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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一个垄断案例

▪ 美国微软公司（Microsoft）多年前设计的Windows

软件获得了专利，从此确立了其市场垄断地位。

▪ 有趣的是，微软公司多次被政府起诉，涉嫌反垄断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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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我们将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

▪ 什么是垄断？

▪ 垄断者如何决定它们产品的价格与数量？

▪ 垄断者对社会的福利有何影响？

▪ 政府能对垄断做些什么？

▪ 什么是价格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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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 垄断（monopoly）：一个没有相近替代品的产品

的唯一卖者的企业，例如视窗操作系统的生产者

微软公司。

▪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没有近似替代品的企业。

▪ 本章我们将学习垄断，并将它与完全竞争对比。

▪ 关键的区别1：垄断企业具有市场势力（market power），

能影响它出售产品的市场价格，是价格制定者。一个竞争

性企业则没有市场势力，是价格接受者。

▪ 关键的区别2：竞争性企业的P=MC，而垄断企业的P>MC。

例如，视窗系统的定价大约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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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产生垄断

◼ 垄断产生的基本原因是进入壁垒——其他企业不

能进入市场。

◼ 进入壁垒形成的三个原因：

◼ 1、垄断资源：生产所需要的关键资源由单个企

业所拥有。

◼ 比如，南非钻石公司戴比尔斯公司（DeBeers）拥

有世界上大约80%（<100%）的钻石矿藏。

◼ 然而，人造钻石出现后，该公司市场份额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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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产生垄断

◼ 2、政府管制：政府给予单个企业排他性生产某

种物品或劳务的权利。

◼ 比如，专利法、知识产权法授予某个企业独家拥有

某项技术或发明。例如，苹果公司的iTunes系统。

◼ 又比如，政府通过法令授予一家企业特许经营权。

例如，某市的垃圾处理交给一家公司运营；全北京

市只有一家公交公司。

◼ 思考：政府管制可能突破吗？美国1920年禁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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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产生垄断
3、自然垄断（生产技术）：一个企业能能够以低于

其他企业的成本向整个市场供应一种所需的物品

或劳务。

Q

成本

ATC

1000

$50

例如：1000 个家庭需要

电力

电力

由于固定成本
很大，而边际
成本很小，ATC

曲线向下倾斜

如果一个企业向
1000个家庭供应
电力的平均总成
本比两个企业分
别向500个家庭供
应电力的平均总

成本更低
5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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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产生垄断
◼ 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通常是公用事业

（utilities），包括自来水、电网、电话网络、道

路、桥梁、邮政网络等。

◼ 这些公用事业具有两种特征：存在巨大的沉没成

本或固定成本、互联互通。

◼ 在某些情况下，市场规模也是决定一个行业是否

自然垄断行业的一个特征。例如，当人口少时，

一座桥就是自然垄断，但当人口增多时，两座桥

可能是更合适的。

◼ 涨知识：长江上有几座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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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企业与垄断企业的需求曲线

◼ 垄断企业如何决策？

◼ 在完全竞争市场，市

场需求曲线向下倾斜

◼ 但对每个市场价格，

一家竞争企业面临的

需求曲线是水平的

◼ 企业只能改变产品数

量而不能改变价格，

因此对竞争企业而言：

MR = P

D

P

Q

一家竞争企业的需
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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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企业与垄断企业的需求曲线

◼ 垄断企业是唯一的卖者，

它的需求曲线就是整个市

场的需求曲线，因此必然

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市场

势力）

◼ 根据需求定律，为了卖出

更多产品，垄断企业必须

降低价格

◼ 垄断企业将选择需求需求
上哪一点呢？ D

P

Q

一家垄断企业的需
求曲线



主动学习 1

垄断者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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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P TR AR MR

0 $4.50

1 4.00

2 3.50

3 3.00

4 2.50

5 2.00

6 1.50

n.a.

Common Grounds是小

镇上卡布奇诺咖啡的

唯一卖者

表中表示了对卡布奇

诺咖啡的市场需求

将该表填写完整

P与AR有什么关系？P

与MR有什么关系？



主动学习 1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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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P = AR, 和竞

争市场一样

MR < P, 而竞争性企

业的MR = P

1.506

2.005

2.504

3.003

3.502

1.50

2.00

2.50

3.00

3.50

$4.004.001

n.a.

