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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竞争、呼叫外部性与接听方付费

佟 健!

摘 要 本文扩展了7/30)8+99/0.):,4/-3（%""%）文章的模型，考察了在

呼叫方与接听方合作决定通话长度条件下电信运营商的竞争策略。当引入接听

方付费和呼叫外部性的假设进入电信竞争模型时，在线性定价条件下，电信运

营商制定的呼叫价格与接听价格仍然随着网络替代程度的增加而减少，但是电

信运营商不再能够利用接入费来进行合谋。在非线性定价条件下，电信运营商

竞争策略是制定使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呼叫价格与接听价格，然后利用固定费

榨取消费者剩余。在基于网络的价格歧视条件下，与7/30)8+99/0.):,4/-3（%""%）

模型相比较，由于通话时间由消费者合作决定，因此电信运营商将通过固定费

进行市场份额的争夺，从而导致按边际成本定价，网络联接并没有因为电信运

营商的竞争策略而发生中断。

关键词 电信竞争，呼叫外部性，接听方付费

一、引 言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电信业是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的产业，

固定成本的复制对社会来说是不经济的，因此电信业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行

业。为了防止电信企业滥用市场力量，电信业一般由国家垄断经营或者在规

制机构的监管下由私人垄断经营。但是自%"世纪;"年代以来，电信业经历

了历史性的变革。传统的电信业垄断经营的格局被打破，私有化、自由化与

管制改革开始在电信业兴起。

电信业引入竞争机制的原因是：技术进步改变了电信业的成本结构，电

信业自然垄断的特征逐渐地弱化甚至消失，电信竞争成为可能；另外，由于

非对称信息和管制俘获造成管制失灵，引起效率损失，人们开始尝试利用竞

争取代管制。目前，电信业中的移动通信、长途通信等业务基本上实现了初

步的竞争。

电信业的竞争不同于传统的竞争。首先，网络外部性要求电信网络必须

互联，保证任一网络的消费者都可以与其他网络的用户通话。当存在异网通

话时，电信运营商要为其他电信运营商提供接入服务，由于提供接入服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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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了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因此电信运营商要收取接入费。电信运营商在网

络接入方面具有垄断力量，因此其可以利用接入费作为竞争的手段。电信运

营商可以收取高的接入费来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电信运营商也可以利用接

入费进行合谋。其次，电信业的价格结构和需求的多样化使电信业的竞争更

加复杂。电信运营商在制定价格时可以采用线性定价、非线性定价以及基于

网络的价格歧视。按照需求的差异，消费者可以分为高端用户和低端用户。

电信竞争已经成为了现实，但是人们对电信竞争的理解还很不全面。研

究电信竞争对于我们理解电信运营商的竞争策略、电信服务价格的决定以及

电信竞争引起的福利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相 关 文 献

有关电信竞争的研究首先出现在!"#$%"&’(（)**+）、,-..&’%/012/34"&51
（)**+!，)**+"）、6-"%1"和7"4(8%（)***）三篇文章中。目前，大部分研究

文献是建立在,-..&’%/012/34"&51模型基础上，因此,-..&’%/012/34"&51模型已

经成为研究电信竞争的标准模型。

,-..&’%/012/34"&51模型的基本假设如下：在电信市场上存在两个水平差

异的电信运营商为争夺消费者而展开竞争。电信运营商拥有自己的网络，电

信网络实现了完全覆盖，并且电信网络具有相同的成本结构，成本构成为：

连接消费者的固定成本，呼叫连接成本，传输成本和终接成本。两个电信运

营商的网络相互连接在一起。当一个网络的消费者与另外一个网络的消费者

通话时，消费者所在网络的电信运营商要向对方的电信运营商支付终接费，

终接费是互惠的，即电信运营商支付相同的终接费，终接费可以由政府来制

定也可以由电信运营商双方谈判决定。电信运营商在竞争时要先决定终接费，

然后再确定市场价格。假定消费者接入网络能够获得足够大的效用，如：可

以拨打紧急求救电话等，因此消费者全部加入网络。消费者是同质的且仅能

从拨打电话中获得效用，接听电话不能获得效用。由于所有的通话完全是自

愿接听，因此通话长度由呼叫方决定，这里隐含假定了接听电话不能获得负

效用。消费者的呼叫模式是平衡的，即呼叫与接听电话的数量是相同的，消

费者与某一网络的消费者通话的概率等于该网络运营商的市场份额。消费者

决策的顺序是：先决定加入哪一个网络，然后决定通话长度。

,-..&’%/012/34"&51模型主要研究了具有网络资源的两个电信运营商在不

受政府管制条件下的竞争，并且集中地考察了接入定价在电信竞争中的作用。

由于电信运营商对所提供的终接服务具有垄断力量，因此在双方非合作地确

定互联定价时，都有确定更高的互联价格的动机。电信运营商能够通过提高

互联价格的方法来提高对方成本，从而导致对方市场价格的提高和市场份额

丧失。在非合作对称均衡处，电信运营商制定高互联价格将导致市场价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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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垄断价格，因此在双方非合作地确定互联定价条件下，电信运营商的利润

