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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广告的需要及博弈分析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竞争日趋激烈，经常表现为在若干

个大公司间进行的激烈角逐。对于这些大公司而言，单纯依

赖传统的竞争手段已很难在竞争中取胜[1]。广告是企业联系
消费者的纽带，是用来塑造企业形象、增强产品知名度的重

要手段；网络在当今社会的应用已十分普遍，借助网络作为

企业营销的工具也日益得到重视[2]。下面以博弈论为工具来
分析网络广告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中的应用。

假设网络广告对需求的促进作用是即期的，也假定网

络广告不出现定位等错误，产品质量等与网络广告相吻合。

令 I为网络广告投入费用，市场中企业 i，j都作网络广告宣
传，则显然两个企业的网络广告投入费用相互影响。以 i企
业为例分析，则 j企业的 Ij将视 Ii而定，即是 Ii的函数 Ij

（Ii），而企业 i的市场需求 q既与市场总需求 Q（或与总需求
曲线 D）有关，也与 Ii和 Ij（Ii）有关。则 i企业利润最大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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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即为 i，j互施网络广告的博弈影响。显然：
（1）琢越大，Si越大，即企业对网络广告的投入越大，市

场占有率越高，这解释了我国（国际上也是）企业重视网络

广告宣传的原因。

（2）Si与渣着渣成正比，说明网络广告对弹性大的产品作用
更显著。这解释了为何某些行业特别钟情于网络广告宣传，

而粮食、食用油等网络广告宣传却收效不大。

（3）Si不仅与 e i
q 有关，还与 e j

q·e j
i有关，即与（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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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反比。如其他因素不变，则谁追加的网络广告宣传费比率

越大，谁越有利；相反谁投入越小，则越不利。设 ei
q、e j

q等不

变，di>0（i、j 都有追加投资的动机），当 d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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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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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e j

i>1，显
然，e j

i越大，Si越小；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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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进一步说明了在市场中已树立良好形象的企业，为何还

愿意花巨资来做网络广告，且在有对手竞争时其动机还更

强烈。特别地，当 e j
i=0，S忆i=琢·渣着渣/ei

q，显然有S忆i>Si，说明对手 j
不做网络广告宣传时 i企业将取得最大的市场占有率。这
就是我国企业面对著名外国企业网络广告进攻时为何也热

衷网络广告宣传的内在机理。

2 恶性网络广告的博弈分析

下面用博弈论的工具对恶性网络广告竞争的机理做一

个分析。假设市场上存在生产相同产品的两个厂商，产品无

差异（或产品的差异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无法为消费者获

知），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为常数 Q，该产品的市场价格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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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 P，为简单起见，厂商 i的生产成本不计，网络广告成本
计为 A i；厂商选取网络广告费用为博弈的决策变量，实现利

润最大化的目标。对不完全信息市场的特点和消费者行为

做出以下假设：淤消费者无法获取足够的产品质量等方面
的信息，对产品质量的判断完全依赖网络广告信息。于消费
者总是购买他认为质量好，即网络广告宣传最多的商品。盂
如果两种商品的网络广告宣传相当，一半消费者会购买第

一种商品，另一半消费者会购买另一种商品，即两厂商平分

产品市场。榆产品的网络广告宣传效果与网络广告投入完
全正相关。

那么对厂商 i而言，其面临的市场需求为：
0 若 A j>A i

Q 若 A j<A i

Q/2 若 A j=A i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该模型的唯一纳什均衡是 A i=A j=P，此时厂商平分市场
需求时，任何一方都不能通过单方面背离该策略集合来提

