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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差异化战略对价格

和质量竞争博弈均衡解的影响研究

龚日朝 � 刘 � 玲
*

� � 摘要: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仅考虑商品价格而且还要考虑商品质量水平的需求市

场,如果存在两寡头企业提供某商品, 必然会导致价格和质量的竞争博弈。本文研究表

明:为了达到纳什均衡状态,两企业必须采取一定的差异化策略。而且在均衡状态下, 如

果市场是价格敏感市场,企业的差异化程度越高,对企业和消费者都越有利; 如果市场是

质量敏感市场,当敏感程度相对很低时,企业的差异化程度越高,对企业和消费者也都越

有利;当敏感程度一般时企业可选择适当的差异化程度使得企业和消费者同时达到最大

的均衡利润;但当敏感度非常高,企业差异化程度越高对企业的均衡利润越大, 可对消费

者的均衡利润却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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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多寡头竞争市场,企业采取差异化战略开展生产和经营,是确保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选择。对差

异化战略问题的研究最早始于 Hotelling ( 1929)建立的空间区位博弈模型。该模型在假定产品的物质性能相

同但空间位置有差异的前提下,企业依次做出决策,位置决策在先,价格决策在后,得到了两企业之间价格竞

争博弈的纳什均衡。此后,在 H ote lling模型的基础上,国内外很多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模型的应用研究。如鲁文龙等 ( 2004)将 Ho te lling模型应用于国际贸易中企业的产品属

性选择问题,在两个被贸易壁垒分离的市场分析了贸易壁垒对产品横向差异化的影响。但大部分成果都是

根据实际问题,建立以产品价格为单一决策变量的博弈模型,求解博弈的均衡并分析差异化战略对均衡的影

响。二是模型的推广研究。如邢明青等 ( 2006)将 Hotelling模型中消费者在市场均匀分布的假设条件推广

为非均匀分布,用动态博弈论方法求出了模型的子博弈纳什均衡, 并根据均衡结果分析了几种消费者分布下

双寡头企业的产品差异化策略、定位策略和定价策略。赵德余等 ( 2006)在 Hotelling线性模型的基础上讨论

了三阶 Bertrand- S tacke lberg市场价格竞争与产品差异化选址策略问题,通过实例展示了产品差异化程度的

提高对双寡头垄断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利润变动的影响。此外, 国外有学者提出了基于价格和质量水平的两

维决策变量的竞争博弈模型。如 L i等 ( 1994)提出了两企业关于产品价格和投递速度 ( de livery- speed)两因

素的竞争博弈模型,其中投递速度可以表现为产品质量。 Banker等 ( 1998)在假设消费者的需求是一个关于

价格和质量水平的线性函数,而产品成本是关于产品质量水平的二次函数的条件下, 提出了在两强垄断市场

背景下的产品价格和质量两因素的竞争模型, 并得到了模型的价格和质量均衡解等。这种两维博弈模型在

现实中确实是存在的,如宽带互联网市场,消费者考虑的不仅是网络可接受的价格 (使用费用 ) ,还包括必要

的网络品质标准, 如宽带内容的快速登陆 (如电影、音频等 )。因此, 众多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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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 ice Prov iders, ISPs) 为了达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就必须确定网络的价格和品质, 形成一种产品价格和质

量水平的多变量竞争博弈。

根据研究发现,关于企业差异化战略对博弈均衡的影响研究, 目前主要是在以价格为单一决策变量的博

弈模型下开展的。然而,在将产品价格和质量同时作为决策变量的二维博弈模型下, 很少有学者研究差异化

战略对均衡的影响问题。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经典的 Ho telling模型通过位置的差异刻画了企业差异化战