和消费者剩余都较低。鉴于非合作确定互联定价的无效性，网络互联价格应

该由电信运营商相互合作来决定，以消除最终市场价格加成。但是，在合作

制定互联价格时，电信运营商有可能利用互联价格进行合谋，通过提高互联

价格来达到垄断市场价格，从而提高双方的收益。!"##$%&’()*’+,-$.)（/001
!，/001"）模型考察了在合作制定互联价格条件下，三种不同定价方式下

电信运营商的竞争行为。

（一）线性定价与非线性定价

!"##$%&’()*’+,-$.)（/0012）模型考察了在线性定价和非线性定价条件下，

当不存在关于呼叫终接网络价格歧视时两个电信运营商相互竞争的情况。在

线性定价条件下，运营商只收取每分钟的呼叫费。由于存在呼叫异网的通话，

因此电信运营商提供呼叫服务的边际成本不仅与接入费有关，而且与异网的

市场份额有关。!"##$%&’()*’+,-$.)（/0012）模型称该边际成本为运营商的可

测边际成本，用公式可以表示为!3"#（$4!5），其中"#为另一个电信运营商

的市场份额，$为接入费，!5为终接成本，!为在不存在异网通话时，一次

呼叫总的边际成本。由电信网络的技术特征可知，一次呼叫总的边际成本为

呼叫连接边际成本，传输边际成本和终接边际成本之和。由公式可知对于给

定的市场份额，高接入费提高了边际成本，从而提高了市场价格，这被称为

提高彼此成本效应。同时，在给定高于终接成本的接入费条件下，电信运营

商的可测边际成本将随着它的市场份额的增加而减少，这被称为内生边际成

本效应。!"##$%&’()*’+,-$.)（/0012）模型证实了在接入费与终接成本的差别

不大且两个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服务差异程度不是很高情况下，对称均衡的结

果将会出现，两个电信运营商共享整个市场，并且电信运营商均衡的市场价

格和利润将随着接入费的增加而增加，因此，运营商可以利用接入费作为合

谋的工具，发挥提高彼此成本效应来获得垄断利润。合谋的结果可以理解为：

在线性定价条件下，如果电信运营商单方面降低市场价格将导致消费者拨打

更多的电话，由此会产生接入赤字，因此电信运营商之间的市场竞争将被削

弱。但是，当网络间服务高度替代且接入费足够高时，市场均衡将不会存在，

合谋的结果将消失。因为在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服务具有高替代情况下，运营

商能够通过不过多的削价就可以垄断市场。在降低价格时，虽然从每个消费

者身上获得的利润减少了，但是市场份额将显著增加，这时内生边际成本效

应将发挥作用，电信运营商通过扩大市场份额避免了接入赤字，从而合谋的

结果将消失。

在非线性定价条件下，电信运营商不仅收取每分钟的呼叫费，而且还收

取固定费。!"##$%&’()*’+,-$.)（/0012）模型显示出在非线性定价条件下，对

于已知的需求，电信运营商将按照可测边际成本来制定市场价格，并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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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费剥夺消费者剩余，电信运营商的均衡利润是固定的，等于!"#$%%&’(利

润水平，即!!)*+"
，其中"代表网络间的替代程度，由利润公式可知，电信

运营商的均衡利润与接入费无关，因此电信运营商不再能够利用接入费进行

合谋。对,-.."’#/0$1/2&3"%$（*4456）模型的结论可以理解为：在非线性定价

条件下，由于电信运营商有两个竞争手段可以利用，因此在接入费足够高情

况下，电信运营商能够在保持网络间通话流量平衡条件下，利用降低固定费的

方法来扩大市场份额，从而避开了接入赤字。电信运营商无法进行合谋的结

果是建立在电信运营商了解消费者需求的假设基础上，但是，现实生活中电

信运营商对消费者的偏好只有不完全信息，因此电信运营商在制定非线性资

费时存在困难，这可能导致电信运营商重新利用高接入费来进行合谋。

（二）基于终接网络的价格歧视

,-.."’#/0$1/2&3"%$（*44566）模型放松了没有呼叫终接网络价格歧视的假

设。在基于终接网络价格歧视条件下，电信运营商经常根据消费者呼叫对象

所处网络的不同而制定不同的呼叫价格。在接入加成的情况下，呼叫异网的

服务成本要高于呼叫同网的成本，因此电信运营商从成本角度考虑可能对异

网呼叫索取更高的价格。基于终接网络价格歧视引入了网络外部性的因素。

对于无价格歧视的情况，消费者在选择网络时，不会考虑被呼叫者所在网络

和电信运营商的用户基数。但是，如果由于接入费加成使得同网呼叫价格比

异网呼叫更便宜，消费者会选择与被叫方相同网络或者用户基数更大网络。

这种外部性被称为费用调节的网络外部性。在线性定价条件下，,-.."’#/0$1/
2&3"%$（*44566）模型发现高接入费并没有导致合谋的产生。这是因为在基于