高自己的利润水平，因此（P，P）是该模型的唯一均衡解。
由对模型的分析可见，当网络广告成为影响消费者购

买行为的唯一变量时，企业间网络广告博弈的唯一稳定结

果是提高网络广告投入直到利润降到最低水平，此时厂商

会陷入恶性网络广告竞争。

3 对网络广告监管的建议

假设市面上有两种商品———优质品 G和劣质品 B[3]。两
类生产者都为其产品做网络广告（根据前文分析网络广告

已成为商家必备的手段）。经营者可选择作真实网络广告和

作虚假网络广告（这里假设优质产品的商家信誉好，只作真

实网络广告）。作真实网络广告时，优质品以价格 pG出售，

劣质品以 pB出售，pG>pB；做虚假网络广告时，优质品和劣质

品都以价格 pG出售。设优质品的生产成本为 cG，劣质品为

cB，则经营者作真实网络广告销售优质品获得的利润为
仔G=pG-cG，销售劣质品的利润为 仔B=pB-cB，显然 仔G>仔B；当消

费者不购买时，经营者获得利润为零。网络广告费用相同并

记入成本。经营者清楚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利润，消费者对

产品信息不清楚，只能凭经验判断。消费者觉得网络广告是

真实的，那么买到优质产品的效用为 uT=V -p；如网络广告
是虚假的，花优质产品的价钱却买到劣质品，则消费者还有

福利损失 v，故消费者的实际效用为 u云=V-p-v；无论网络广
告真假，消费者不买的效用为 0。

我国目前对网络广告的监管主要来自法规、行政机关

的查处和消费者监督。设法律法规规定的对虚假网络广告

的处罚额度为 M，M使作为理性的经营者可判断法律对虚
假网络广告行为的威胁程度；行政机关对虚假网络广告查

出后国家给予的鼓励，用行政鼓励系数 b（0<b<1）表示，b 反
映了国家行政机关查处虚假网络广告的积极性，监管者是

否查处虚假网络广告与 b 有关；消费者的索赔成本与消费
者福利损失 v 有关，不妨以 v 表示。

经营者、消费者和监管者都是理性的，经营者、消费者

追求效用最大化。经营者对监管者查处虚假网络广告的积极

性依据经验做出评价，并以此估计自己的可能损失为 bM。
根据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分析方法，采用海萨尼转

换将其转化为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引入一个虚拟

的“自然”博弈方，称为博弈方 0，由它来随机抽取产品的类
型。假设优质产品的概率为 姿，则劣质产品的概率为 1-姿。博
弈问题的扩展形如图 1。

由图 1可知，可通过调节各个参数的大小来达到提高
市场效率的目的。

3.1 bM的优化 监管者关于处罚额的政策选择和查处的

积极性直接关系到经营者做真实或虚假网络广告的选择。

加大对虚假网络广告的处罚力度，是遏制虚假网络广告的

重要措施。对模型有唯一的纳什均衡解（购买，真实网络广

告）的条件 pG-cG>pG-cB-bM做变换得：bM>cG-cB。该不等式

可理解为：当处罚额大于经营者作虚假网络广告获得的超

额利润，则经营者会“自觉”作真实网络广告。事实上对虚假

网络广告的查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不足以遏制虚假网络

广告，从而导致虚假网络广告泛滥。从经济人的角度看，经

营者把处罚也看作“成本”，既然可以赚钱为什么不做虚假

网络广告?以上分析证明，从网络广告行政管制的角度看，
一方面需要提高法律对虚假网络广告的处罚额度，另一方

面，提高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积极性也是重要的措施。

3.2 姿的优化 客户的期望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姿的
值。如果通过一定的手段提高 姿的值即可提高客户的期望
收益，使客户有更大的信心购买到优质产品。根据前面的假

设，姿指在一次博弈中，优质产品的概率，相当于消费者对
产品好坏的一个判断。我们可采用一定的方法为客户的判

断提供依据，使其更加清楚地了解产品的好坏。

可通过建立收集生产者档案体系，由专门的信息管理

机构来负责体系的统一管理，可向消费者提供生产企业的

软硬件环境、人员素质、历史交易数据，方便消费者的判断。

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通过现场试用或先使用后付款的方

式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改善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现象，达到提高市场效率的目的。

3.3 营造完全信息的环境 也可通过完全信息改变博弈

模型，因为在完全信息的环境中竞争会使企业自然而然地

提升自身竞争力。可用博弈论工具加以说明。

假设完全信息市场上存在生产同种商品的两个垄断厂

商 [4]，他们面临共同的线性需求曲线：P=a-b（q1+q2）；又假设
两个企业进行网络广告投资，确定的网络广告数量分别为

xa1，xa2，由单位网络广告所产生的平均需求为 茁，而两个厂
商的单位成本设为 c1、c2，单位网络广告的平均发送成本设
为 cai，由网络广告所产生的需求函数为：P=a-b茁（xa1+xa2）。对
完全信息市场作以下假设：淤市场为完全信息，两个寡头厂

（下转第 47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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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博弈问题的扩展形
Fig. 1 Extention of gam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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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该试验结果表明，丁布的存在抑制 PAL活性。已有报
道指出，肉桂酸、色氨酸等一些氨基酸是 PAL活性的抑制
剂，但在这些抑制剂中有些氨基酸是丁布生物合成的前体，

但具体是哪种物质，且以什么方式来控制 PAL活性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如何调节丁布含量和 PAL活性来提高作物本
身的抗性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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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Cultivar
播种后 40 d 40 d after sowing

倒 1叶 The first from the top 倒 3叶 The third leaf from the top 倒 1叶 The first from the top
丁布含量 DIMBOAcontent椅滋g/g FW PAL活性 PALactivity椅U 丁布含量 DIMBOAcontent椅滋g/g FW PAL活性 PALactivity椅U 丁布含量 DIMBOAcontent椅滋g/g FW PAL活性 PALactivity椅U

