企业会选择中间状态&与社

会最优选址相比#企业的均衡选址既可能较远也可能较近#还可能重合$

虽然本文讨论的是产品多样性对于企业位置选择的影响#但是#我们的

结论也适用于其他方面的解释$比如#我们可以假设两个企业分别生产一种

产品#但是这两种产品不可以完全替代#此时如果一部分消费者各自对其中

一种产品情有独钟#而另外一部分消费者对两种产品没有太大偏好#那么本

文的分析就完全适用于这两个企业的位置选择问题$

附录
%

"

引理
%

的证明

情形
B

"

A*

.

%

#

$首先我们给出企业
*

的需求曲线

C

!

B*

"

!

$

#

B*

#

N

#

#

N

$

B*

槡&

#

N

$

&

A

#

*

%

B*

.

N

#

A*

,

N

$

B*

槡&

#

N

$

&

!

%

$

A*

"

#

%

B*

.

N

$

&

A

#

*

#

%

#

B*

.

N

$

&

!

%

$

A*

"

#

@

A

B

%

利润函数为

(

!

B*

"

!

B*

C

!

B*

"

8

显然#利润函数是
B*

的连续函数$

!

%

"当
NJ&

A

#

*

%

B*

.

N

时#

-(

-

B*

!

#N

$

;

B*

&

!

N

$

B*槡 "

#

因为
#NJ;

B*

.

#NJ;

B*

4

B

*

KNJ&

A

#

*

K;&

A

#

*

JN

.

;&J"N

"

.

$

#所以-(

-

B*

.

$

$因此#在此区间内

利润函数是
B*

的单调递减函数$

!

#

"当
NJ&

!

%J

A*

"

#

%

B*

.

NJ&

A

#

*

时#我们有

-(

-

B*

!

#N

$

;

B*

,

#

A*

&

!

N

$

B*槡 "

# &

!

N

$

B*槡 "

8

因为

#N

$

;

B*

,

#

A*

&

!

N

$

B*槡 "

.

#N

$

;

B*

,

#

A*

&

!

N

$

B*槡 "

e

B

*

!

N

$

&

!

%

$A

*

"

#

!

&

!

%

$

A*

"!

;

$

A*

"

$

N

.

;&

$

N

.

$

#

所以-(

-

B*

.

$

#在此区间内利润函数也是
B*

的单调递减函数$

综合!

%

"*!

#

"可知#当
B*

#

NJ&

!

%J

A*

"

# 时#利润函数是
B*

的单调递减函数$而当

B*

.

NJ&

!

%J

A*

"

# 时#

(

K

B*

#利润函数是
B*

的单调递增函数$因此#为最大化企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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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

将定价
B*

KNJ&

!

%J

A*

"

#

$

情形
C

"

A*

+

%

#

$与情形
%

的证明类似#我们可以得到
B*

KNJ&

A

#

*

$

综上所述#我们有
B*

KNJ&

.

/+_

6!

%J

A*

"

#

#

A

#

*

7$

附录
#

"

引理
#

的证明

由!

%

"*!

#

"*!

;

"式可得企业
%

的需求函数为

!

%

"当
B%

J

B#

#

&

!

A#

J

A%

"!

A%

F

A#

"时#

C

%

K$

&

!

#

"当
&

!

A%

J

A#

"!

#J

A%

J

A#

"

.

B%

J

B#

.

&

!

A#

J

A%

"!

A%

F

A#

"时#

C

%

K

A%

F

A#

#

F

!

B#

J

B%

"

#&

!

A#

J

A%

"

&

!

;

"当
B%

J

B#

%

&

!

A%

J

A#

"!

#J

A%

J

A#

"时#

C

%

K%

$

企业
#

的需求函数为
C

#

K%JC

%

$显然#均衡市场价格!

B%

#

B#

"一定满足

&

!

A%

$

A#

"!

#

$

A%

$

A#

"

.

B%

$

B#

.

&

!

A#

$

A%

"!

A%

,

A#

"#

否则将有一个企业 !价格高的企业"利润为零#但是#它完全可以通过收取比对方企业稍

微低的价格而获得正的利润#因此这和均衡价格矛盾$于是我们构造如下
Q+

I

2+*

I

)+*

函数

#

!

Q

B%

C

%

,#

%

0

B%

$

B#

$

&

!

A%

$

A#

"!

#

$

A%

$

A#

"1

,#

#

0

&

!

A#

$

A%

"!

A%

,

A#

"

$

B%

,

B#

& '

1

# !

O%

"

对 !

O%

"式分别求关于
B%

*

#

%

*

#

#

的导数得到#

#

B%

$

B#

,

&

A

#

%

$

&

A

#

#

#&

A%

$

#&

A#

,#

%

$#

#

!

$

# !

O#

"

B%

$

B#

$

&

!

A%

$

A#

"!

#

$

A%

$

A#

"

!

$

# !

O;

"

&

!

A#

$

A%

"!