终接网络价格歧视情况下，电信运营商能够在不招致接入赤字的情况下建立

市场份额。由于接入赤字依赖于异网呼叫的数量和呼叫异网的价格，而与呼

叫同网价格无关，因此电信运营商能够在不招致接入赤字的情况下，通过降

低它的呼叫同网价格来建立市场份额。与非线性定价情况类似，合谋失败的

原因是电信运营商能够在不产生接入赤字的领域展开竞争。在非线性定价条

件下，,-.."’#/0$1/2&3"%$（*44566）模型认为存在惟一的、对称的和稳定的均

衡，均衡的呼叫价格等于电信运营商可测的边际成本，均衡的利润小于等于

!"#$%%&’(利润水平，并且只有当接入费等于接入成本时，电信运营商才能获

得!"#$%%&’(利润，,-.."’#/0$1/2&3"%$（*44566）模型认为运营商将同意互惠的

接入费等于接入成本。与在非线性定价条件下运营商并不关心接入费大小的

结论相比，这是一个更强的结论。

7-’8和9&’(（:;;*）批驳了,-.."’#/0$1/2&3"%$（*44566）模型中关于在

非线性定价条件下运营商将同意互惠的接入费等于接入成本的结论。他们认

为在呼叫终接网络价格歧视和非线性定价条件下，相互竞争的网络运营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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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于同意低接入费，电信运营商能够利用开票但不结算（即零接入费）的

互联协议来进行合谋，削弱网络间的竞争。这是因为当接入费低于接入成本

时，由于呼叫异网的价格低于呼叫同网价格，因此消费者更愿意加入小网络，

这意味着通过降低固定费来吸引消费者不再是有效的方法，固定费的竞争将

被减弱。!"#$和%&#’（())*）还发现网络间竞争的削弱增加了两个电信运营

商的均衡利润。!"#$和%&#’（())*）的分析显示出呼叫异网的价格可能低于

呼叫同网价格，而这一结果与现实中电信运营商的价格结构是不一致的。

（三）呼叫外部性与接听方付费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认为呼叫方是通话的发起者，享有通话带来的

全部效用，因此呼叫方应该承担整个通话的成本，电信运营商应该只对呼叫

方收费。但是在通话过程中，由于接听方在接听电话时要招致机会成本，因

此接听方必然也从通话中获得了效用，否则一次完整的通话是无法实现的。

由于在一次通话中，呼叫方的呼叫为接听方带来了效用，因此呼叫方的通话

行为产生了外部性，呼叫外部性的引入会对电信运营商的竞争策略产生影响。

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在通话过程中存在呼叫外部性，但是在电信竞争文

献中，呼叫外部性却长期受到忽视。目前大多数研究电信竞争的文献都假定

接听方在通话过程中不能获得效用，这种非现实的假定会对电信竞争分析产

生扭曲。最近，涉及呼叫外部性的文章已经开始出现。+,-’,（())(）扩展了

."//0#123,425&-06,（*77899）的模型，在."//0#123,425&-06,（*77899）模型中

引入了接听方享有通话效用的假定。当引入呼叫外部性之后，消费者不仅关

心呼叫数量，而且还关心接听电话的数量，因此消费者的剩余不仅受自己电

信运营商制定价格的影响，还受到其他电信运营商价格的影响。在无呼叫终

接网络价格歧视条件下，由于消费者的入网决定与通话需求以及电信运营商

的利润并没有受到呼叫外部性影响，因此在引入呼叫外部性之后，."//0#12
3,425&-06,（*7789）模型的结论仍然成立。在基于终接网络价格歧视条件下，

当不存在呼叫外部性时，电信运营商提高异网呼叫价格只能影响到自己用户

的通话需求。当呼叫外部性存在时，这种提价行为一方面降低了自己用户的

净效用，另一方面减少了自己用户的异网呼叫需求，由此损害了竞争者的消

费者。因此，当接听电话的效用足够大时，电信运营商可以通过提高异网呼

叫价格来阻碍消费者转换网络。在线性定价且接入费等于终接边际成本条件

下，均衡的异网呼叫价格将高于垄断价格水平。降低接入费能够提高同网呼

叫价格，降低异网呼叫价格，并且能够使二者达到垄断价格水平，因此接入

费的降低能够使电信运营商的利润得到提高。当电信运营商合作决定接入费

时，电信运营商将制定低于终接边际成本的接入费来进行合谋。+,-’,的分析

改变在线性定价条件下高接入费才能产生合谋的结论。在非线性定价条件下，

+,-’,得出了与!"#$和%&#’相同的结论，并且+,-’,认为开票但不结算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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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协议与管制机构所推荐的成本基础上的接入定价相比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

