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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企业兼并模式选择

程贵孙, 陈宏民, 孙武军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52)

摘 要:在上游垄断、下游双寡头竞争和上下游均为双寡头竞争的两种市场结构下, 基于网络外部性建立了标的企

业兼并模式选择模型,分析了被兼并的标的企业以横向兼并和纵向兼并为选择的对策均衡。结论表明, 在上游垄

断、下游双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标的企业兼并模式的选择不受网络外部性的影响, 而在上下游均为双寡头竞争

的市场结构下网络外部性的强度会影响到标的企业兼并模式的选择。最后, 在福利分析的基础上也表明了政府与

标的企业在兼并模式选择上存在着直接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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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外部性 是指某个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

消费该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这

种网络外部性效应依赖于产品的网络规模, 即用户

安装基础( Installed base) ,用户安装基础越大, 产品

的网络规模就越大, 网络效应就更强[ 1- 2] , 也就是

说产品的网络规模越大外部性经济就越明显, 当网

络规模超过某一特定的值, 即临界容量 ( Crit ical

M ass)时, 网络外部性就会急剧扩大。比如在电信

产业市场, 消费者享受的电信服务的效用随着更多

的加入到该电信网络的其他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

加,因为该消费者可以和越来越多的其他电信消费

者进行通信,那么拥有该电信网络的服务对该消费

者的价值也越高。近几年来, 在产品具有网络外部

性特征的企业的兼并活动层出不穷,如 1998年北方

电讯并购 BayNetwork; 2000 年美国在线兼并时代

华纳; 2001年惠普收购康柏; 2005年联想完成收购

IBM 全球 PC业务等。在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产

业市场中, 企业间的兼并消除了企业产品间的不兼

容性,扩大了产品用户规模,相应地提高了消费者效

用,因此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企业兼并活动所导

致的社会福利一般有所改善。Lee和 Katayama 利

用比较静态模型对上下游各存在两家厂商的电讯市

场上的纵向兼并行为进行了分析[ 3]。Econom ides

研究了由功能不同的互补组件所组成的产品市场中

企业纵向兼并的问题, 但是他所考虑的产品是一般

性的普通产品,没有考虑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产

品,因此其结论也不能推广到所有类型的产品[ 4]。

Jeffrey等则研究了由硬件及其互补的软件构成的系

统产品市场上企业纵向圈定问题, 研究表明当硬件

生产商兼并软件生产商导致软件生产商并不再不与

其他硬件生产商兼容时,纵向圈定产生,但他们没有

考虑网络外部性因素对纵向圈定条件的影响[ 5]。

Fumagalli等研究了在上下游市场分别为双头垄断

的市场结构下,上游企业兼并和下游企业兼并的效

率问题,研究表明当兼并合约可以观察时,下游兼并

和上游兼并的效果是一样的
[ 6]
。Huck等基于同质

产品市场和线性成本函数,对具有不同战略力量的

企业横向兼并行为做了研究,结果表明两个具有不

同战略力量的企业之间总存在兼并动机, 但兼并对

社会福利造成损失[ 7]。Creane 等对企业兼并的研

究方法有独到之处, 他们假设企业兼并后会形成一

个多部门的企业, 该企业把参与兼并的各方看作是

错位竞争的独立的部门, 多部门企业与未兼并的企

业之间进行古诺竞争, 研究认为在企业兼并形成垄

断且没有成本协同效应的情况下, 任何兼并都使未

参与兼并的企业受损, 并且当兼并包括 4个企业时,

数目相对较小的行业参与者的兼并能够使兼并企业

受益,社会福利增加[ 8]。Volker 等在重复博弈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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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考察了纵向垂直兼并对上游企业的合谋能力的