9

10

10

9

7

4

$ 0$4.500

MRARTRPQ

–1

0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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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Grounds的需求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

-3

-2

-1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6 7 Q

P, MR

MR

$

需求曲线(P)

1.506

2.005

2.504

3.003

3.502

4.001

$4.500

MRPQ

–1

0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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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垄断者的边际收益

▪ 增加产量对收益有两种影响：

▪产出效应：更高的产出增加收益

▪价格效应：价格下降减少收益

▪ 竞争厂商没有价格效应，因此多增加一单位产量

就多增加一单位收益（P=MR）。

▪ 垄断企业为了多增加一单位产量，必须降低它出

售的每一单位产品的价格，这拉低了已经出售的

各单位的收益。因此，MR < P。 平均值（P=AR）

下降的原因是边际值（MR）下降得更快。

▪ 如果价格效应超过产出效应，MR 甚至可能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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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最大化

▪ 与竞争性企业一样，垄断者最大化它的利润直到

MR = MC

▪ 所不同的是：对于竞争企业，P=MR=MC；对于

垄断企业，P>MR=MC。

▪ 一旦垄断者决定好生产数量，它将把消费者为那

个数量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作为市场价格

▪ 垄断者从需求曲线上找出这个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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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最大化

1. 利润最大化的产

量直到MR = MC，

反证法证明。

2. 从需求曲线上找

出这个产量所对

应的价格

产量

成本与收
益

MR

D

MC

利润最大化产量

P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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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最大化



17

垄断者的利润

像竞争性企业一样，

垄断者的利润

= (P – ATC) x Q

产量

成本与收
益

ATC

D

MR

MC

Q

P

A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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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者没有供给曲线

◼供给曲线表示给定价格下的产量对应

◼一个竞争性企业把价格作为给定的，有一条供给曲

线，表示出它的产量如何取决于价格

◼一个垄断企业是一个“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

格接受者”，因此产量并不取决于价格，而是由MC、
MR与需求曲线共同决定

◼因此，垄断者没有供给曲线，但这并不代表它不需

要做出供给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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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垄断与非专利药品

◼ 新药的专利权
给了卖者一个
短期的垄断

◼ 当专利过期时，
市场变成竞争
性市场，出现
非专利药品

◼ 对比之下，垄
断价格更高，
但产量更低

MC

数量

价格

D

MR

PM

QM

PC =

QC

一种普通药品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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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的福利代价

▪ 对社会计划者来说，要使总剩余最大化，总剩余=

生产者剩余（利润）+消费者剩余

▪ 对生产者角度来说，垄断提高了企业的利润

▪ 对消费者来说，在竞争性市场均衡时，P = MC 并

且总剩余最大化

▪ 从价格来看，在垄断均衡时，P > MR = MC

▪买者对额外一单位产出的评价(P)大于生产额外一
单位产出的成本(MC) 

▪垄断产量太低—如果产量增加，总剩余也会增加

▪因此，垄断会导致无谓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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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MC

无谓损失

P

MC

垄断的福利代价

从产量来看——

竞争均衡：

产量 = QC

P = MC

总剩余最大

垄断均衡：

产量 = QM

P > MC

产生无谓损失
产量

价格

D

MR

MC

QM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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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的福利代价

▪ 垄断引起的无谓损失类似于税收引起的无谓损失。

▪ 税收是打入消费者支付意愿（需求曲线）和生产

者成本（供给曲线）之间的一个楔子。

▪ 垄断者通过收取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其市场势

力相当于一笔额外的税收（垄断税）。

▪ 这两种情况都会使销售量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 区别：政府得到了税收，而垄断企业得到了垄断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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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的福利代价

▪ 垄断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产量低

于使总剩余最大化的产量，从而使经济蛋糕变小。

▪ 但是，垄断利润本身并不是问题。因为利润只是

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收入转移，这并不改变经

济蛋糕的大小。垄断企业也可以用这些利润来进

行创新和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 然而，如果垄断企业为了获取或维持自己的垄断

地位，可能用垄断利润进行游说、影响公共政策，

那么此时垄断的社会损失不仅包括无谓损失，也

包括这些寻租（rent-seeking）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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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歧视

▪ 歧视：根据人们的一些特征而来进行区别对待，

比如种族或性别

▪ 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以不同价格向

不同顾客出售同一种物品的经营做法

▪ 竞争性市场不存在价格歧视

▪ 垄断厂商可以制定价格策略，因此具备价格歧视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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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歧视：一个案例

▪ 假设曼昆教授的教材由Cengage Learning公司出

版，稿酬是200万美元，印刷成本近似于0。

▪ 该书能够吸引两类读者：一类是10万粉丝，这些

粉丝愿意为本书支付30美元；另一类是40万普通

读者，他们愿意支付5美元。

▪ 如何确定一个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呢？

▪ 价格为30时，销量为10万，销售额为300万美元，

利润为100万美元；价格为5时，销量为50万，销

售额为250万美元，利润为50万美元。

▪ 因此，最优的统一定价为30美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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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歧视：一个案例

▪ 上述决策产生了无谓损失。有40万名读者愿意支

付5美元买书，而生产的边际成本为0，这导致了

200万美元总剩余的损失。

▪ 假设销售部门发现这两类读者分属于两个隔离的

市场：美国和中国。

▪ 一种定价策略是：对10万名粉丝收取30美元/本，

对40万普通读者收取5美元/本。总计销售额500万

美元，净利润为300万美元。这就是价格歧视。

▪ 案例：珍藏版/纪念版/限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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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歧视：一个案例