改进。!"#$"（%&&%）的文章主要讨论了在引入呼叫外部性之后接入定价在电

信竞争中的作用，并且其分析集中于呼叫方付费，他并没有讨论呼叫外部性

的内部化对电信竞争的影响，特别是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广泛实行的接听方付

费对电信竞争的影响。

’(")*+,--().*/0#(1"（%&&%）分析了在存在呼叫外部性和接听方付费条件下

电信运营商的竞争策略。呼叫外部性的引入意味着消费者要关心自己接听电

话的数量。接听方付费则意味着接听方也会影响到通话时间的长度，即通话

长度将由呼叫方和接听方共同决定。在引入了呼叫外部性和接听方付费之后，

电信运营商制定的价格将对竞争者的消费者福利产生影响。例如：电信运营

商降低价格导致通话时间的延长将对竞争者的消费者效用带来两种不同的影

响。’(")*+,--().*/0#(1"称之为直接外部性和金钱外部性。直接外部性是指由

于消费者接听更长电话将导致其效用的增加。在不存在基于终接网络价格歧

视条件下，直接外部性对电信运营商的竞争策略不会产生影响，因为消费者

无论加入哪个网络，其接听电话的时间都增加相同的数量，所以直接外部性

对所有的消费者都是相同的。但是当存在基于终接网络价格歧视时，直接外

部性将对电信运营商的竞争策略产生影响。金钱外部性是指消费者要为接听

更长电话支付更多的金钱。对于网内的通话，金钱外部性由于能够被电信运

营商内部化，因此其并不影响电信运营商的可测成本，对于网外的通话，由

于竞争者的消费者将为接听电话进行支付，因此将影响到电信运营商的可测

成本，金钱外部性将对电信运营商的竞争策略产生影响。’(")*+,--().*/0#(1"
考察了当通话时间的长度由呼叫方和接听方非合作决定时，在三种不同的定

价方式下电信竞争的结果。当终接价格和接听价格受到管制时，管制机构可

以使用两个工具，社会福利的最优化要求管制机构制定低于终接边际成本的

终接价格；当接听价格由市场决定时，电信运营商最优策略是制定呼叫价格

与接听价格等于异网成本；当存在基于终接网络价格歧视时，电信运营商能

够对网内的通话和网络间的通话制定不同的呼叫和接听价格，在不存在接听

方付费情况下，当接听方从通话中获得的效用接近甚至超过呼叫方时，电信

运营商竞争策略是制定无限大的异网呼叫价格，通过影响竞争者的消费者的

效用来进行市场份额的争夺，由此导致网络连接的中断。当引入接听方付费

时，虽然呼叫方的电信运营商的可测边际成本减少了，但是电信运营商可以

通过操纵接听价格来影响呼叫方的效用，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电信运营商

将制定无限大的异网呼叫价格和接听价格来进行竞争，网络连接在接听方付

费条件下仍然可能发生中断。

’(")*+,--().*/0#(1"（%&&%）的分析集中于通话时间的长度由呼叫方和接听

方非合作决定的情况，而通话时间的长度由呼叫方和接听方合作决定的情况

在该文中并没有得到探讨，这种通话方式类似于亲戚及朋友间的通话。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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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集中讨论该问题。本文发现与!"#$%&’(("$)%*+,"-#（.//.）模型相比，由于

呼叫方与接听方追求的是联合效用的最大化，因此电信运营商制定无穷大的

呼叫与接听价格来影响消费者网络选择的竞争策略将受到制约，电信运营商

将实行边际定价，网络连接并没有发生中断。

三、模 型

供给假定：假定存在两个电信运营商，!01，.，电信运营商网络具有对

称结构，网络呼出连接成本与终接成本均为"/，传输成本为"1，则电信运营

商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为"0."/2"1。连接消费者的固定成本为#。运营商

合作决定的接入费为$。

需求假定：电信运营商是水平差异的，分别位于单位间隔［/，1］的两

个端点上，水平差异程度由%表示。消费者均匀分布在单位长度上，则位于

&的消费者选择网络!将获得负效用%!&3&!!（&10/，&.01）。具有收入’
且位于&的消费者加入网络!获得的效用为：

’2(/3%!&3&!!2)（*）2")（"*）+
其中，(/代表消费者加入网络!获得的固定效用，假定(/足够大使得消

费者全部加入网络。)（*），")（"*）分别代表消费者呼叫和接听电话所获得的效

用，且)（*），")（"*）满足于),#/，)-$/；"),#/，")-$/。假定消费者通话需

求由呼叫方与接听方合作决定，即

*!04’5
*!

