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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方博弈模型的网络交易平台收费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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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网络交易平台因向消费者提供商品信息而发展壮大!但学界对其收费机制仍缺乏系统认识#本文通过建

立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了网络交易平台"厂商与消费者的市场作用与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因为消费者处理信息的

能力有限!所以由网络交易平台为其加工信息并获得盈利#其中!将优先展示席位拍卖给厂商是实现盈利的重要

形式!因为展示席位的收费与消费者自行获得商品信息的成本有关!所以网购市场上服装类商品逐渐代替图书类

商品#另外!随着消费者愿意网购更昂贵的商品!交易平台与厂商的合作趋于稳定!获得信息成本较高的商品被挤

出市场!因此消费者网购中品牌商品逐渐代替个人出售的非品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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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网络购物已经成为零售行业的发展方向#中国

网购额连续数年保持
=#T

以上的增长率!

!#"=

全年

为
"9CD

万亿元!占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9C@T

!目前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电子商务第一大

国(

"

)

#

网购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突破了时间"

地域限制!向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样"全面的商品信

息#同时!网络交易平台以广告和收费展示席位为

主要收入来源!表面来看似乎违背了其向消费者提

供更多商品信息的市场功能!事实上却并未影响网

购对消费者效用的提高#究竟使用何种收费机制!

使网络交易平台在不损害其市场功能的条件下通过

信息服务获得盈利!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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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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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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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对网络交易平台的收费

机制进行研究#他假设网络交易平台只是一个罗列

商品信息的窗口!并不具备加工处理信息的功能#

消费者和厂商为了进入窗口而支付费用#该研究假

设消费者可以处理无限多的信息!这不符合事实情

况#其结论也与
]0/h).

(

=

)的研究成果矛盾!后者认

为信息平台需要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才能藉此盈利#

本文认为正是因为消费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才

需要网络交易平台帮助其对信息进行加工#后者也

由此获得盈利#

较新的研究关注于网络交易平台利用信息优势

获得盈利对市场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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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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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网络交易平台的应用确实增强了消费者处理信

息的能力!使其能购买到更便宜的商品#但同时也

确认了用,低价-商品带动,高价-商品盈利的,诱饵-

策略#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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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认为交易平台会通过多样化和个性

化自己的商品来限制消费者对商品的比价!从而避

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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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影响

消费者的搜索顺序来获得更多利润#

然而以上研究缺乏对行业整体发展趋势的解

释#事实上!网络交易平台的收费机制对近年来我

国网购行业出现的两种发展规律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一是网站所经营的商品种类由单一的图书音像

制品!向日用百货"服装类商品转变&当当网"亚马

逊'#二是网站的交易双方发生变化!网购由
%!%

&消费者间'模式转向
V!%

&商家对顾客'模式#本文

将用模型推演和算例分析!对购物网站的收费机制

如何推动这两种转变进行解释#

本文以交易平台降低消费者获得信息的时间"

精力成本为出发点!重新构建了网络交易平台的收

费机制模型#该模型从现实状况出发!说明了消费

者对信息处理能力的欠缺!才是网络交易平台加工

信息并获得盈利的根本原因#广告和收费展示席位



作为加工信息的一种方式!并未违背其市场功能#

基于对该收费机制的客观认识!本文对我国网购行

业近年来的发展规律进行了较深入的解释!为行业

发展和企业决策提供了依据#

"

!

三方博弈模型

"#!

!

模型主要假设

&

"

'消费者自行获得商品信息需要花费时间成

本!且花费的时间成本与愿意支付的商品价格呈

正比#消费者购买商品是为了获得效用!在实际

使用之前!对商品的效用估计越高!消费者愿意支

付的价格也越高#通常消费者用来估计商品效用

的行为包括听取其他消费者的使用评价"查看商

品介绍和观看广告等!这些行为都需要付出时间

成本#所以当消费者为估计商品效用花费的时间

越多!获得商品信息越充分!愿意支付的购买价格

也就越高#

&

!

