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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竞争条件下的集团转移定价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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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不对称竞争条件下企业集团的转移定价决策问题. 得出存在上游竞争的条件下, 转移价格大于边际

成本; 存在下游竞争的条件下, 转移价格的大小取决于各下游企业最终产品的相互替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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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关于中间产品的转移定价问题, 在国内外的会

计和管理文献中进行过大量的研究[1213 ]. 然而, 这些

研究大都是在孤立的企业环境下考虑转移定价问

题, 没有考虑现实企业存在的竞争性环境对转移定

价决策的影响. 文献[ 14 ]提出了战略转移定价的思

想, 指出转移定价的制定不只是孤立的价格选择, 而

是在充分考虑竞争对手策略的基础上作出的一种战

略决策. 他们研究了最终产品具备线性需求的条件

下, 价格竞争的双头垄断企业, 最优转移价格应大于

中间产品的边际成本. 文献[ 15 ]在文献 [ 14 ]的基础

上研究了最终产品为一般需求函数的条件下, 价格

竞争的双头垄断企业, 当双方信息完全时最优转移

价格应大于中间产品的边际成本.

文献[ 14, 15 ]的结论是在对称性竞争的条件下

得出的, 即竞争双方都为实力均等、结构相似的企业

集团参与竞争. 而现实市场上除了对称性竞争之外,

还存在大量结构差别很大的企业之间的竞争, 即不

对称竞争. 例如, 企业集团的上游子公司与外部生产

相同或相似中间产品的独立公司之间的竞争, 或者

企业集团的下游子公司与外部生产相同或相似最终

产品的独立公司之间的竞争. 这些竞争对手不是一

体化的, 它们只生产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 并且直接

或间接地依赖于企业集团. 在这种竞争条件下, 企业

集团应如何进行转移定价决策.

本文分别从下游子公司和上游子公司均存在独

立的外部公司竞争两方面出发, 分析了不对称竞争

市场结构下企业集团的最优转移定价决策.

假设市场存在一垂直一体化企业集团, 由上游

子公司U 和下游子公司D 组成. 上游子公司生产一

种中间产品, 提供给下游子公司进一步加工成最终

产品, 销往外部市场. 企业集团为部分非中心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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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中间产品的转移价格由集团总部决定, 最终产品

的价格由下游子公司决定. 假设集团下游子公司由

一个风险中性的经理来经营, 经理的绩效以该子公

司的利润为基础, 因此下游子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

2　下游子公司存在外部竞争
　　假设企业集团在最终产品市场存在一竞争公司

R , 该公司的产品与集团的最终产品具有不完全替

代性. 公司R 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中间产品需要向

集团的上游子公司购买. 假定上游子公司具有足够

的生产能力以满足下游子公司和公司R 的需要.

假设最终产品市场由集团下游子公司D 和公

司 R 共同垄断, 两家企业之间进行价格竞争, 则最

终产品市场相当于伯川德竞争. 设下游子公司D 的

市场需求函数为Q D (pD , p R ) , 公司R 的市场需求函

数为Q R (pD , p R ) , 其中p D 和p R 分别为子公司D 和公

司R 的产品价格. 假定子公司D 和公司R 的产品同

属于一个产品大类内的不同品牌, 即两家企业的产

品具有一定的替代性, 但一方又不能完全替代另一

方. 用数学表达式表示如下:

5Q i

5p i
< 0,

5Q i

5p j
> 0,

5Q i

5p j
=

5Q j

5p i
,

5Q j

5p i
<

5Q i

5p i
,

i, j ∈ {D , R }, i ≠ j. (1)

式 (1) 中前两个不等式表示子公司D 和公司R 的产

品替代性, 即任一公司的产品需求随着自己本身价

格的上升而下降, 随着竞争对手价格的上升而上升.

上式中的等式表示需求交叉效应的对称性, 最后一

个不等式表示两公司的产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 即

任一企业都不能通过削价而完全垄断整个市场.