｛)（*!）2")（*!）3.!*!3/0*!｝ （!，001，.），

由此可以得到： ),（*!）2"),（*!）3.!3/00/+

（一）线性定价

电信运营商实行线性定价：1!0.!*!2/!"*!，其中，.!为呼叫价格，/!为

接听价格，*!与"*!分别为呼叫和接听需求。忽略消费者选择网络!获得负效

用%!&3&!!，则消费者接入网络!获得的净效用为：

2!3’4(/45!｛)（*!!（.!，/!））4")（*!!（.!，/!））6.!*!!（.!，/!）6/!*!!（.!，/!）｝

450｛)（*!0（.!，/0））4")（*0!（.0，/!））6.!*!0（.!，/0）6/!*0!（.0，/!）｝，

其中，

5!｛)（*!!（.!，/!））4")（*!!（.!，/!））6.!*!!（.!，/!）6/!*!!（.!，/!）｝

代表同网呼叫与接听的净效用，

50｛)（*!0（.!，/0））4")（*0!（.0，/!））6.!*!0（.!，/0）6/!*0!（.0，/!）｝

代表异网呼叫与接听的净效用，5! 与50 分别代表两个电信运营商的市场份

额，并且5!2500/。与6")#--+$7模型类似，网络!的市场份额决定要求满足

位于&05!消费者加入两个网络获得相同的净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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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设!#!"$
，!代表网络间的替代程度，也代表了电信运营商间的竞争程

度。根据供求假定可以得到电信运营商"的利润：

""&%""（*"(+"#,）-""（*"，+"）(%"%’（*"#,#.(,$）-"’（*"，+’）

(%"%’（+"(.#,$）-’"（*’，+"）#%"/)
利润表达式中%""（*"%+"&,）-""（*"，+"）代表电信运营商"从消费者同网通

话中获得的利润，%"%’（*"&,&.%,$）-"’（*"，+’）代表电信运营商"从消费者

异网通话中获得的利润，%"%’（+"%.&,$）-’"（*’，+"）代表电信运营商"为电信

运营商’提供终接服务所获得的利润。由利润最大化可以得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等式（!）两端分别对*"和+"求导可以得到：

#%"
#*"& ［!#%"#*"｛0（-""（*"，+"））(!0（-""（*"，+"））#*"-""（*"，+"）#+"-""（*"，+"）｝

#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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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将（!）式和（"）式代入（#）式和（$）式中，求对称均衡$%$#%$’和(%
(#%(’，可以得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
’*’#

’*’
#

（#"’），!%%$%（$"&），由

&#++,-
&#

｛%（&#）!!%（&#）)$#&#)(’&#｝

可以得到：&#%
$#.(’
’.（ ）$

*#
（#，’%’，#），则等式（(）和等式（)）可以转

变为：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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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由等式（%）可以得到：当#&!且!&!时，即不存在呼叫外部性和接听

方付费时，呼叫价格与’())*+,-./0-123*4/（#$$%5）模型中的呼叫价格相同；

将等式（%）和等式（$）相加，可以得到：

#"!%&
#"! ’ 67!

｛#%""［（#"!%&）(%)］｝* （#!）

由等式（#!）可以知道：电信运营商制定的呼叫价格与接听价格随着"的

增加而减少，即电信运营商网络越相近，拥有的市场力量越小，市场竞争越激

烈。与’())*+,-./0-123*4/（#$$%5）模型结论不同的是：电信运营商制定的呼叫

价格与接听价格与接入费无关。这可以理解为：在不存在接听方付费时，运营

商可以利用接入费作为合谋的工具，发挥提高彼此成本效应来获得垄断利润；

当接听方付费时，电信运营商可以通过提高接听价格来缓解由于高的接入费导

致的成本的提高，并且高的接听价格可以弥补高的接入费引起的接入赤字。因

此，在接听方付费条件下，运营商不再能够利用接入费来进行合谋。

（二）非线性定价

电信运营商实行非线性定价：+,&-,8#,(,8!,!(,，其中，-,为每个消费

者支付的固定接入费，#,为呼叫价格，!,为接听价格，(,与!(,分别为呼叫和

接听需求。忽略消费者选择网络,获得负效用."/9/,"，则消费者接入网络

,获得的净效用为：

0,’1"2!"3,｛4（(,,（#,，!,））"!4（(,,（#,，!,））%#,(,,（#,，!,）%!,(,,（#,，!,）｝

"35｛4（(,5（#,，!5））"!4（(5,（#5，!,））%#,(,5（#,，!5）%!,(5,（#5，!,）｝%-,，

网络,的市场份额为： 3,&
#
"8"