略。于是,很多学者以 �产品差异 替代 �位置差异 , 简单地将产品差异化战略等价于企业差异化战略,衍生

出了诸如产品差异化战略下企业价格竞争博弈问题。然而, 对于产品价格和质量的二维博弈模型,如何刻画

企业的差异化战略却成为了研究的瓶颈。基于此, 本文通过消费者对两企业的产品需求函数刻画企业采取

的差异化策略,在假设两企业为对称的条件下,构建产品价格和质量水平的竞争博弈模型,研究博弈均衡解

{均衡价格, 均衡质量水平 }的存在条件,并对不同的需求市场,即价格敏感市场和质量敏感市场,研究差异

化策略对博弈均衡解的影响。我们认为本文较好地解决了在消费者购买商品不仅考虑价格而且还考虑品质

的需求市场,如果存在两个寡头企业提供某种同质产品,企业差异化战略对博弈均衡解的影响问题,具有非

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博弈模型

假设某双寡头市场有企业 1和企业 2均提供产品 A,价格分别为 p1、p2 p i!0, i= 1, 2 ,质量水平分别为

x 1、x2 x i!0, i= 1, 2 ,其中 xi的值越大表示产品的质量越好。此外, 假设消费者对购买两企业的产品 A, 分

别根据一个可接受价格 ( perceived price) �i∀ �p i -  xi ( i= 1, 2)来购买, 其中 �、 都是由市场所确定的正参

数,称它们为消费者参数。直观上, �、 可理解为消费者根据企业产品质量水平对企业给出的产品价格和质

量的 �折扣 ,而 �可理解为消费者购买产品的利润。

为了讨论企业之间差异化对均衡结果的影响, 假设两个企业是对称的, 而且消费者对两企业的产品 A

的需求是一个线性模型函数,其逆需求函数#模型为:

�1

�2

=
- 1 - b

- b - 1

q1

q2

+
c

c
( 2. 1)

其中 q1、q2分别表示产品对企业 1和企业 2的需求量,参数 0∃ b< 1, c> 0, b的值反映企业产品除价格

和质量水平外的其他因素,如品牌、售后服务等因素产生的差异化程度, 体现了企业的差异化战略。当 b的

值趋近于 0,两企业为高度差异化,说明企业采取了高度差异化战略;而当 b的值趋近于 1,则两企业差异几

乎消除,说明企业基本没有采取差异化战略。

根据这一逆需求函数可以看出: 随着差异化程度 b值的降低 (即 b% 0),某企业产品的可接受价格 �i受

其对手的产品需求量 qj i& j 的影响越来越小。通过求解方程 ( 2. 1),容易得到需求函数如下:

q1

q2

=
�

1- b
2

- 1 b

b - 1

p1

p2

+
 

1- b
2

1 - b

- b 1

x1

x2

+
c

1+ b

1

1
( 2. 2)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需求函数中将差异化参数 b与消费者参数 �和  分离开来表示, 将有助于更好地分

析差异化战略对均衡的影响,这与通常的表达形式是不一样的。

本文再引用 Banker等 ( 1998)关于企业成本函数的如下表达式:

!i∀ ( ∀x i + v) qi + #x
2
i ( i= 1, 2)

由于两企业是对称的, 因此,假设它们有相同成本参数 v > 0, ∀> 0, # > 0。这里可以看出, 产品质量水平

x i不仅线性地影响企业的可变生产成本, 而且以二次函数形式影响企业固定成本。事实上,人们在开展市场

生产计划设计过程中经常使用这种非线性的成本函数模型 (参见 Desa,i 2001; K im and Chhajed, 2002等 )。

另外, 为了保证在最差质量水平 ( x1 = x2 = 0)和单位成本价格 (p 1 = p2 = v)下使得每个企业的产品需求量 qi

(p 1, p2, x1, x2 ) > 0, 假设 c- �v> 0。于是,两企业的利润函数可表示为:

∃1 ( p1, p2, x1, x2 ) = ( p1 - ∀x 1 - v ) q1 (p1, p2, x 1, x 2 ) - #x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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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逆需求函数是通过考虑二次效用函数 u (q1, q2 ) = - ( aq2
1 + 2bq1 q2 + aq2

2 ) /2+ c( q1 + q2 ),并最大化消费者剩余效用

[ u( q1, q2 ) - (�1 q1 + �2 q2 ) ]而得到的,更详细的细节可参阅文献 D ix it( 1979)和 Xav ier( 1988) ,不失一般性, 本文假设 a = 1。



