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 势⼒ 垄断与买⽅垄断
⼀ 垄断
⼀ 平均收益 边际 收益

1平均收益 垄断者卖出每单位产⽣得到的价格 即市场需求曲线

2 边际收益 垄断者产出增加⼀单位引起 的总收益变化

3 关系

111 需求曲线向下倾斜时 价格平均收益1 ⼤于边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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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由上 边际收益曲线的斜率是需求曲线的两倍 同时⼆者截距相同
p

边际收益 MR 平均收益 A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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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垄断者的产量决策

1 利润最⼤化

111 令 边际收益 边际成本 MR MC 得到最优

121 利润 T1Q1max R1Q 1 C1Q 1

Q 1 AR A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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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竞争⾃由市场 垄断市场

111⾃由竞争市场 P AR MR MC

121垄断市场 P AR s MR MC

Tip 垄断市场收取了 ⽐⾃由竞争市场更⾼的价格 ⽣产了更少的产品

3 Notes

111 利润最⼤化 MC MR

121 收益最⼤化 MR 0

131 P MC时 垄断者没有达到利润最⼤化 应减少产量

三 定价的 ⼀个 经验 法则

1 推导

111 MR d P Qdd P D18 出 P Ed

21利洞最⼤化 MC MR P Ǜ
2 定价的经验法则

p Ed

MC 为边际成本 Ed为需求价格弹性

117
P n Èd 为在边际成本上的加成占价格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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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Ps MC 即
P吢 c 1 通常 Ed El is - 11

131 需求特别有 弹性 即 1Eal ⼼ 时 P MC 如此就 近似 ⾃由竞争

41 当 Ed E -10 时 垄断者会减少产出 提⾼价格 从⽽使 Edl 1

3 为实现利润最⼤化 ⼚商将会在 Ed ⼆ -1 处进⾏⽣产

四1 需求的移动
1垄断市场 ⽆ 供给 曲线

不存在价格和产量之间的⼀⼀对应关系

因为垄断者的产量不仅取决于边际成本 还取决于需求曲线

2 需求的移动可能会造成 P变Q不变 Q变P不变 均变

因为在相同价格可能对应不同的供给 不同的价格也可能有相同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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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未兑收的景乡响

1 假设政府对单位征收 ⼈的从量 税



111 MR MC t 解得 Qi

121 代⼊ Pi ⼆ ARIQiI 得到 P

Tip P Pott 说明价格的上升⼤于未兑收

2 垄断市场中 税收 可能导致价格⼤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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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1 多⼯⼚⼚商

1 原则

111各个⼯⼚的边际成本相同 1只能实现成本最低 ⽆法保证利润最⼤化1

121确定总产量 利⽤ MC ⼆ MR 得到各个⼚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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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垄断势⼒