登海 11号 Denghai No. 11 212.29依2.2 a 9.66依0.07 abc 109.27依0.44 a 11.74依0.39 ab 25.99依0.49 a 14.22依0.20 a
临奥 1号 Linao No. 1 190.25依1.26 b 9.35依0.51 bc 91.05依0.55 b 11.75依0.23 ab 18.64依.028 b 12.48依0.16 c
连玉 5号 Lianyu No. 5 134.5依1.09 c 9.68依0.31 abc 83.37依0.65 c 10.86依0.08 cd 19.42依0.61 b 12.82依0.10 c
中农大 236 Zhongnongda 236 55.01依2.41 d 10.22依0.18 ab 31.69依0.22 d 11.76依0.11 ab 7.77依0.21 e 13.37依0.15 b
玉美头 102 Yumeitou 102 19.47依0.45 e 10.57依0.18 a 11.37依0.16 e 10.89依0.14 cd 11.11依0.55 cd 11.73依0.06 c
桂玉 505 Guiyu 505 17.91依0.54 e 9.99依0.36 abc 10.0依0.17 f 11.18依0.27 bc 11.83依0.21 c 10.61依0.12 d
正大 619 Zhengda 619 16.51依0.36 e 9.08依0.20 c 9.30依0.21 f 10.43依0.12 d 9.96依0.18 d 10.60依0.14 d
金赛 6850 Jinsai 6850 15.47依0.35 e 9.54依0.30 bc 7.65依0.18 g 11.97依0.24 a 11.04依0.33 cd 13.62依0.25 b

播种后 50 d 50 d after sowing

品种Cultivar
播种后 60 d 60 d after sowing

倒 3叶 The third leaf from the top 倒 1叶 The first from the top 倒 3叶 The third leaf from the top
丁布含量 DIMBOAcontent椅滋g/g FW PAL活性 PALactivity椅U 丁布含量 DIMBOAcontent椅滋g/g FW PAL活性 PALactivity椅U 丁布含量 DIMBOAcontent椅滋g/g FW PAL活性 PALactivity椅U

登海 11号 Denghai No. 11 13.17依0.23 a 15.44依0.14 a 11.12依0.11 c 33.78依0.16 a 7.68依0.2 b 28.65依0.16 a
临奥 1号 Linao No. 1 10.19依0.15 c 13.94依0.08 d 15.51依0.67 a 21.09依0.05 e 8.29依0.09 a 20.62依0.04 g
连玉 5号 Lianyu No. 5 12.19依0.17b 15.17依0.15 ab 12.69依0.12 b 32.04依0.11 b 7.09依0.15 c 17.35依0.10 h
中农大 236 Zhongnongda 236 6.92依0.23 d 14.79依0.15 bc 5.65依0.11 f 33.98依0.19 a ND 23.66依0.13 d
玉美头 102 Yumeitou 102 ND 14.82依0.11 bc 7.39依0.22 e 32.03依0.10 b ND 21.32依0.05 f
桂玉 505 Guiyu 505 6.37依0.20 e 13.82依0.07 d 8.43依0.12 d 31.75依0.09 b ND 26.25依0.04 c
正大 619 Zhengda 619 7.09依0.19 d 15.03依0.20 ab 4.45依0.20 g 26.33依0.15 d ND 26.71依0.07 b
金赛 6850 Jinsai 6850 ND 14.54依0.12 c 6.04依0.05 f 28.55依0.21 c ND 21.74依0.07 e

播种后 50 d 50 d after sowing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依标准误；ND表示未检测到；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在 0.05水平上有差异。Note: Data in the table are mean依standard error. ND means not detected. Different letters in a row mean differences at 0.05 level.

表 1 玉米倒 1叶倒 3叶中 PAL活性与丁布含量的关系变化
Table 1 Chang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L activity and DIMBOA content in the first and third leaf from the cor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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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都掌握市场需求情况；于各厂商根据对手采取的行为，并
假定对手继续如此行事，来做出自己的网络广告策略。盂两
个厂商同时决策；令 c忆ai=cai /茁，它表示产生单位需求的平均
网络广告成本，并令 ci忆=c i+cai忆，表示在网络广告竞争下产品
的单位市场成本或市场渗透成本。

两企业追求：max[a-b茁（xa1+xa2）-ci]茁xai（i=1，2）
解得两个厂商的反应函数：

R1（xa2）=xa1= a-C忆12b茁 - xa22 ；
R2（xa1）=xa2= a-c忆22b茁 - xa12 ；
xa1= a+c2忆-2c1忆3b茁 ，xa2= a+c1忆-2c2忆3b茁 ；

仔1=（a+c圆忆-2c1忆）2
9b ，仔2=（a+c1忆-2c2忆）2

9b
该结论对于指导我国企业进行网络广告竞争有着极为

重要的意义：首先，企业网络广告竞争要考虑到自己和对手

的市场渗透成本，量力而行。其次，在完全信息市场条件下，

厂商的均衡利润 仔和 茁值无关。即厂商提高利润的途径不
在于网络广告投入的不断增加，而在于提高自身的核心竞

争力（如产品质量、研发和售后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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