（0,905）* （##）

电信运营商,的利润：

$,’3",（#,"!,%&）(,,（#,，!,）"3,35（#,%&%$"&!）(,5（#,，!5）

"3,35（!,"$%&!）(5,（#5，!,）"3,（-,%)）* （#"）

为 了 求 均 衡 呼 叫 价 格 与 接 听 价 格，我 们 采 用 了 与:*/+-’())*+,-123*4/
（"!!"）模型相同的两步求解法。由于利润$,可以看作是#,，!,以及市场份

额3,的函数，因此可以先保持市场份额不变，求出均衡#（3,）和!（3,），然后

再对$（3,）求最优值。根据上面的方法，我们把-,看作是#,，!,的函数，由

利润最大化可以得到：

%$,
%#,’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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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式（""）的两端分别对%#和-#求导，则可以得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且"#("$*"，等式（"&）和等式（"’）可以

简化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把等式（"+）和等式（",）代入等式（"#）和等式（"%）中，可以得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模型可以得到对称的均衡价格，即%*%#*%$，-*-#*-$，"#*"$*
"
$

，

则由等式（"-）和等式（$!），可以得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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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呼叫价格的表达式可以理解为：在非线性定价条件下，电信运营商$为

了获得最大收益将制定呼叫价格使消费者的剩余最大化，然后利用固定费榨

取消费者剩余。当延长边际通话时间时，呼叫方从通话中可以获得的边际效

用为：

,$&#$!$&#’!’(#$
!!*（+（,$，!$））

!+ (#’
!!*（+（,$，!’））

!+
，

延长边际通话时间引起的成本为：%$#’（)%%!），网络$的接听方获得的净

效用 为：!!*
（+（,$，!$））

!+ %!$， 网 络’ 的 接 听 方 获 得 的 净 效 用 为：

!!*（+（,$，!’））

!+ %!’，电信运营商$获得了!$的接听收益，为了保持市场份

额不变，电信运营商$将降低固定接入费

#$
!!*（+（,$，!’））

!+ (!’(
!!*（+（,$，!$））

!+ (!（ ）$ (!［ ］$ ，

或者相当于增加边际成本

#$
!!*（+（,$，!’））

!+ (!’(
!!*（+（,$，!$））

!+ (!（ ）$ (!［ ］$ ，

电信运营商$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将制定呼叫价格使由呼叫方从通话中可以获

得的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

,$&#$!$&#’!’(#$
!!*（+（,$，!$））

!+ (#’
!!*（+（,$，!’））

!+

"%&#’（)(%!）&#$
!!*（+（,$，!’））

!+ (!’(
!!*（+（,$，!’））

!（ ）+
，

将等式整理可以得到：

,$"%&#’（)(%!）&
!!*（+（,$，!’））

!+ (!’(#$!$- （#&）

在对称均衡处，等式（#&）可以转变为等式（#"）。对接听价格表达式的

理解与上述理解类似。由等式（#"）和等式（##），可以得到：

,"#!*!+(
（%&)(%!）- （#’）

!"#!!*!+(
（%!()）- （#(）

呼叫价格与接听价格表达式中的%$)%%!和%!%) 即是)*+,-./00*,1-
234*5+（#!!#）模型中呼叫异网的成本与接听异网呼叫的成本。社会福利最优

化要求满足条件：*.（+）$!*.（+）6%，由于,$!6%并且

*.（+$）&!*.（+$）(,$(!’"!，

所以均衡的呼叫价格与接听价格是有效率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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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由"%#$%&
"%

｛!（"%）’"!（"%）(&%"%(’("%｝，可以得到：

"%#
&%)’(
!)（ ）"

$!
（%，(#!，)）* （)*）

根据需求函数等式（)+）和等式（),）可以转变为：

&#
（!$"）+$（,$+"）（!)"）

!)"
* （)-）

’#
)"+$（+"$,）（!)"）

!)"
* （).）

在求电信运营商的最优固定费时，我们可以把呼叫价格看作市场份额的

函数，把固定费看作市场份额与呼叫价格的函数，由于只考虑对称均衡，因

此可以假定’%#’(#’，&(#&，由利润函数对市场份额求导可以得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式（!!）的两端对-%求导可以得到：

#.%
#-% #$

!
%$-%"