A%

,

A#

"

$

B%

,

B#

!

$

# !

O"

"

容易看出约束条件 !

O;

"*!

O"

"式不可能同时满足#因此有三种情形需要讨论$

情形
B

"

B%

J

B#

J&

!

A%

J

A#

"!

#J

A%

J

A#

"

K$

并且
&

!

A#

J

A%

"!

A%

F

A#

"

J

B%

F

B#

#

$

#此

时必然有
#

%

+

$

和
#

#

K$

$由 !

O#

"式得到

#

%

!

%

#

A%

,

A#

$

"

,

B#

&

!

A#

$

A%

" #

"

+

$

#

即
B#

+

&

!

A%

J

A#

"!

A%

F

A#

J"

"$

情形
C

"

B%

J

B#

J&

!

A%

J

A#

"!

#J

A%

J

A#

"

#

$

并且
B%

K&

!

A#

J

A%

"!

A%

F

A#

"

F

B#

#此时

必然有
#

%

K$

和
#

#

+

$

$由 !

O#

"式得到

#

#

!

B#

,

;&

A

#

%

$

;&

A

#

#

#&

A%

$

#&

A#

%

$

#

因此这种情形排除$

情形
D

"

B%

J

B#

J&

!

A%

J

A#

"!

#J

A%

J

A#

"

#

$

且
&

!

A#

J

A%

"!

A%

F

A#

"

J

B%

F

B#

#

$

#此时

必然有
#

%

K$

和
#

#

K$

$由 !

O#

"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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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

#

0

B#

,

&

!

A

#

#

$

A

#

%

"1#

此时要求
$

.

B#

%

&

!

A%

J

A#

"!

A%

F

A#

J"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企业
%

的反应函数为

3

!

B#

"

!

B#

$

&

!

A#

$

A%

"!

#

$

A#

$

A%

"#

B#

+

&

!

A%

$

A#

"!

A%

,

A#

$

"

"#

%

#

0

B#

,

&

!

A

#

#

$

A

#

%

"1#

$

.

B#

%

&

!

A%

$

A#

"!

A%

,

A#

$

"

"

@

A

B

%

!

O<

"

同理#可以求得企业
#

的反应函数为

3

!

B%

"

!

B%

$

&

!

A#

$

A%

"!

A#

,

A%

"#

B%

+

&

!

A#

$

A%

"!

#

,

A#

,

A%

"#

B%

,

&

!

A#

$

A%

"!

#

$

A#

$

A%

"#

#

$

.

B%

%

&

!

A#

$

A%

"!

#

,

A#

,

A%

"

@

A

B

%

!

O=

"

于是可以求得均衡价格和利润

B%

!

&

!

A

#

#

,

#

A#

$

#

A%

$

A

#

%

"

;

#

"

B#

!

&

!

A

#

%

$

"

A%

,

"

A#

$

A

#

#

"

;

#

(

%#

!

Q

&

!

A#

$

A%

"!

A%

,

A#

,

#

"

#

%A

"

和
"(

##

!

Q

&

!

A#

$

A%

"!

A%

,

A#

$

"

"

#

%A

8

附录
;

"

命题
#

的证明

步骤
B

"

证明均衡时
A%

.

%

#

.

A#

否则
A%

.

A#

.

%

#

或者%

#

.

A%

.

A#

#但是前种情形企业
#

选择
d

A#

K%J

A#

利润更高#后

一种情形企业
%

选择
d

A%

K%J

A%

利润更高#这就与均衡选址产生了矛盾$这里证明
A%

.

A#

.

%

#

的情形#另一种情形类似$

由!

&

"式*!

A

"式知

(

#

!

A%

#

A#

"

!

+

0

N

$

&

!

%

$

A#

"

#

1

,

Q

&

!

A#

$

A%

"!

A%

,

A#

$

"

"

#

%A

#

(

#

!

A%

#

d

A#

"

!

+

0

N

$

&

!

%

$

A#

"

#

1

,

Q

&

!

%

$

A#

$

A%

"!

A%

$

A#

$

;

"

#

%A

#

所以

(

#

!

A%

#

d

A#

"

$(

#

!

A%

#

A#

"

!

%

%A

&

!

%

$

#

A#

"0

!

,

A%

$

A

#

%

,

!

A#

$

%

"

A#

1

%

当
A%

.

A#

.

%

#

时#易见
(

#

!

A%

#

d

A#

"

J

(

#

!

A%

#

A#

"

+

$

$

步骤
C

"

求解均衡选址

由于
A%

.

%

#

.

A#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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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

A#

"

!

+

0

N

$

&

!

%

$

A%

"

#

1

,

Q

&

!

A#

$

A%

"!

A%

,

A#

,

#

"

#

%A

#

(

#

!

A%

#

A#

"

!

+

0

N

$

&

A

#

#

1

,

Q

&

!

A#

$

A%

"!

A%

,

A#

$

"

"

#

%A

8

首先求解企业
%

的反应函数$

易见
(

%

!