影响, 研究表明纵向兼并会加剧上游企业的合谋行

为[ 9]。

国内学者陈宏民及其合作者近年来就企业兼并

和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企业兼并问题, 作了一系

列比较系统的研究[ 10- 15]。文献[ 10]考察了同一产

业中具有纵向关系的三家企业, 当下游投入品在生

产函数中是可替代的情形下, 根据市场需求变化, 通

过企业兼并活动可达到优化产品结构和实现产业结

构重组的目的。文献[ 11, 12]研究了以信息技术产

业为代表的一类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产业中, 大

企业收购有技术潜力的小企业的动机和可实现性。

研究表明, 主要的收购动机来自技术的负外部性的

压力, 长期技术战略追求和市场风险偏好。文献

[ 13]在产品战略关系内生的基础上,研究了为获得

产品协同的企业兼并动机, 表明当企业兼并存在产

品协同效应时, 普遍存在兼并动机。文献[ 14]运用

垂直产业差异化模型研究了当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

特征时企业实行纵向兼并的动机问题, 表明网络型

产业的企业更有动机去实施纵向兼并。文献[ 15]研

究了市场中允许后续进入的企业兼并策略, 市场的

允许后续进入削弱了企业的兼并动机。

目前,对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企业兼并

问题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单维度的分析, 即要么纵向

兼并分析要么横向兼并分析, 并且分析的主体是实

施兼并行为的企业(主兼并方)。然而, 在现实兼并

活动中,被兼并的标的企业往往并不是完全被动地

接受主兼并方企业的兼并方式, 它可以选择来自不

同方向(纵向或横向)的兼并方式以最大化其收益,

因此横向兼并或纵向兼并都可以是被兼并的标的企

业战略选择的方式。本文的独特之处就是以被兼并

的标的企业为研究主体, 考察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

特征的企业成为其他企业兼并对象的标的企业时,

该企业对来自不同方向的兼并模式的多重选择问

题,标的企业可以考虑选择上下游之间的纵向兼并

模式, 也可以考虑同行业内的横向兼并模式。本文

研究的重点在于:当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企

业在选择兼并模式时, 网络外部性强度是如何影响

标的企业兼并模式的选择。

2 问题描述与模型建立

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产业中存在着纵向产品

关系的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 上游企业给下游企业

提供中间产品, 下游企业利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

品,并在最终产品市场上与其他企业进行价格竞争。

假定上游企业之间是同质性的, 下游企业之间也是

同质性的,且下游企业生产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需

要一个单位的上游产品。不失一般性, 考虑产业内

上下游企业间有两种不同的市场结构: ( 1)市场结构

I:上游垄断、下游双寡头竞争。上游市场只有一家

企业提供 U1 中间产品给下游企业;下游存在两个

企业 D 1 和 D 2, 它们在最终产品市场进行价格竞

争。(2)市场结构 II : 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均为双

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上游两家企业 U1 和 U2 向

下游企业提供中间产品并进行价格竞争; 下游企业

D1 和 D 2在最终产品市场上进行价格竞争。在市

场结构 I 中当下游企业D1 成为被兼并的标的企业

时,上游企业 U1 和下游企业 D2 可以进行兼并的投

标竞争, 下游企业 D 1 从它们的投标报价中选择能

够最大化其收益的兼并模式;在市场结构 I I 中, 当

上游某一企业成为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时, 它将面临

上游横向兼并或下游纵向兼并的两种模式选择, 当

下游某一企业是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时, 它也可选择

上游纵向兼并模式或下游横向兼并模式。

根据文献[ 1] [ 3] , 我们假设下游企业最终产品

市场反需求函数分别为:

p i= 1- qi- qj+ f ( q
e
i ) (1)

其中 i , j = 1, 2; i j , q
e
i 为消费者对下游企业 i

产品的市场规模的预期, f ( q
e
i )为衡量网络外部性效

用的函数。为简化分析, 我们假设网络外部性效应

函数为 f ( q
e
i ) = q

e
i , 其中 [ 0, 1]为下游企业产品

网络外部性强度系数, 以此度量消费者购买产品所

获得的边际网络效用。根据可实现预期方法( Ful

filled Expectation Equilibrium) [ 1] ,有 q
e
i = qi , 则下游

企业市场产品的反需求函数为:

p i= 1- qj- (1- ) qi ( 2)

下面分别考虑在上述两种市场结构下被兼并的

标的企业兼并模式的选择。

3 模型分析

3 1 市场结构 I:上游垄断、下游寡头竞争情形

在上游垄断,下游双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情形

下,由于下游企业之间的同质性和对称性,上游企业

兼并下游任何一家企业在效用上都是一致的。构建

的三阶段企业兼并模式选择的博弈问题如下:在博

弈的第一阶段, 若下游企业 D 1 为即将被兼并的标

的企业,则上游企业 U1 和下游企业 D 2同时展开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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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兼并和横向兼并的投标竞争,下游企业 D1 在比

较它们的投标价格之后选择对其最优的兼并模式;