（&%）#&%
#-%$

-("（&%）#&%
#-%$

#"!
#"$（ ）’#"#&%

#&%
#-%
* （0"）

将等式（0"）代入等式（)/）中，可以得到：

.#/)!)%*
（0!）

将均衡的呼叫价格、接听价格和固定费代入利润表达式可以得到：

$# !+%*

均衡的利润与接入费,无关，因此电信运营商不能利用接入费进行合谋来提

高各自利润。

（三）基于网络价格歧视

在基于网络价格歧视条件下，电信运营商%的价格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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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为消费者接入网络的固定费，&"和&!"为消费者呼叫同网与异网

的价格，("和(!"为消费者接听同网与异网呼叫的价格。在此价格结构下，忽

略消费者选择网络"获得负效用，消费者接入网络"获得的净效用为：

*"#+%,"%-"（.（’（&"，("））%!.（’（&"，("））/&"’（&"，("）/("’（&"，("））

%-0｛.（’（&!"，(!0））%!.（’（&!0，(!"））/&!"’（&!"，(!0）/(!"’（&!0，(!"）｝/$"，

网络"的市场份额为： -"#
$
%&!

（*"’*0），

电信运营商"的利润为：

""#-%"（&"%("/1）’（&"，("）%-"-0（&!"/1/2%1"）’（&!"，(!0）

%-"-0（(!"%2/1"）’（&!0，(!"）%-"（$"/3），

同网呼叫与接听价格由利润最大化可以得到：

#""
#&" #

-%"’（&"，("）%-%"（&"%("/1）#’
（&"，("）

#&" %-"
#$"
#&"#

") （(%）

#""
#(" #

-%"’（&"，("）%-%"（&"%("/1）#’
（&"，("）

#(" %-"
#$"
#(" #

") （((）

网络"的市场份额等式两端对&"和("求导，可以得到：

#$"
#&" #/

-"’（&"，("）) （()）

#$"
#(" #/

-"’（&"，("）) （(*）

将等式（()）和等式（(*）代入等式（(%）和等式（((）中，可以得到：

&"%("#1) （(+）

等式（(+）可以理解为：由于电信运营商"是提供网内通话服务的垄断者，

因此在两部分收费条件下，电信运营商获得最大利润的方式是制定使消费者福

利最大化的呼叫价格，然后利用固定费榨取消费者剩余。同网呼叫与接听价格

应该满足于条件&"&("#1。异网呼叫和接听价格由利润最大化可以求得：

#""
#&!"

#-"-0’（&!"，(!0）%-"-0（&!"/1/2%1"）#’
（&!"，(!"）

#&!"
%-"
#$"
#&!"

#")（(,）

#""
#(!"

#-"-0’（&!0，(!"）%-"-0（(!"%2/1"）#’
（&!0，(!"）

#(!"
%-"

#$"
#(!"

#") （(-）

网络"的市场份额等式的两端分别对&!"和(!"求导，可以得到：

#$"
#&!"

#/-0’（&!"，(!0）/
#!.（’（&!"，(!0））

#’ /(!（ ）0#’
（&!"，(!0）

#&!"
) （(.）

#$"
#(!"

#/-0’（&!0，(!"）/
#.（’（&!0，(!"））

#’ /&!（ ）0#’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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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等式（!"）和等式（#$）代入等式（!%）和等式（!&）中，可以得到：

!’"#$%&’$$%(()
!!*（+（!’"，,’)））

!+ ’,’（ ）) - （#(）

,’"#$$’&%(()
!*（+（!’)，,’"））

!+ ’!’（ ）) - （#)）

呼叫异网价格的表达式可以理解为：当延长边际通话时间时，呼叫方获

得的边际效用为!’"*,’)*
!!*（+（!’"，,’)））

!+
，呼叫的边际成本为$+&*$$，电信

运营商可以获得的边际收益为!’"*,’)*
!!*（+（!’"，,’)））

!+ *（$+&*$$），异网接

听方获得的边际接听效用为!!*
（+（!’"，,’)））

!+ *,’)。为了保持市场份额不变，电

信运营商应该降低固定费!!*
（+（!’"，,’)））

!+ *,’) 或者相当于增加呼叫边际成本

!!*（+（!’"，,’)））

!+ *,’)，由此可以得到：

() !’"%,’)’
!!*（+（!’"，,’)））

!+ ’（$%&’$$［ ］）#("
!!*（+（!’"，,’)））

!+ ’,’（ ）) -
（#!）

由（#!）式整理可以得到表达式（#$）。接听异网呼叫价格的表达式的理

解与此类似。由表达式（#(）和等式（#)）可以求对称均衡：即!’",!’),!’，

,’",,’),,’且(",(),
(
)