▪ 关于价格歧视的三个结论：

▪ （1）价格歧视是最大化垄断者利润的理性策略。

价格歧视优于统一定价。

▪ （2）价格歧视要求能够根据消费者支付意愿区分

顾客。套利会破坏价格歧视。

▪ （3）价格歧视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因为价格歧视

可以消除垄断定价中固有的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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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剩余

无谓损失

垄断利润

完全价格歧视与单一价格垄断

统一定价时，垄断者

对所有的买者收取相

同的价格 (PM)

存在无谓损失

MC

产量

价格

D

MR

PM

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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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利润

完全价格歧视与单一价格垄断

这里，垄断者生产竞

争市场的产量，但收

取的价格是他或她的

支付意愿

这被称作完全价格歧

视

垄断者以利润的形式

获得了所有的消费者

剩余，却没有无谓损

失！

MC

产量

价格

D

MR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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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中的价格歧视

▪ 现实世界中，完全价格歧视不可能出现：

▪没有企业知道所有买者的支付意愿

▪买者也不会把它告诉卖者

▪ 因此，企业根据一些它们所观察到的特征把消费

者分为若个群体，像支付意愿有关的特征，比如

年龄。这些属于三级价格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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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歧视的例子

电影票

对老年人、学生以及可以在工作日下午看电影的

人们实行折扣，因为他们的支付意愿要低于那些

在周末晚上买全价电影票看电影的人们。这其实

是三级价格歧视。

飞机票价

对提前预定的乘客实行折扣，可以帮助航空公司

把商务旅行者（通常有更高的支付意愿）从高价

格弹性的旅游乘客中区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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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歧视的例子

折扣券

有时间收集折扣券的人们通常收入和支付意愿都

较低

助学金

低收入家庭对他们子女大学教育的支付意愿也较

低，学校通过价格歧视可以给低收入家庭提供补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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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歧视的例子

数量折扣

买者的支付意愿随着数量增加而下降，因此企业

对购买量大的买者收取的平均价格要低于购买量

小的买者。这其实是二级价格歧视。

例如：电影院对一小罐爆米花定价$4，而对差不

多是它两倍大的一罐爆米花却只定价$5 

问：“双十一”打折是哪种价格歧视？“大数据杀

熟”属于价格歧视吗？合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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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垄断的公共政策

▪ 用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增强竞争

▪禁止一些反竞争的行为，允许政府打破垄断

▪例如：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克莱顿法案
(1914)

▪美国政府于1984年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拆分为八个小贝尔公司

▪反托拉斯法也有代价，会使企业丧失合并带来的
“协同效应”

▪中国的《反垄断法》于2008年实施，主要反对三
种垄断行为：操纵市场价格；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经营者集中。

▪大数据时代，如何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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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垄断的公共政策

▪ 管制/规制（regulation）

▪政府机构设定垄断价格

▪对于自然垄断，在任一产量上 MC < ATC ，因此
边际成本定价会导致损失

▪如果这样，管制者可以补贴垄断者或者把价格定
为P = ATC 来使垄断者赚到零利润（拉姆齐定价）

▪其它规制手段：收益率管制、数量管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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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垄断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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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垄断的公共政策

▪ 公有制/国有化

▪例如：美国的邮政服务

▪问题：公有制通常是无效率的，因为企业没有利

润激励去降低成本

▪ 不作为

▪每一项政策都有它的缺点，因此最好的政策是没

有政策

▪斯蒂格勒（Stigler）：在我看来，美国经济“市

场失灵”的程度远远小于根植于现实政治制度中

的经济政策不完善所引起的“政治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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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垄断的普遍性

▪ 竞争与垄断：总结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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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垄断的普遍性

▪ 现实世界中，纯垄断很少见

▪ 然而，许多企业都有市场势力，这是由于：

▪只出售一种独特的产品

▪拥有一个很大的市场份额，没有有力的竞争对手

▪ 在许多情形中，大多数结果都适用于本章，包括：

▪边际成本的加成定价

▪无谓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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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 详见word文档



内容提要

▪ 垄断企业是其市场上的唯一卖者。垄断的产生是由

于进入壁垒，包括：政府造成的垄断，对关键资源

的控制，或者所有产出的规模经济

▪ 垄断企业面临着向右下方倾斜的产品需求曲线。因

此，它必须降价才能售出更多的数量，而这会使边

际收益低于其物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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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垄断企业通过生产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产量来

实现利润最大化。因边际收益低于价格，垄断价格

必须大于边际成本，这会引起无谓损失

▪ 垄断企业（以及其他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试图对

有更高支付意愿的消费者收取更高的价格来增加利

润，这种行为称为价格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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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管制垄断：用反托拉

斯法来增强竞争，或者把垄断企业变为政府经营的

企业。由于这些方法都存在问题，最好的选择可能

是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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