企业集团的决策过程为两阶段动态博弈: 第 1

阶段为集团总部决定提供中间产品给下游子公司D

的转移价格 T 和给公司R 的销售价格 p e; 第 2 阶段

为下游子公司D 和公司R 在集团总部制定的转移价

格 T 和销售价格 p e 的基础上, 同时决定各自产品的

市场价格 pD 和 p R.

设上游子公司U 的中间产品生产成本为单位

成本 C , 下游子公司D 加工中间产品的成本为单位

成本 cD , 公司R 加工中间产品的成本为单位成本 cR.

假设下游子公司D 和公司R 在决定产品市场价

格 pD 和 p R 时, 完全可以观察到集团总部的决策结

果 T 和 p e (对于竞争企业R 决策时不能完全观察到

集团总部的转移定价决策结果的情形, 将另撰文讨

论) , 则决策过程为两阶段完美信息动态博弈, 采用

逆推归纳法求解均衡结果. 为分析方便, 假设下游子

公司D 和公司R 生产一单位产品刚好需要上游子公

司U 提供一单位中间产品.

首先从第 2 阶段开始, 下游子公司D 和公司R

分别根据自身利润最大化, 确定最优的产品市场价

格 pD 和 p R.

m ax
pD

ΠD = (pD - cD - T )Q D (pD , p R ) , (2)

m ax
pR

ΠR = (p R - cR - p e)Q R (pD , p R ). (3)

　　 假设下游子公司D 和公司R 的利润函数是价

格的严格凹函数, 对式 (2) 和 (3) 求极值, 得两公司

的反应函数

5ΠD

5pD
= Q D (pD , p R ) + (pD - cD - T )

5Q D

5pD
= 0,

(4)

5ΠR

5p R
= Q R (pD , p R ) + (p R - cR - p e)

5Q R

5p R
= 0.

(5)

根据式 (4) 和 (5) , 可求出下游子公司D 和公司R 产

品的最优市场价格 p 3
D (T , p e) 和 p 3

R (T , p e). 可见公

司D 和R 的产品最优市场价格与中间产品的价格T

和 p e 有关.

然后, 进入第 1 阶段, 集团总部根据下游子公司

D 和公司R 对中间产品价格的反应, 确定达到集团

利润最大化的内部转移价格 T 和外部销售价格 p e.

m ax
T , p e

Π= (p 3
D (T , p e) - cD -

C )Q D (p 3
D (T , p e) , p 3

R (T , p e) ) +

(p e - C )Q R (p 3
D (T , p e) , p 3

R (T , p e) ). (6)

　　令 p 3
D = p 3

D (T , p e) , p 3
R = p 3

R (T , p e) , 对式 (6)

求极值, 并结合式 (4) 和式 (5) 进行化简得

5Π
5T

= (p 3
D - cD - C )

5Q D

5p R

5p 3
R

5T
+

　　　 (T - C )
5Q D

5pD

5p 3
D

5T
+

　　　 (p c - C ) 5Q R

5pD

5p 3
D

5T
+

5Q R

5p R

5p 3
R

5T
= 0,

5Π
5p e

= (p 3
D - cD - C )

5Q D

5p R

5p 3
R

5p e
+

　　　 (T - C )
5Q D

5pD

5p 3
D

5p e
+

　　　 (p e - C ) 5Q R

5pD

5p 3
D

5p e
+

5Q R

5p R

5p 3
R

5p e
-

　　　 (p R - cR - p e)
5Q R

5p R
= 0.