'存在信息成本不为零的竞争市场#一般性

的市场假设中!所有厂商生产同质产品!具有相同的

边际成本%长期中不存在亏损的生产厂商!因此市场

上同质商品的最低售价为边际成本#根据假设&

"

'!

本文认为消费者处理商品信息需要花费时间成本!

因此将市场中信息成本为零的假设放松!即市场中

信息成本为正#

&

=

'购物网站的展示席位可以降低消费者获得

商品信息的成本!因此消费者偏爱观看展示席位#

8/.'/(

(

?

)认为在互联网环境下!信息的供给是指数

增长!而消费者的信息需求是线性增长#巨量的信

息造成信息超负荷问题!而且在网络环境下!存在劣

质信息驱逐优质信息的现象#因此!购物网站根据

消费者喜好进行推荐"降低个人搜寻成本的作用变

得更加重要#

&

$

'通过使用展示席位购物!消费者节省了时

间%而节省时间的效用补偿使得消费者愿意为展示

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时间与收入的替代效应是广

泛存在的!

6,0,̂

(

C

)曾提出随着闲暇的减少!工资的

效用递减#因此本文假设!消费者愿意支付一定的

溢价!来换取闲暇时间的增多#

&

D

'购物网站提供的展示席位有限!厂商需要

通过竞拍才能获得展示席位#购物网站通过控

制展示席位的数量来操纵厂商的竞拍行为!从而

获得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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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使用

相同的假设!将展示席位的拍卖植入消费者搜索

模型#

"#"

!

博弈过程及主要变量的设置

网络交易平台&简称交易平台'"厂商和消费者

的博弈过程如下$交易平台决定对消费者的收费价

格!并通过决定广告时间和广告席位的数量来决定

对厂商的收费!最终实现总收费最大化#而厂商通

过先观测交易平台给出的广告时间和广告席位数

量!然后根据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预测来决定为获

得广告席位所付出的代价!即决定竞拍价格和广告"

非广告商品的价格!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观

测交易平台的收费价格"厂商的广告和非广告商品

的价格!根据自身效用函数决定对交易平台收费"广

告商品和非广告商品的支付意愿并完成购买!以实

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模型主要变量设置及其含义见

表
"

#

"#$

!

博弈主体行为建模

!9=9"

!

交易平台的行为建模

根据假设
D

!交易平台的收益由两项组成$

!

+

V

P

E

P

DE

*=

第一项为对厂商的收费!即广告席位数量
V

与

广告席位竞拍价
E

和商品销量
DE

的乘积!其中竞拍

价格
E

由厂商依据广告时间
.

E

和广告席位数量
V

决定%第二项为对消费者的收费
=

!受约束于消费者

的支付意愿
=

)

#交易平台选择广告席位数量
V

"广

告时间
.

E

和对消费者收费价格
=

以最大化收益$

2/e!

+

2/e

&

V

P

E

P

DE

'

*

2/e

=

S9.9

=

"

=

)

&

"

'

!9=9!

!

消费者行为建模

假设全部消费者是一个闭合连续集!给定其效

用函数
=

&

.

!

?

'!花费时间和金钱都使效用降低!所

以
*

=

*

*

.

$

#

!

*

=

*

*

?

$

#

#将获得商品信息的成本

一般化为时间
.

!由假设
"

可得!消费者愿意为商品

支付的价格为
?

&

.

'!

?

&

.

'

(

#

!

?

J

&

.

'

(

#

#当消费者

不购买广告商品时!自行获得全部商品信息需要花

费时间成本
.

7

!愿意为商品支付价格
?

&

.

7

'!如果花

费时间
.

E

&

.

E

$

.

7

'!只能获得商品的部分信息并只愿

意支付价格
:

7

)

+

?

&

.

E

'%当消费者购买广告商品

时!花费较少的时间成本
.

E

就可以获得商品的全部信

息!且愿意为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

E

)

+0

:

*

:

7

)

#

由
?

J

&

.

'

(

#

!

.

E

$

.