A%

#

A#

"是
A%

的三次多项式函数#并且最高项系数为负$由-(

%

!

A%

#

A#

"

-

A%

K$

可得

A

!

%

!

%

=+

$

;

6

"

$

#+

!

A#

$

<

"

,

A#

$

#

!

%

,

A#

"

#

,

+

!

<!

,

A#

$

"

A

#

#

"

,

+

#

0

,

#

A#

!

#

A#

$

<

"

$

"%槡 17#

A

!!

%

!

%

=+

$

;

6

"

$

#+

!

A#

$

<

"

,

A#

,

#

!

%

,

A#

"

#

,

+

!

<!

,

A#

$

"

A

#

#

"

,

+

#

0

,

#

A#

!

#

A#

$

<

"

$

"%槡 17

8

注意以上两式用到
QK%J#+

$由两阶条件可知
A

!

%

为极大值#

A

!!

%

为极小值$具体图形如

图
O%

所示$

图
O%

"(

%

!

A%

#

A#

"的图形

容易证明当%

#

.

A#

.

%

#

$

.

+

.

%

#

时#

A

!!

%

#

$

$这样

!

%

"当
A

!

%

.

$

时#

3

!

A#

"

K$

&

!

#

"当
$

.

A

!

%

.

%

#

时#

3

!

A#

"

K

A

!

%

&

!

;

"当
A

!

%

+

%

#

时#

3

!

A#

"

K

%

#

$

经过计算可以得到企业
%

的反应函数

3

!

A#

"

!

$

#

+

.

%

%"

或者 %

%"

.

+

.

<

<A

并且%

#

.

A#

.

/)*

%

#

#

%

$

%%+

%

$

#槡& '& '

+

#

A

!

%

# 其他#

%

#

#

%

"

.

+

.

%

#

或者

;<

%"#

.

+

.

%

"

并且
%

+

A#

+

/+_

%

#

#

%

#

%

,

=

"+

$

%

#+

$槡" #

& '

@

A

B

C

D

E%

@

A

B

%

""

类似的#我们可以得到企业
#

的反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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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A%

"

!

%

#

+

.

%

%"

或者 %

%"

.

+

.

<

<A

并且
/+_

$

#

%

$

#

%

$

%%+

%

$

#槡& '

+

.

A%

.

& '

'

%

#

#

A

!

#

# 其他#

%

#

#

%

"

.

+

.

%

#

或者

;<

%"#

.

+

.

%

"

并且
/)*

%

#

#

%

#

%

$

=

"+

$

%

#+

$槡$ %& '

%

+

A%

+

@

A

B

C

D

E

$

@

A

B

#

其中

A

!

#

!

%

=+

$

;

6

A%

$

A

$

#+

!

%

,

A%

"

,

#

!

A%

$

#

"

#

,

+

0

<=

,

!

&

$

"

A%

"

A%

1

,

+

#

!

#

A%

$

"&

,

"

A

#

%槡 "7

8

""

注意到
QK%J#+

#由上述反应函数我们可以得到均衡选址为%

!

%

"当
%#+

.

Q

.

%

时#

A

+

%

K$

和
A

+

#

K%

&

!

#

"当
#+

%

Q

%

%#+

时#

A

+

%

K

%#+JQ

"

!

QF;+

"

-

$

#

" #

%

#

和
A

+

#

K

<Q

"

!

QF;+

"

-

%

#

#

" #

%

&

!

;

"当
$

.

Q

.

#+

时#

A

+

%

K

%

#

和
A

+

#

K

%

#

$

附录
"

"

命题
;

的证明

由命题
%

*

#

可以发现#

A

;

%

和
A

+

%

为Q

+

的减函数#

A

;

#

和
A

+

#

为Q

+

的增函数$这样
A

;

#

J

A

;

%

和
A

+

#

J

A

+

%

为Q

+

的增函数$并且可以验证0

A

+

#

J

A

+

%

1

J

0

A

;

#

J

A

;

%

1为Q

+

的增函数$由0

A

+

#

J

A

+

%

1

J

0

A

;

#

J

A

;

%

1

K$

可得Q

+

K

%

"

!槡%$<F;

"#所以

!

%

"当Q

+

%

%

"

!槡%$<F;

"时#

A

+

#

J

A

+

%

%

A

;

#

J

A

;

%

#即相对于社会最优位置而言均衡位置

相距较近&

!

#

"当Q

+

K

%

"

!槡%$<F;

"时#

A

+

#

J

A

+

%

K

A

;

#

J

A

;

%

#并且可以验证
A

+

%

K

A

;

%

#

A

+

#

K

A

;

#

#企业

的均衡位置与社会最优位置重合&

!

;

"当Q

+

#

%

"

!槡%$<F;

"时#

A

+

#

J

A

+

%

#

A

;

#

J

A

;

%

#即相对于社会最优位置而言#企业的

均衡位置相距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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