(7)

解上述方程组, 得

p e = C -
m (p 3

D - cD - C ) 5Q D ö5p R

(m - 5p 3
D ö5T ) 5Q R ö5p R

+

　　
(p 3

R - cR - C ) 5Q R ö5p R õ 5p 3
D ö5T

(m - 5p 3
D ö5T ) 5Q R ö5p R

, (8)

T = C +
(k + m ) (p 3

D - cD - C ) 5Q D ö5p R

(m - 5p 3
D ö5T ) 5Q R ö5p R õ 5Q D ö5p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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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n) (p 3
R - cR - C ) 5Q R ö5p R

(m - 5p 3
D ö5T ) 5Q R ö5p R õ 5Q D ö5pD

. (9)

其中

m =
5p 3

R

5T
5p 3

D

5p e
-

5p 3
R

5p e

5p 3
D

5T
,

n =
5Q R

5p D

5p 3
D

5T
, k =

5Q R

5p R

5p 3
R

5T
.

　　引理 1　 下游子企业的市场均衡价格, 随着转

移价格的增加而严格递增[15 ]. 即

5pD

5T
> 0,

5p R

5p e
> 0,

5p R

5T
> 0,

5pD

5p e
> 0. (10)

　　假设

5p D

5T
>

5p R

5T
,

5p R

5p e
>

5pD

5p e
. (11)

该假设条件表示中间产品价格对最终产品价格的直

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 即中间产品的转移价格 T 的

变动影响下游子公司D 的产品价格 pD 变动的幅度,

大于影响公司R 的产品价格 p R 的变动幅度; 而外部

销价 p e 的变动影响公司R 的产品价格 p R 变动的幅

度, 大于影响下游子公司D 的产品价格 pD 的变动幅

度.

由条件 (1) , (10) 和 (11) 可以得出,m < 0, n >

0, k < 0. 由式 (8) 得, p c > C , 即上游子公司U 销售

给竞争企业R 的中间产品价格大于边际成本.

由式 (9) 可以得出:

1) 当 k + n
k + m

< -
(p 3

D - cD - C ) 5Q D ö5p R

(p 3
R - cR - C ) 5Q R ö5p R

时, T

> C;

2) 当 k + n
k + m

= -
(p 3

D - cD - C ) 5Q D ö5p R

(p 3
R - cR - C ) 5Q R ö5p R

时, T

= C;

3) 当 k + n
k + m

> -
(p 3

D - cD - C ) 5Q D ö5p R

(p 3
R - cR - C ) 5Q R ö5p R

时, T

< C.

由上述分析过程可以看出, 当下游子公司存在

外部竞争时, 集团总部对竞争公司R 的中间产品销

售价格大于边际成本, 而对下游子公司D 的最优转

移价格的大小, 取决于下游子公司D 和竞争公司R

的产品的相互替代程度. 如果下游子公司D 和企业

R 的产品具有很强的替代性, 则集团总部通过较低

的转移价格, 使得下游子公司D 可以降低最终产品

的价格, 从而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增加集团的整体

利润, 因此转移价格小于边际成本; 如果下游子公司

D 和企业R 的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 则集团总部

通过提高转移价格, 可以从最终产品市场获得更多

的利润, 因此转移价格大于边际成本. 从而可得如下

结论:

结论 1　 当企业集团存在下游价格竞争时, 中

间产品转移价格的大小, 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

求特征.

在现实企业集团的决策应用中, 只要确定了最

终产品的市场需求函数, 则中间产品的转移价格也

随之确定.

3　 上游子公司存在外部竞争
　　 假设企业集团的上游中间产品市场存在一竞

争性公司 E, 该公司的产品与集团的中间产品具有

完全替代性. 为了控制集团内部成本, 引入竞争, 集

团允许下游子公司D 在中间产品生产企业U 和E 中

任意选购产品. 同时, 假定最终产品市场为不完全竞

争结构, 即下游子公司D 在最终产品市场存在其他

企业的竞争. 因此, 独立竞争公司E 生产的中间产品

既可以销售给集团的下游子公司D , 也可以销售给

其他企业.

假设集团总部规定上游子公司U 的中间产品

只能销售给下游子公司D. 设公司 E 和上游子公司

U 的生产成本均为单位成本 C , 下游子公司D 加工

中间产品的成本为单位成本 cD.

决策过程为: 首先, 集团总部和公司E 同时决定

销售给下游子公司D 的中间产品价格T 和p e; 其次,

下游子公司D 在转移价格 T 和外部供应价格 p e 的

基础上, 决定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 pD.