7

!可得
?

&

.

7

'

#

:

E

)

(

:

7

)

+

?

&

.

E

'

(

#

!因此当消费者只花费
.

E

时间来购物时!愿

意为广告商品支付高出的差价
0

:

!其大小受消费者

效用函数约束!由假设
=

"假设
$

得#

=

&

.

E

!

:

&

.

7

''

)

=

&

.

7

!

:

&

.

7

''

#

=

&

.

E

!

?

&

.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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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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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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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主要变量设置及含义

决策变量

决策主体 变量 描述 变量 描述 变量 描述

交易平台
V

广告席位数量
.

E

广告时间
=

对消费者收费价格

厂商
E

广告席位竞拍价格
:

E

广告商品价格
:

7

非广告商品价格

消费者
=

) 广告费支付意愿
:

E

)

广告商品支付意愿
:

7

)

非广告商品支付意愿

其他变量
=

&

.

!

?

' 消费者效用函数
DE

广告商品销量
.

7

非广告信息获取时间

!!

注$

.

7

"

=

&

.

!

?

'为外生给定!

DE

为均衡过程决定#

!!

消费者决定广告商品的支付意愿
:

E

)

"非广告

商品的支付意愿
:

7

) 和广告费支付意愿
=

)

!以最

大化其效用
=

-

$

2/e=

+

2/e=

&

.

!

?

' &

=

'

!9=9=

!

厂商行为建模

7

家厂商生产一种同质商品!边际成本为
-

(

#

#由假设
!

得!市场上同质商品的最低售价为
?#

+

-

(

#

#在价格
?

处!所有厂商面临连续且非增的总

需求函数
D

&

?

'#由假设
D

得!在价格
:

E

处!厂商销

量
DE

由竞争市场需求函数决定%在价格
:

7

处时!厂

商销量
D7

由寡头垄断博弈决定!则有$

对于不使用广告席位的厂商!给定消费者的支

付意愿!其潜在预期利润为$

%

7

+

(

?

&

.

E

'

)

-

)

P

D7

&

$

'

其中 (

?

&

.

E

'

)

-

)为每件商品所获利润#

对于使用广告席位的厂商!给定消费者的支付

意愿!其潜在预期利润为$

%

E

+

&

:

E

)

-

'

P

DE

)

E

&

D

'

其中 &

:

E

)

-

'为每件商品所获利润!

E

为厂商

支付的广告席位竞拍价格#

厂商决策广告席位竞拍价
E

"广告商品定价
:

E

和非广告商品定价
:

7

!以最大化其利润$

2/e

%+

2/e

&

%

=

!

%

E

' &

@

'

"#%

!

模型求解

决策参数给出的顺序为交易平台"厂商和消费

者#根据交易平台所决策的
V

!厂商通过对消费者

行为的估计&包括市场需求函数
D

&

?

'"消费者愿意

支付的商品差价
+

:

'!决策
E

"

:

E

和
:

7

#然后!消

费者根据外生的
.

7

"交易平台决定的
.

E

以及自身的

效用函数
=

.

!

=

?

决定
:

E

)

"

:

7

) 和
=

)

#若
=

"

=

)

!

则消费者愿意购买广告商品!反之则不购买%若
:

E

"

:

E

)

!

:

7

"

:

7

)

!则消费者继续购买商品!反之

则不再购买#

实际的决策顺序与参数给出的顺序相反!所以

这个博弈过程需要用逆向归纳的方法求均衡解#本

文按照实际决策顺序!从消费者行为开始考察!由消

费者面临的外生变量和决策变量求解其最优购买行

为!进而求解厂商和交易平台的最优决策行为#

!9$9"

!

消费者行为求解

给定获得商品信息的成本
.

7

!

.

E

和消费者效用

函数
=

&

.

!

?

'!因为
?

J

&

.

'

(

#

且
*

=

*

*

.

$

#

!

*

=

*

*

?

$

#

!由&

!

'"&

=

'式得最大化条件为$

*

=

*

*

.