如果没有投标竞争, 则兼并不发生; 博弈的第二阶

段,在兼并不发生或在标的企业选定的兼并模式下,

上游企业 U1制定中间产品价格 v i , i= 1, 2;博弈的

第三阶段,下游企业在观察到兼并模式和中间产品

价格后, 在价格空间上展开竞争。下面分别讨论各

种兼并状态下的均衡结果, 兼并状态如图 1所示。

图 1 企业兼并模式

( 1)纵向兼并状态( VM )。若上游企业 U1赢得

兼并投标竞争, 兼并下游企业 D1, 兼并后的新企业

V 既向下游企业D 2 提供中间产品, 又同下游企业

D 2在最终产品市场上进行竞争。则兼并后的新企业

V 的利润函数为 v = p 1 q1+ v 2 q 2;下游企业 D 2的

利润函数为 D 2 = ( p 2- v 2) q 2。

(2) 横向兼并状态(HM )。若下游企业 D 2 赢得

兼并投标竞争,兼并下游企业 D 1组成新企业 M 时,

上游中间产品市场和下游最终产品市场都成为垄断

市场。则横向兼并后的新企业 M 的利润函数为 M

= ( p 1 - v 1) q1 + ( p 2- v 2) q 2

运用逆向归纳法求解以上各种兼并模式的博

弈,可分别得到各兼并状态下均衡的最终产品产量、

产品价格和企业利润,归纳为表 1所示。

表 1 各兼并状态下的市场均衡结果

产量 价格 企业利润

纵向兼并

q 1=
2 - 1

2- 4( 1- )2

q 2=
2- 4( 1- )2

p 1=
1

2

p 2=
5 - 3 2- 1

2- 4( 1- )2

VM
V =

3 - 1

4- 8( 1- )2

VM
D2 =

2( 1- )

[ 2- 4(1- ) 2] 2

横向兼并 q 1= q2=
1

8- 4
p 1= p 2=

3

4

HM
U1 =

1

8- 4

HM
M =

1

16- 8

在博弈的第一阶段, 上游企业 U1 和下游企业

D 2对标的企业 D 1 进行兼并模式的投标博弈。下

游企业 D 1将根据它们的出标价格来选择被兼并的

模式。投标企业的保留标价等于其兼并模式被选择

时获得的利润与在竞争者的兼并模式被选择后其所

获得的利润之间的差额。因此,上游企业 U1 实施

纵向兼并后的保留标价为:
VM
V - HM

U1 , 下游企业

D2对下游企业 D1 进行横向兼并的保留标价为:
HM
M -

VM
D2 ,因此, 当不等式

VM
V -

HM
U1 >

HM
M -

VM
D 2 (3)

成立时,上游企业 U1 赢得该兼并投标竞争,实

施纵向兼并; 反之则下游企业 D 2 赢得该兼并投标

竞争, 实施横向兼并。通过对表 1的简单计算, 可

得:

结论 1:对任意的 [ 0, 1] ,上述不等式( 3)均

成立,这意味着上游企业 U1 赢得该兼并投标竞争,

下游标的企业 D1 纵向兼并模式的选择要优于横向

兼并。

这表明,在上游垄断、下游双寡头竞争的市场结

构下,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总是会选择纵向兼并模式,

它的选择不受网络外部性强度的影响。这是因为纵

向兼并消除了上下游垂直结构下的双重加价所造成

的产品价格的扭曲, 降低了标的企业 D 1 产品的投

入成本, 从而在最终产品市场上标的企业 D 1 比下

游企业 D2 更具有成本优势, 既而在长期的竞争中

下游企业 D1 的成本优势将会有助于把下游企业

D2 排挤出市场,从而独占该产品市场。

3 2 市场结构 II:上、下游均为寡头竞争情形

在上、下游均为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情形下,被

兼并的标的企业可能是上游企业 U1 或 U2, 也可能

是下游企业 D1 或 D2, 同样由于对称性, 上游企业

兼并下游任一企业在效用上是相同的, 而下游企业

兼并上游任一企业在效用上也是一致的。因此, 不

妨假设上游企业 U1 和下游企业 D 1 是将被兼并的

标的企业。当上游企业 U1 是被兼并的标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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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提出竞标的企业是上游企业 U2 和下游企业