设下游子公司D 的市场需求函数为 QD (pD ,

p R ) , 其中: p D 为子公司D 的最终产品价格, p R 为其

他替代品的价格. 假定下游子公司D 从上游子公司

U 和公司 E 处购买中间产品的比例分别为 Ξ1 和 Ξ2,

其中 Ξ1 + Ξ2 = 1, 0 ≤ Ξ1 ≤ 1, 0 ≤ Ξ2 ≤ 1.

首先从第 2 阶段开始, 下游子公司根据自身利

润最大化, 确定最优的最终产品市场价格 pD , 即

m ax
pD , Ξ1, Ξ2

ΠD =

(pD - cD - Ξ1T - Ξ2p e)Q D (pD , p R ) , (12)

s. t. 　Ξ1 + Ξ2 = 1.

对式 (12) 求极值, 得

5ΠD

5p D
= Q D (pD , p R ) + (pD - cD -

Ξ1T - Ξ2p e)
5Q D

5pD
= 0, (13)

5ΠD

5Ξ1
= Q D (pD , p R ) (- T + p e) = 0. (14)

　　 根据式 (13) 可得, 最终产品的最优市场价格

p 3
D 与中间产品的转移价格 T 和公司 E 的供给价格

p e 有关, 即 p 3
D (T , p e). 由于企业集团的上游子公司

不能向外部市场销售中间产品, 其他替代品的价格

只与 p e 有关, 即 p 3
R (p e).

在第 1 阶段, 集团总部根据下游子公司D 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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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决定最优的转移价格 T.

m ax
T

Π= (p 3
D (T , p e) - cD - Ξ1C - Ξ2p e) ×

Q D (p 3
D (T , p e) , p 3

R (p e) ). (15)

令 p 3
D = p 3

D (T , p e) , p 3
R = p 3

R (p e) , 对式 (15) 求极

值, 得

5Π
5T

=
5p 3

D

5T
Q D (p 3

D , p 3
R ) + (p 3

D - cD -

Ξ1C - Ξ2p e)
5Q D

5p D

5p 3
D

5T
= 0. (16)

　　将式 (13) 代入式 (16) , 并令 f =
5Q D

5p D

5p 3
D

5T
, 求解

转移价格 T. 由式 (14) 得 p e = T , 代入式 (16) 得

p e = T = C -
(p 3

D - cD - C )
Ξ2f

. (17)

　　 由条件 (1) 和 (10) 知, f < 0, 根据式 (17) 得 p e

= T > C , 即存在上游竞争的市场结构下, 中间产品

的供给价格相等且大于边际成本.

结论 2　 存在上游竞争的条件下, 中间产品的

内部转移价格和外部供应价格相等, 且大于边际成

本.

该结论表明, 当最终产品市场为不完全垄断结

构时, 竞争公司 E 的中间产品除了供给下游子公司

D 外, 还可以供给其他公司, 而上游子公司U 只能销

售给下游子公司D , 因此公司 E 将以高于边际成本

的价格销售中间产品. 中间产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

导致其他企业的最终产品价格上升. 而对于寡头竞

争的企业来说, 一方提高价格, 另一方的最优反应也

是提高价格. 因此集团总部制定的转移价格必须高

于边际成本, 才能使下游子公司U 提高最终产品的

价格, 从而在最终产品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 最终达

到集团的整体利润最优.

4　 算例分析
　　假定下游子公司D 的市场需求函数为Q D = aD

- pD + dD p R , 公司R 的市场需求函数为Q R = aR -

p R + d R p D. 其中: aD , dD , aR , d R 为正常数, pD 和p R 为

子公司D 和公司R 的产品价格. 设上游子公司U 的

中间产品生产成本为单位成本 C , 下游子公司D 加

工中间产品的成本为单位成本 cD , 公司R 加工中间

产品的成本为单位成本 cR.