+*

=

*

*

?

&

?

'

即当消费者花费时间和花费金钱边际效用相等

时!其总效用函数最大化!因为货币流动性无限大!

假设
*

=

*

*

?

斜率为负且不变#根据假设
$

!

*

=

*

*

.

曲线的斜率递减!则消费者决策如图
"

所示$

图
"

!

消费者决策

!!

曲线
*

=

*

*

?

与
*

=

*

*

.

的切点处 &

.

E

!

?

&

.

E

''满

足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当花费时间成本
.

7

!

.

7

(

.

E

时!消费者愿意付出金钱
?

&

.

7

'!使花费金钱的效用

损失等于节省时间的效用补偿!即
=

&

.

E

!

:

&

.

7

''

)

=

&

.

7

!

:

&

.

7

''

+

=

&

.

E

!

?

&

.

E

''

)

=

&

.

E

!

?

&

.

7

''!因为

*

=

*

*

?

斜率为负且不变!可得$

0

:

+

*

=

&

.

E

!

:

&

.

7

''

)*

=

&

.

7

!

:

&

.

7

''

*

=

&

.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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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消费者愿意为广告商品支付的差价#可知当

消费者花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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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告席位!席位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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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即新增的广告席位不影响消费者的支

付意愿!因此新增广告席位的消费者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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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消

费者对广告席位的支付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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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行为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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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场达到均衡时!厂商使用广告席位和不使

用广告席位的预期利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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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均衡状态下!厂商对使用广告席位可得垄

断利润的预期#由于企业需要竞拍取胜!才能获得

广告席位!则企业的竞拍出价直接相关于对
E

的估

计!为简单起见!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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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厂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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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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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均匀分布!即

上下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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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风险中性#

E

为公共价值!所以竞

拍厂商之间对
E

的估价会互相影响#以英式拍卖

为例!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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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估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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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全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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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过程中!最早退出的是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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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取胜其预期收益相同#剩余的厂商会推断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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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交易平台广告席位数量的最优决策#

证明如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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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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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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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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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式!在给定范围内!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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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大而增大!因此最优决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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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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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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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选择不使用广告席位!则广告席位的厂商收益为

负!不会为广告席位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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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平台收

益为零!对消费者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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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占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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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例分析及淘宝网应用

用具体函数算例来分析本文结论!为求形式简

洁!选用符合假设条件的特定数值!以下皆同#假定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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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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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

跳跃至最大值!如图
!

所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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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席位决策数量与广告厂商垄断利润

!!

随着广告席位决策数量
V

的变动!由&

"C

'式可

得使用广告席位的厂商垄断利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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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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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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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而增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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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使用广告席位的厂商失去垄断

地位!垄断利润消失为零!失去竞拍广告席位的动

机#因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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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平台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决策与厂商利润最大化

的行为决策相背离!两方的合作破裂#因此!商品信

息获得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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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间!为交易平台和厂

商的合作范围#

当
.

7

满足合作范围时!交易平台和厂商有着稳

定的合作关系!随着
.

7

的增大!通过使用广告席位

获得的垄断利润在厂商和交易平台之间的分配如图

=

所示#

如图
=

可见!随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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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大!交易平台获取的

利润分配迅速上升!此结论解释网购市场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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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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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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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垄断利润在厂商和交易平台之间的分配

发展趋势!即网络购物平台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将

其所经营的商品种类由单一的图书音像制品!向日

用百货"服装类商品转变#在实际购买中!服装类商

品获得商品信息的成本
.

7

显著高于图书音像类商

品!因此交易平台获得的利润分配也更高#参照淘

宝商城&天猫'公布的不同商品种类收费费率!服装

类商品的收费费率是图书类商品收费费率的
!9D

倍#同理!在汽车类商品中!二手车的真实商品信息

获得成本
.

7

远高于新车!因此收费费率是新车的
!#

倍#如表
!

所示#

其他大型网络交易平台如当当网"卓越亚马逊!

原先以经营图书音像制品起家!但是图书商品
.