D 1;当下游企业 D 1是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时, 提出竞

标的企业则是上游企业 U1 和下游企业 D2。企业

兼并模式选择的三阶段博弈顺序如同市场结构 I 情

形:在博弈的第一阶段,被兼并的标的企业决定兼并

模式;在博弈第二阶段,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提供中

间产品,并进行价格竞争; 在博弈第三阶段,下游企

业向市场销售产品进行价格竞争。下面分别计算各

可能兼并状态下的均衡结果。图 2中的椭圆表明了

可能的企业兼并模式。

图 2 企业兼并模式

3 2 1 上游企业横向兼并( UH)

当上游企业 U1 是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时, 上游

企业 U2 横向兼并上游企业 U1,使得上游产品市场

只存在一家企业提供中间产品给下游企业。因此,

上游企业横向兼并导致上游产品的市场结构回到了

上游垄断、下游竞争的市场结构中的无兼并情形。

则在上游企业发生横向兼并时企业均衡的产量、价

格和利润, 同市场结构 I中的无兼并情形下企业均

衡的产量、价格和利润是一致的。

3 2 2 纵向兼并( VM )

当上游企业 U1 是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时, 下游

企业 D1 向上纵向兼并上游企业 U1; 当下游企业

D 1是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时,上游企业 U1 向下纵向

兼并下游企业 D 1。这两种不同方向的纵向兼并均

形成新的企业 V, 该新企业 V 在下游产品市场上与

下游企业 D2 进行价格竞争。由于纵向兼并后的新

企业 V 和下游企业D 2 是相互竞争的, 存在着替代

关系, 因此两种方向上的纵向兼并所形成的新企业

V 均不再向下游企业D 2 提供中间产品,使得上游

企业 U2成为下游企业 D 2中间产品的垄断提供者。

纵向兼并后新企业 V 的目标利润函数为:
VM
V =

p 1 q 1,下游企业 D2 的目标利润函数为:
VM
D 2 = ( p 2

- v 2) q 2,上游企业 U2 的目标利润函数为:
VM
U2 =

v 2 q2,求解各企业的利润函数, 可以求得各个企业

在市场均衡时的产品产量、产品价格和企业利润。

各产品的均衡产量为:

q1 =
(1- 2 ) (4 - 5)

4( 1- ) [ 1 - 4(1 - )
2
]

q 2 =
(2 - 1)

2[ 1 - 4(1 - )
2
]

(4)

各产品的均衡价格为:

p 1 =
14 - 8 2

- 5

4[ 1 - 4(1- )
2
]
,

p 2 =
12 3

- 30 2
- 22 - 5

4(1 - ) [ 1 - 4(1 - )
2
]

v 2 =
1 - 2

4( 1- )
(5)

各企业的均衡利润为:

VM
V =

340
2
- 224

3
- 140 + 25

16(1 - ) [ 1- 4( 1- )
2
]

2

VM
U 2 =

4 - 4 2
- 1

8(1 - ) [ 1- 4( 1- )
2
]

VM
D 2 =

12 4
- 32 3

- 17 2
- 13 + 1

4(1 - ) [ 1- 4(1 - )
2
]

(6)

3 2 3 下游企业横向兼并( DH )

当下游企业D 1为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时,下游企

业 D2横向兼并下游企业 D 1,组成新的下游企业 D,

使的下游产品的市场结构为垄断市场结构。此时上

游市场两家企业同时向下游企业提供中间产品, 进

行 Bertrand竞争,使得 v 1 = v 2 = 0,则上游企业的

利润为:
DH
U1 =

DH
U2 = 0。下游企业的目标利润函数

为:
DH
D = p 1 q1 + p 2 q 2, 可以求得下游企业的均衡

产量、均衡价格和企业利润:

q 1 = q 2 =
1

4 - 2
, p 1 = p 2 =

1
2

DH
D =

1
4- 2

(7)

3 2 4 均衡分析

(1) 当上游企业 U1是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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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企业 U2和下游企业 D1展开对标的企业 U1的兼

并竞标竞争。企业各自的竞标保留标价的计算如前

面市场结构 I 情形所述。被兼并的标的企业 U1将选

择它们之中最高的出标价格来决定兼并模式。下游

企业 D1 实施纵向兼并的保留标价为:
VM
V -

UH
D 1 ,

上游企业 U2 对上游企业 U1 进行横向兼并的保留

标价为:
DH
U -

VM
U2 。当

VM
V -

UH
D1 >

DH
U -

VM
U2 ( 8)