根据式 (4) 和式 (5) 计算出公司D 和R 的产品

价格分别为

pD =
2 (aD + cD + T ) + dD (aR + cR + p e)

4 - dD d R
,

p R =
2 (aR + cR + p e) + d R (aD + cD + T )

4 - dD d R
.

　　将 p D 和 p R 的计算结果分别代入式 (7) , 解方程

组得中间产品的内部转移价格T 和外部销售价格p e

分别为

T =
1

8 - d 2
D - 6dD d R - d 2

R
[ 3aD dD d R + 2aR +

　　2aR d 2
D + aD d R + cD (d R + 2d 2

D d R - 3dD ) +

　　cR (d 2
D + dD d R - 2) + C (8 - 2d R - 9dD d R +

　　dD d 2
R + d 2

D + d 2
D d R + 2d 2

D d 2
R ) ],

p e =
1

8 - d 2
D - 6dD d R - d 2

R
[aD (2dD + 2d R ) +

　　aR (4 + d 2
D - dD d R ) + cD (2d R + d 2

D d R -

　　dD d 2
R - 2dD ) + cR (d 2

D + 3dD d R - 4) +

　　C (4 + 2d R - 2dD - 3dD d R -

　　dD d 2
R - d 2

R + d 2
D d R ) ].

　　若进一步假设模型中的参数aD = aR = 8, dD =

d R = 0. 5, cD = cR = 2, C = 3, 则可以解得: 最终产品

的市场价格分别为 pD = 11, p R = 12, 中间产品的转

移价格为 T = 5, 中间产品的外部销售价格为 p e =

9.

由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对于存在下游竞争

的情况, 企业集团的中间产品定价实际是采用了差

别定价策略, 内部转移价格低于外部销售价格, 这与

现实情况完全相符.

对于存在上游竞争的情况, 由于结论比较直观,

故不再进行算例分析.

5　 结　 　语
　　本文分析了不对称竞争条件下企业集团的转移

定价决策问题, 得出存在下游竞争的条件下, 转移价

格的大小取决于各下游公司的产品的相互替代程

度. 如果下游公司的产品具有很强的替代性, 则转移

价格小于边际成本; 如果下游公司的产品具有较弱

的替代性, 则转移价格大于边际成本. 而存在上游竞

争的条件下, 转移价格大于边际成本. 在实际应用

中, 关键是确定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函数, 只要需求

函数已知, 则中间产品的价格也随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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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算法通过降低某一区域内抗体浓度的方式

来增加群体的多样性, 防止算法陷入局部最优. 其

代价是牺牲算法的一部分收敛性能, 这在优化问题

规模不大、搜索空间较小的情况下, 对算法的收敛性

能影响不甚显著, 如表 2 所示; 而在优化问题规模搜

索空间较大时, 对算法的收敛性能影响就非常显著,

如上面对 F 8 的优化问题. 在不采用精英交叉策略

时,A IA ,DBA IA 和M DBA IA 在给定的进化代数内

均不收敛; 而采用精英交叉策略时, 这 3 种免疫算法

的收敛性能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充分说明了精英交

叉策略对免疫算法的收敛性能有重要作用.

5　结　　论
　　本文利用精英交叉策略和抗体相似矩阵的概

念, 存储每一进化世代中目标函数的变量值以减少

译 码 工 作 量, 并 对 DBA IA 进 行 改 进, 得 到

M D KBA IA. 仿真结果表明, 精英交叉对基于信息熵

和基于欧氏距离的免疫算法的性能均有很大改善;

M D KBA IA 在保持良好的收敛性能的同时, 运行速

度比D KBA IA 有极大的提高, 已接近遗传算法的运

行速度.

　　本文给出的只是关于精英交叉策略和

M D KBA IA 的初步结果, 但这些结果是令人鼓舞的.

关于精英交叉策略和 M D KBA IA 运行机理,

M D KBA IA 的适应性, 算法的微观参数 (如 r) 的选

取等, 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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