∃2 ( p1, p2, x1, x2 ) = ( p2 - ∀x 2 - v ) q2 (p1, p2, x 1, x 2 ) - #x
2
2

假设上述基本信息都是两企业的共同知识,而且两企业同时采取决策行动, 本文构建了一个两企业基于

策略 p i, x i 与利润 ∃i i= 1, 2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三、纳什均衡解

显然,博弈模型的策略组合 p1, x1 , p 2, x2 为一个四维空间 R
2
+ ∋R 2

+中的向量, 其中 R + = 0, ¥ 。

根据企业利润目标最大化原则,利用多元函数极大值存在的充分条件, 如果存在点 p
*
i , x

*
i 满足如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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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3. 1)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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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i= 1, 2 ( 3. 2)

则模型存在纳什均衡解 p
*
i , x

*
i 。

通过计算并化简方程组 (3. 1),可得到如下矩阵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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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其中 T ∀  - �∀,表示相对于产品价格,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水平的估价,也可以表示市场对价格和质量水

平的敏感度,本文称之为市场敏感度。如果 T < 0,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水平的估价是一个负值,可理解为消

费者认为产品的质量 �言过其实  。在这种情形下,消费者就只关心产品价格,因此表示市场是一个价格敏

感市场。相反, 如果 T > 0,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水平的估价是一个正值, 认为产品的质量确实是 �物有所

值  ,于是消费者不太关心产品价格, 反而比较关心产品的质量,因此表示市场是一个质量敏感市场。#

( 1)如果 T = 0,则上述方程 ( 3. 3)可得到唯一解:

p1 = p 2 = 1- b c+ �v
� 2- b

, x1 = x2 = 0

( 2)如果 T& 0,则对方程 (3. 3)运用矩阵初等行变换方法可将其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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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我们通过该方程组最后两个方程,很容易推导出 p1 = p2, x1 = x 2的结论, 这样简化求解过程, 得到方程:

2�# 1+ b 2- b - T
2
x 1 = T c- �v ( 3. 5)

于是,得到方程组 ( 3. 4)有唯一解:

p
*
1 = p

*
2 =

T ( c∀-  v) + 2# ( 1+ b ) { ( 1- b ) c+ �v }
2�# ( 1+ b ) ( 2- b ) - T

2

x
*
1 = x

*
2 =

T ( c- �v)
2�# (1+ b) (2- b) - T

2

( 3. 6)

对于上述解 ( 3. 6)是否为极大点, 我们只需讨论是否在点 p
*

i , x
*

i 满足条件 (3. 2)式 (由于对称性,只需

讨论 ∃1 )。事实上,通过计算有
�2∃1

�p2
1

= -
2�

1- b
2 < 0,而:

25

# 在偏远的农村市场 ,由于居民的经济收入相对较低, 大多数消费者对市场上的产品 (农产品除外 )有一种 �没有什么好

产品到农村来 的心理,因此, 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估价是认为产品的质量 �言过其实 , 因此, 他们只关心价格; 而在大城市,

居民购买能力相对较高,往往市场的产品确实质量好, 消费者反而对价格不敏感,只关注产品的质量。



�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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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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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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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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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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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条件 (3. 2)等价于:

4#� 1- b
2

- T
2
> 0 ( 3. 7)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上述解为极大值点的条件。

在条件 ( 3. 7)下,由于显然有 2�# 1+ b 2- b - T
2
> 4#� 1- b

2
- T

2
> 0,同时因为产品质量水平 x1

不可能为负值且 c- �v > 0,故方程 (3. 5)当且仅当在 T > 0的条件下存在唯一纳什均衡解 ( 3. 6)。但这里值

得注意的是,如果 T < 0,即市场是一个价格敏感市场的时候, 根据方程 ( 3. 5)得到的解是一个负值,即:

x
**
1 =

T c- �v
2�# 1+ b 2- b - T

2 < 0

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均衡结果,在实际中不可能出现。另外,注意到:

�2∃1

�x2
1

= - 2
 ∀+ # 1- b

2

1- b
2 < 0

从而�∃1 /�x1是一个关于 x1的单调递减函数, 再加上这一阶偏导在此 x
**
1 点的值为 0, 故可推断这一阶

偏导函数�∃1 /�x1在区间 x
**
1 , ¥ 恒负,这说明企业的效益随着质量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由此可得出结论:

在价格敏感市场,企业不管价格如何,必将采取降低产品质量水平的策略使得自己效益最大化, 这就必然导

致 x
*
1 = x

*
2 = 0这一均衡结果。在这一均衡结果下, 企业只需要考虑价格这个单一的策略,此时需求函数变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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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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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利润函数变为:

∃1 ( p1, p2 ) = ( p1 - v) q1 ( p1, p2 ), ∃2 (p 1, p 2 ) = (p2 - v) q2 ( p1, p2 )

这样,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价格博弈问题。我们采取上述求解均衡解的同样方法,很容易得到价

格均衡解为:

p
*
1 = p

*
2 =

1- b c+ �v
� 2- b

此外,根据上面的分析结论,将均衡价格和均衡质量水平代入需求函数 ( 2. 2)式,相应地可以得到均衡

条件下企业的均衡需求量:

q
*

=
c+  x

*
i - �p

*
i

1+ b
( 3. 8)

到此,根据上述论证过程, 可得到如下的定理:

定理 1: 在基于产品价格和质量水平二维决策变量的竞争博弈中,企业采取差异化战略, 如果两企业差

异化程度 b和市场敏感度 T满足条件: 4#� 1- b
2

- T
2
> 0, 则博弈存在纯战略意义下的纳什均衡。特别地

有:

( 1)如果市场是一个价格敏感市场, 则当且仅当两企业差异化程度 b 和市场敏感度 T 满足

- 2 �# 1- b
2

< T < 0时, 存在唯一纳什均衡策略组合 p
*
1 , x

*
1 , p

*
2 , x

*
2 ,其中: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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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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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1 = x

*
2 = 0

相应地,企业产品的均衡需求量为:

q
*
i =

c- �v
1+ b 2- b

, i= 1, 2 ( 3. 9)

( 2)如果市场是一个质量敏感市场, 则当且仅当两企业差异化程度 b和市场敏感度 T 满足 0< T <

2 �# 1- b
2
时,存在唯一纳什均衡策略组合 p

*

1 , x
*

1 , p
*

2 , x
*

2 ,其中: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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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6



x
*
1 = x

*
2 =

T c- �v
2�# 1+ b 2- b - T

2

相应地,企业产品的均衡需求量为:

q
*
i = 2�# c- �v

2�# 1+ b 2- b - T
2, i= 1, 2 ( 3. 10)

由此定理可以看出:均衡解存在的条件是基于两企业具有一定的差异化,如果两企业几乎没有差异, 即

b的值趋近于 1,则两企业之间的博弈不存在均衡,除非市场 T = 0。

四、企业差异化战略对均衡的影响

前面分析了博弈均衡解存在的条件, 下面将在均衡存在的条件下进一步分析两企业采取差异化战略时,

差异化程度的变化对均衡的影响。

情形 1:在 - 2 �# 1- b
2

< T < 0的情况, 市场是一个价格敏感市场。根据定理 1, 可得企业均衡利润

和企业产品的均衡可接受价格分别为:

∃
*

=
1- b c- �v

2

� 1+ b 2- b
2, �

* ∀ �p*
i -  x

*
i =

1- b c+ �v
2- b

于是,可得到对一切的 0< b< 1- T
2
/ 4�# 恒有:

�∃*

�b
= - 2∃

* 1- b+ b
2

2- b 1- b
2 < 0,

��*

�b
= -

c- �v
2- b

2 < 0

这就充分说明均衡利润和均衡可接受价格都是单调递减函数。企业差异化越大,即 b值趋近于 0,则它

们获得的均衡利润以及产品的可接受价格都将越高。

根据 (3. 9)式,很容易计算得到均衡需求量 q
*
i 的二阶导数大于 0,在差异化程度 b= 0. 5时均衡需求量

最小, 而 lim
b% 0

q
*
i = lim

b% 1
q
*
i = c- �v /2达到最大值。由此说明:如果两企业差异化程度越大, 即 b值趋近于 0,

则不仅获得的均衡利润以及产品的可接受价格都将越高,而且需求量越大。如果两企业差异化程度越小,即

b值趋近于 1, 则虽然需求量变大,同样可以接近最大值 c- �v /2, 但均衡利润以及产品的可接受价格都将

越小。因此,企业采取差异化策略,尽可能地将提高差异化程度作为企业最佳战略。

情形 2:在 0< T < 2 �# 1- b
2
的情况, 市场是一个质量敏感市场。根据定理 1, 企业均衡利润和企业

产品的均衡可接受价格分别为:

∃
*

=
# c- �v

2
4�# 1- b

2
- T

2

2�# 1+ b 2- b - T
2 2

�
*

=
2�# 1+ b 1- b c+ �v - cT

2

2�# 1+ b 2- b - T
2 ( 4. 1)

类似地,通过计算可以证明
�∃*

�b
< 0恒成立,说明企业差异化越大, 即 b值趋近于 0,则获得的均衡利润

将越高。然而,对于企业差异化程度对均衡可接受价格 �
*
的影响问题, 根据 ( 4. 1)式计算均衡可接受价格

�
*
关于 b的偏导,得到:

��*

�b =
2�# c- �v T

2
- 2�# 1+ b

2

2�# 1+ b 2- b - T
2 2 ( 4. 2)

显然,根据 ( 4. 2)式,如果只从数学的角度,
��*

�b
> 0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T > 1+ b 2�#。但这里考

虑的是质量敏感市场,满足条件 0< T < 2 �# 1- b
2
,同时注意到 inf

b) 0, 1
1+ b 2�# = 2�#,因此,当 0<

T < 2�#时, 根据 ( 4. 2)式,对任意企业差异化程度 b) 0, 1 恒有
��*

�b
< 0。说明均衡可接受价格是企业差

异化程度 b的严格单调递减函数,并随着 b趋近于 0,均衡可接受价格达到最大值:

max�
*

= lim
b% 0
�

*
=

2�# c+ �v - cT
2

4�#- T
2

说明企业差异化程度越大,均衡可接受价格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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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只需在条件 2�# ∃ T < 2 �# 1- b
2
下讨论企业差异化程度 b对均衡可接受价格 �

*
的影响。

首先分别讨论
��*

�b > 0和
��*

�b < 0的充分必要条件。根据 ( 4. 2)式,
��*

�b > 0的充分必要条件为:

T > 1+ b 2�#

2�#∃ T < 2 �# 1- b
2

( 4. 3)

如果要求条件 (4. 3)非空,则必须满足条件 1+ b 2�# ∃ 2 �# 1- b
2
, 即等价于差异化程度 0∃ b∃

1 /3。再注意到:

( 1)当 0< T ∃ 4

3
2�#时恒有

T

2�#
- 1∃ 1

3
∃ 1-

T
2

4�#
;

( 2)当
4
3

2�# < T ∃ 2 �#时,恒有 1-
T

2

4�#
<

1
3

<
T

2�#
- 1。

于是,条件 ( 4. 3)可转化为关于差异化程度 b的不等式条件,用引理表示如下:

引理 1:在质量敏感市场, 如果 2�# < T ∃ 4
3

2�#, 则当且仅当 0∃ b < T

2�#
- 1时 ��

*

�b
> 0; 如果

4

3
2�# < T < 2 �#,则当且仅当 0∃ b< 1-

T
2

4�#
时
��*

�b
> 0。

类似地,根据 (4. 2)式,
��*

�b
< 0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0∃ T < m in 2 �# 1- b

2
, 2�# 1+ b 。同样将

该条件转化为关于差异化程度 b的不等式条件,得到:

引理 2:在质量敏感市场,如果 2�# < T ∃ 4

3
2�#, 则当且仅当

T

2�#
- 1< b< 1-

T
2

4�#
时
��*

�b
< 0。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 T > 2 �#且差异化程度 1-
T

2

4�#
< b< 1, 则博弈不存在均衡解。到此,我们根

据引理 1和引理 2可得到在市场敏感度 2�#∃ T < 2 �#范围内企业差异化程度 b对均衡可接受价格的影

响。

( 1)考虑在市场差异化程度满足 2�# ∃ T <
4
3

2�#的市场。根据引理 1和引理 2,当 0∃ b<
T

2�#
- 1

时,
��*

�b
> 0; 而当

T

2�#
- 1< b< 1-

T
2

4�#
时,
��*

�b
< 0。因此,只有当差异化程度 b=

T

2�#
- 1时均衡可接

受价格达到最大值:

max�
*

=
2c+ �v 2�# - 2cT

3 2�# - 2T

(2)考虑市场差异化程度满足
4
3

2�# ∃ T ∃ 2 �#的市场。由于当 0< b< 1-
T

2

4�#
时恒有

��*

�b > 0, 因

此,均衡可接受价格是差异化程度 b的严格单调递增函数。于是,最大均衡可接受价格为:

m ax�
*

= lim
b% 1
�

*
=

4�
2
#v- cT

2

4�#- T
2

综合以上分析,在一个质量敏感市场下,如果按照市场对质量的敏感度分为低度敏感、中度敏感和高度

敏感, 对应的敏感度区间分别是 0, 2�# , 2�#, 4 2�# /3 和 4 2�# /3, 2 �# ,则在质量低敏感的市

场,差异化程度愈大, 即 b越小,均衡可接受价格越高;在中度敏感的市场,当差异化程度 b= T / 2�# - 1

时达到均衡可接受价格的最大值,如果差异化程度继续变大,即 b值低于这一最大值点趋近于 0, 则均衡可

接受价格反而会降低;在质量高度敏感的市场,差异化程度越高,均衡可接受价格越低。

结合以上两种情形,可以将两企业差异化战略对纳什均衡状态的影响机理概括为如下定理:

定理 2: 在基于产品价格和质量水平二维决策变量的竞争博弈中,如果两企业采取差异化战略, 而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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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均衡状态存在,则:

( 1)对于价格敏感市场,在差异化程度值范围 0< b< 1-
T

2

4�#
内, 企业均衡利润和产品可接受价格都

是关于差异化程度值 b的严格单调递减函数,即都恒有
�∃*

�b < 0和
��*

�b < 0。

( 2)对于质量敏感市场,在差异化程度值范围 0< b< 1-
T

2

4�#
内,均衡利润是关于差异化程度值 b的严

格单调递减函数,即恒有
�∃*

�b < 0;而对于均衡可接受价格,有:

# 如果市场敏感度 0< T < 2�#,则均衡可接受价格是关于差异化程度值 b的严格单调递减函数,即对

一切差异化程度值 0< b< 1恒有
��*

�b < 0。

∗ 如果市场敏感度 2�# ∃ T <
4
3

2�#,则均衡可接受价格是关于差异化程度值 b的凹函数, 当 b =

T

2�#
- 1时均衡可接受价格达到最大:

max�
*

=
2c+ �v 2�# - 2cT

3 2�# - 2T

+ 如果市场敏感度满足 4

3
2�# ∃ T ∃ 2 �#,则均衡可接受价格是关于差异化程度值 b的严格单调递

增函数,即对一切 0< b< 1- T
2

4�#
恒有��

*

�b
> 0。

上面的分析及结论,我们并没有考虑是否要求均衡可接受价格 �
* ! 0的问题。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

出,在价格敏感市场, 均衡可接受价格是恒非负的,但在质量敏感市场, 根据 ( 4. 1)式, 当成本参数 c足够大

时,可能使得均衡可接受价格 �
*

< 0,这与常规的事实不太吻合, 通常应该要求均衡可接受价格 �
* ! 0。为

此,我们接下来在要求 �
* ! 0的条件下,对质量敏感市场差异化程度的取值范围进行分析。

根据 (4. 1)式,并注意到 c- �v > 0,显然 �
* ! 0的条件是:

0< T ∃ 2�# 1+ b 1- b+
�v
c
或 T > 2�# 1+ b 2- b

根据这一基本条件,并结合上面的分析过程,我们很容易得到如下结论:

( 1)在市场敏感度 0< T < 2�#的质量敏感市场,即低度敏感市场,对任意差异化程度 0< b< 1, �
* !0

恒成立。

( 2)在市场敏感度 2�# ∃ T <
4

3
2�#的质量敏感市场, 如果成本参数 c满足

2

3
∃ �v

c
< 1, 则 �

* ! 0恒

成立的条件是:

max 0,
�v
2c

-
�v
2c

+ 1
2

-
16

9
� ∃ b< m in 1,

�v
2c

+
�v
2c

+ 1
2

-
16

9
� 。

( 3)在市场敏感度 4
3

2�# ∃ T ∃ 2 �#的质量敏感市场,即高度敏感市场, 如果成本参数 c满足 2- 1
2

∃

�v
c

< 1, 则 �
* !0恒成立的条件是:

max 0,
�v
2c

-
�v
2c

+ 1
2

- 2� ∃ b< m in 1,
�v
2c

+
�v
2c

+ 1
2

- 2� 。

这一结论说明在质量中度敏感市场和高度敏感市场, 成本参数 c对均衡可接受价格具有影响作用。在

假设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成本参数 c如果大到一定的程度,均衡可接受价格将变为负值。同时如果差异

化程度超过相应的范围,同样会使得均衡可接受价格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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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根据定理 1的结论,在 �消费者购买商品时不仅考虑价格而且同时还考虑品质 的需求市场,两寡头企

业开展基于产品价格和品质的竞争博弈,只有在两企业具有一定的差异化程度下才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

如果市场是一个价格敏感市场,也就是相对于产品质量 (或品质 )而言,消费者更关注产品的价格, 则在达到

纳什均衡状态的市场下,双寡头企业要达到最大化的均衡利润,都必须采取高度差异化的策略, 形成自身非

常明显的企业特色。这样,随着差异化程度的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均衡可接受价格也越来越高。如果市场

是一个质量敏感市场,也就是相对于产品价格而言,消费者更关注产品的质量 (或品质 ),则在达到纳什均衡

状态的市场下,双寡头企业要达到最大化的均衡利润,同样都必须采取高度差异化的策略,形成自身非常明

显的企业特色。在质量低度敏感市场,差异化程度越高,消费者对产品的均衡可接受价格也就越高;在质量

中度敏感市场,则只有在差异化程度 b= T / 2�# - 1时消费者对产品的均衡可接受价格才达到最大值,

而且是唯一的;在质量高度敏感市场,则差异化程度越高,消费者对产品的均衡可接受价格越低。

本文研究成果是在假设两寡头企业对称, 即假设它们有相同成本参数条件下得到的, 因此适应于存在两

个实力相当的企业的市场。然而,市场中企业的实力往往不同,甚至实力相差很大。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差

异化战略对均衡解是否存在影响,影响的程度到底多大,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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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fect of F irm / s D ifferentiation Strategy on
Price and Quality Competition Gam e Equilibrium Solution

Gong R izhao and Liu L ing

( Schoo l of Business, Hunan Sc ience and T echnology Un iversity)

Abstrac t: Under such am arke t as the consum ers buy a comm odity in consideration o f not on ly the pr ice bu t a lso the quality leve,l

there must be a pr ice and qua lity com petition betw een two firm s if the tw o firm s both o ffer a product. In th is paperw e find that two firm s

both m ust adopt the d ifferen tia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ach ieve Nash equilibr ium. Further, if the degree of d ifference is m uch higher ,

the enterpr ises and the consum ers are m ore advantageous under the price sens itivem arke t.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qua lity sensitiv e

m arket, if them arke t/ s qua lity sensitive degree is relatively low, the enterpr ise and the consum ers are m ore advantageous w ith the

increasing deg ree o f d ifference; Wh ile the sens itive degree ism edium, the enterpr ises can choo se the appropriate differentiation degree

and w illm ax im ize the ir and the consum ers/ profits; W h ile the sensitive deg ree is very h igh, the higher leve l of the d ifference, them ore

profit the enterpr ises w ill ob tain bu t the less equilibrium profits consum ers w ill benefit.

K eyW ords: D iffe rentia tion Strategy; Gam e; Nash Equ ilibr 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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