1⼀ 需求曲线

1 ⼚商⾯临的需求曲线的形状 取决于它的产品与其他竞争者的产品的

差异度 以及⼏个⼚商相互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

2 ⼚商⾯临的需求曲线的 弹性 ⽐市场需求曲线⼤ 但也并⾮⽆穷⼤

1⼆1 垄断势⼒测量
1 勒纳指数 Lerner Index

度量垄断势⼒ 加成定价率

P PMC ⼆ Éd 1011

Ed是⼚商⾯临需求曲线弹性 不是市场需求弹性

P Me P
MC

pX MC

MR

AR PX MC

Mà
AR

Q Q Q

弹性越⼤ 越竞争 1左1 弹性越⼩ 越垄断 右 1

⼀ 垄断势⼒ 的来源 决定⼚商需求弹性的因素 Ed越⼩ L越⼤

1-1市场需求 弹性

1 ⼚商 ⾯临 的需求弹性 市场真正的需术弹性



I Edl 1EARI 1Ed market1

1 1 ⼚商数量

⼚商数量增加 各个⼚商的垄断势⼒均会下降

1 进⼊壁垒 阻⽌新竞争者进⼊

2 ⾃然垄断 版权 政府执照 规模经济 已有商誉

1三1 ⼚商间 的互动

1 ⼚商 间 的过度竞争 导致近⾃由竞争市场 垄断势⼒⼩

2 T商合作 合谋 1限制产量 提⾼价格 1 垄断势⼒⼤

四 垄断势⼒ 的社会成本
⼀ 社会 福利 分析
1 竞争性市场 P AR MR Pc Q

2 垄断市场 MR MC Pm Qm

P
MC

Pm

A B
Pc

C AR

MR

Qin Qc Q

消费者剩余变化 ΔCS A B

⽣产者剩余变化 OPS A C

总剩余变化 SS B C 垄断的社会成本



1⼆ 寻示且

1寻租 花费⼤量⾦钱在社会⾮⽣产性努⼒上 以获取 维持或运⽤

其垄断势⼒

2 举例

i 游说⾏为 使政府限制潜在 潜在竞争者进⼊市场

2 ⼴告

了1 避免 反托拉斯法 调查 的成本

141配备多余⽣产能⼒⽽不使⽤ 1误导潜在竞争者进⼊⽆价值市场

3 ⼚商 付出这些成本的 激励 与拥有垄断势⼒带来的利益相
从消费者转移到⽣产者 的利益 A 1 越⼤

垄断社会成本 B C I 越⼤

三 价格管制

1作⽤ 消除由于垄断势⼒造成的⽆谓 损失

2 价格管制 P 产量为 Qi 减少了⽆谓 损失

3 价格管制 Pc 产量为 Q I P M ⼆ ARI 相当于完全竞争 ⽆

涓损失 减为 0

4 价格管制 P3 产量为 Q3s 需求为 Q3d 出现 短缺 ⽆谓损失

5 价格管制 1¾ 低于平均成本最低点 ⼚商亏损 退出市场

这是因为 垄断企业往往具有⾼固定成本 低可变成本 当回报仅 能补充

可变成本时 企业选择退出 1 此时能够回收部分固定成本，补充可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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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A 真正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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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 晶竞争

四1 ⾃然垄断
1 ⾃然垄断 ⼀ 个⼚商能 以低于当有许多⼚商存在时的⽣产成本 ⽣产

整个市场的全部产量 规模经济1

平均成本曲线 ⼀直下降 规模经济災

且位于 边际成本曲线之上

2 1 MC⼆MR 垄断价格和产量 Pm Qm

2 AC⼆ AR ⽆垄断利润 是合理 的价格管制 Pr Qr

131 MC⼆ AR ⼚商亏损 不合理 退出 Pe Qe
P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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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Pe 亏损 MC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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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1管制 的实践

1 回报率管制 管制机构基于⼚商将获得的 期望 1回报率⽽允许

⼚商 制定的最⾼价格
1 回报率是决定因素 ⼚商的未折旧资本存量难以估计

21 回报率基于⼚商的实际资本成本 但该成本⼜基于管制机构决定

2 价格上限 基于⼚商的可变成本 过去价格 ⽣产率增⻓等 设置价格

上限 更灵活

五限制市场势⼒ 反托拉斯法
⼀ 反托拉斯法
1 反托拉斯法 禁⽌那些限制或可能限制竞争的⾏为
2 市场势⼒ 缺点

1 ⽆谓 损失

121 公平 正义问题

市场势⼒优点

⼩专利 版权保护创新企业的垄断⾏为

⼆ 约束⼚商的⾏为

1 平⾏⾏动
⼀

种隐性共谋的形式 其中 ⼀个⼚商会跟其他⼚商⾏动⽽达成⼀致

eg平⾏定价
2 掠夺性定价
迫使当前竞争者退出 经营并制⽌潜在竞争者进⼊市场 以获取



未来⾼额利润的定价⾏为

eng 强制 PC MC

3 兼并和 收购

⼏个⼚商合并成 ⼀个更⼤的或更具有市场主导⼒的⼚商
⼀个⼚商购买另 ⼀个⼚商的股票 从⽽控制另 ⼀个⼚商

4价格 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