，

!’#)!*!+’
（$%&’$$）- （##）

,’#)!!*!+’
（$$’&）- （#-）

根据需求函数（).），等式（##）和等式（#-），可以转变为：

!’#
（(’"）$’（&’$$）（(%"）

(%"
- （#.）

,’#)"$’
（$$’&）（(%"）

（(%"） - （#%）

由表达式（#.）和表达式（#%）可知，在基于网络价格歧视条件下，呼叫异

网价格与接听异网呼叫价格同非线性定价条件下呼叫价格和接听价格相同。

电信运营商制定的固定费可以由利润表达式对市场份额求导得到：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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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由于只考虑对称均衡，因此可以假定)$’)*，%$’%*且)$(%$’’，由网

络$的市场份额等式两端对#$求导可以得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将（%)）式代入（%&）式中，可以得到均衡固定费：

+-,!!"""
（/（(（)，%））!!/（(（)，%））")(（)，%）"%(（)，%））

!（/（(（)#，%#））!!/（(（)#，%#））")#(（)#，%#）"%#(（)#，%#））. （*$）

当)’)#且%’%#时，均衡固定费与无终接网络价格歧视时的均衡固定费

相同。将均衡的呼叫价格、接听价格和固定费代入利润表达式，可以得到：

#-!%""
!
"

（/（(（)，%））!!/（(（)，%））")(（)，%）"%(（)，%））

!!"
（/（(（)#，%#））!!/（(（)#，%#））")#(（)#，%#）"%#(（)#，%#））. （*!）

设/（(）’(
!+!$

!+!
$

（$"!），!/’%/（%"$），由)(%’’和)#(%#’’，等式

（*$）和等式（*!）可以转变为：

+-,!!""
， （*"）

#- !%".
（*,）

由等式（*"）和等式（*,）可知：在基于网络的价格歧视条件下，电信

运营商均衡固定费与无终接网络价格歧视时的均衡固定费相同，最大利润与

-./011234利润#0’!%"
相同，由此可以推知，电信运营商最大利润与接入价格

无关，因此电信运营商不跑利用接入价格进行合谋。

四、结 论

本文扩展了5.0367899.3/6:2;.10（"$$"）文章的模型，考察了在呼叫方与接

听方合作决定通话长度条件下电信运营商的竞争策略，即在呼叫外部性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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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方与接听方自发内部化条件下的电信竞争。此类通话方式适用于联系比较

密切的人，如：亲戚、朋友之间的通话。

当引入接听方付费和呼叫外部性的假设进入电信竞争模型，在线性定价

条件下，电信运营商制定的呼叫价格与接听价格仍然随着网络替代程度的增

加而减少，即电信运营商网络越相近，拥有的市场力量越小，市场竞争越激

烈。但是与!"##$%&’()*’+,-$.)（/0012）模型结论不同的是：电信运营商制定

的呼叫价格与接听价格与接入费无关。这是因为在接听方付费条件下，电信

运营商可以通过提高接听价格来缓解由于高的接入费导致的成本的提高，并

且高的接听价格可以弥补高的接入费引起的接入赤字。因此，在接听方付费

条件下，电信运营商不再能够利用接入费来进行合谋。在非线性定价条件下，

电信运营商竞争策略是制定使消费者的剩余最大化的呼叫价格与接听价格，

然后利用固定费榨取消费者剩余，这时均衡的利润与接入费无关，因此电信

运营商不能利用接入费进行合谋来提高各自利润。在基于网络的价格歧视条

件下，与3$)%’!"##$%&’+,-$.)（4554）模型相比较，当通话时间由消费者合作

决定时，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并不会导致网络连接的中断。这是因为在基

于网络价格歧视条件下，虽然电信运营商可以针对呼叫网络和接听网络的不

同实行差别定价，但是由于消费者在决定通话时间时追求的不是自身效用的

最大化，而是联合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当通话时间由消费者合作决定时，呼

叫方主权和接听方主权效应都不会发挥作用，即呼叫方与接听方都不可能单

方面挂断电话，因此电信运营商也就不可能通过制定无穷大的呼叫异网价格

与接听异网呼叫价格来影响接听方或者呼叫方的效用的方法使自己的市场份

额增加，此时，电信运营商竞争策略与非线性定价时相同，即实行边际成本

定价，然后利用固定费获取消费者剩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呼叫外部性由

呼叫方与接听方自发内部化条件下，电信运营商定价方式并没有发生扭曲。

在基于网络的价格歧视条件下，电信运营商的利润与接入费无关，因此电信

运营商不能利用接入费进行合谋。

在本文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对其他的通话方式进行分析，如呼叫

方与接听方讨价还价决定通话时间的方式，即考察在

!"#6"7
!"

（$（!"）%&"!"）（!$（!"）%’(!"）（"，(#/，4）

条件下电信运营商竞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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