7

较

小!利润率低!为了提高盈利他们采取了将业务重心

转向服装"家电类商品的策略!其中卓越亚马逊于

!##I

年就实现了图书业务低于
D#T

"多元化经营的

目标#这也是新增的网络交易平台多数集中在商品

.

7

较大行业的原因#新增的销售平台如凡客诚品"

唯品会等!其主营的商品种类以服装"化妆品为主!

商品
.

7

较高!因此能够给网络交易平台带来更高的

利润率#

下面的算例用于解释电子商务市场的第二个发

展趋势!即
%!%

转向
V!%

#将上面算例中消费者网

购额的支付意愿加大!维持其他函数不变!则厂商面

对的反需求函数变为
?

+

2

*

<

D

+

"@#!

)

D

!即消

费者愿意为广告商品支付的最高价格变为原来的

=9!

倍!对网购的接受程度大大提高#由&

C

'"&

"@

'

式和临界条件
2

)

V

&

2

)

-

'

&

V

*

"

'

+

:

E

) 得消费者为广告

商品支付的差价
0

:

和广告市场成交量
D

!如图
$

所示#

!!

由图
$

可见!

2

)

V

&

2

)

-

'

&

V

*

"

'

+

:

)

E

对应的
.

7

值

由
@9D

减小到
@

#当
.

7

(

@

时!广告市场成交量就

减少为零!即
.

7

2

(

@

!

@9D

)的商品被挤出广告市

场#这说明随着消费者愿意网购更昂贵的商品!厂

商与交易平台的合作更稳定!因此部分
.

7

较高的商

品被挤出#同时!消费者为广告商品支付的差价

0

:

从
I9D

降低到
C

!即交易平台拍卖广告席位获得

的收益降低#一般来讲!品牌商品的
.

7

更低!因此

随着国内消费者对网购接受度增高!网购市场上的

非品牌商品被挤出#在国内网购市场日渐成熟的趋

势下!淘宝网原有的
%!%

业务利润降低!只能转向

V!%

业务!因此选择与品牌厂商合作并放弃部分商

品
.

7

较高的小商家#这些小商家为避免失业!用围

攻品牌商家的行动胁迫淘宝网!最终引发网络暴力

事件#

图
$

!

反需求函数改变前后市场成交量

%

!

结语

网络交易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渠道!其主

要作用是降低消费者获得商品信息的时间"精力等

成本#本文针对此特征建立三方博弈模型!研究了

网络交易平台的收费机制并得出如下结论$当消费

者自行获得商品信息所需的时间成本不断增加时!

消费者支付意愿"广告席位的最优供给量和厂商的

广告商品定价均随之上升#即在不超过临界条件的

情况下!消费者自行获得商品信息所需成本越高!网

络交易平台对该商品种类收费越高#但如果某种商

品的信息获得成本超过临界条件!交易平台供给的

广告席位数量超过市场承载能力!交易平台与厂商

的最优决策行为背离!双方的合作将破裂#基于收

费机制的这些性质!一方面!网络交易平台为了获取

更高的利润!由经营图书制品转向经营服装"百货等

商品种类#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者对网络购物接受

度提升!更经常地网购昂贵商品!双方的合作趋于稳

表
"

!

淘宝商城"天猫#不同商品种类收费标准

天猫经营类目 新车 书籍 音像 汽车用品 服饰配件 女装 男装 内衣 二手车

费率
#9D#T !T !T =T DT DT DT DT "#T

+

#$"

+

中国管理科学
!!!!!!!!!!!!!!!!!!!!

!#"$

年



定!临界条件对应的获得商品信息的时间变小!使得

原先广告市场上获得信息所需成本较高的部分商品

被挤出!因此呈现出个人间交易让位于品牌销售的

趋势#遵循这种趋势!网络交易平台在
%!%

业务中

通过拍卖广告席位获得的盈利将会进一步减少!因

此转向
V!%

业务并通过协助厂商建立商品品牌是

新收费机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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