时,下游企业 D 1赢得该兼并投标竞争, 实施纵

向兼并;反之则上游企业 U2 赢得该兼并投标竞争,

实施横向兼并。通过对各兼并状态下均衡结果的简

单计算,可得以下结论:

结论 2:当时 0< 0. 98时, 下游企业 D1 赢得

该兼并投标竞争, 上游标的企业 U1 纵向兼并模式

的选择要优于横向兼并模式;当时 0. 98< 1, 上

游企业 U2 赢得该兼并投标竞争, 此时上游标的企

业 U1横向兼并模式的选择要优于纵向兼并模式。

在上下游均为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 如果

上游企业是被兼并的标的企业, 当产品具有网络外

部性时,标的企业会选择与下游企业进行纵向兼并

模式,而当产品的网络外部性强度相当强时, 上游标

的企业愿意选择与另一上游企业进行横向兼并模

式。

由于下游两家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存在着竞争替

代关系,上游企业 U1 选择与下游企业 D 1进行纵向

兼并,这使得被兼并的上游企业 U1 完全纵向圈定

了未兼并的下游企业 D2, 它不再向未实施兼并的另

一下游企业 D 2提供中间产品。这也导致了上游未

兼并的企业 U2成为下游未兼并企业 D2 的唯一的

中间产品垄断供应商, 使得未兼并的下游企业 D2

的投入成本大大提高,导致其产品价格上升, 企业利

润下降。而此时上游企业 U1 选择与下游企业 D1

进行纵向兼并, 消除了双重加价,获得了投入成本上

的优势,从而在与未兼并的下游企业 D2 的竞争中

处于优势地位, 最终逐渐将下游企业 D2 排除出该

产品市场,从而独自占有市场。

当网络外部性极强时, 下游企业产品的网络价

值极高,消费者此时获得的网络效用足以弥补产品

价格提升带来的负效用。因此上游企业 U1 就会选

择与上游企业 U2 进行横向兼并,形成上游垄断, 以

此向下游企业产生纵向约束, 提高投入价格获取最

大化利润。正由于上游企业 U1 选择与上游企业

U2进行横向兼并所获得的利润将大于选择与下游

企业 D 1进行纵向兼并所获得的利润, 标的企业 U1

的优势战略将会进行横向兼并模式选择。

(2)当下游企业 D 1是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时,上

游企业 U1 和下游企业 D2 展开对标的企业 D1 的

兼并竞标竞争。下游企业 D1 将选择最高的出标价

格。同理,企业在各自的竞标保留价格下,当
VM
V -

DH
U1 >

DH
D -

VM
D2 (9)

时,上游企业 U1赢得该兼并投标竞争, 实施纵

向兼并; 反之则下游企业 D 2 赢得该投标竞争,实施

横向兼并。经过计算可以得到:

结论 3:当 0 0. 55时, 上游企业 U1 赢得该

兼并投标竞争,下游企业标的企业D1 纵向兼并模式

的选择要优于横向兼并;当 0. 55< 1时,下游企

业 D2 赢得该兼并投标竞争, 下游标的企业 D1 横向

兼并模式的选择要优于纵向兼并。

在上下游产品市场均为双寡头的市场结构中,

如果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是下游企业, 当网络外部性

强度较弱时, 标的企业会选择上游企业兼并下游企

业的纵向兼并模式。当网络外部性强度较强时, 标

的企业会选择在下游企业之间进行横向兼并模式。

在网络外部性效应较弱的时候,下游产品并不

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网络规模价值, 此时消费者

更看重的是产品的价格。下游产品市场的竞争还是

体现在价格竞争方面。因此下游标的企业 D 1就会

选择纵向兼并模式, 来消除上下游产品间的双重加

价,以此降低产品价格来吸引消费者和排挤未兼并

的下游企业 D2,从而独占下游产品市场。随着网络

外部性强度的增大, 产品的网络规模给消费者带来

更多的附加产品价值, 下游标的企业 D 1 会选择与

下游另一企业 D 2 进行横向兼并, 进一步扩大产品

的网络规模,从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此时的

下游标的企业 D 1更看重的是网络规模的扩大带来

的市场份额的增加。

4 两种市场结构下企业兼并模式的社会福

利比较分析

社会福利 SW 等于企业的利润 与消费者剩余

CS 之和,即 SW =
i

+ CS。作为政府管理部门

总是希望社会福利最大化,明智的政府部门会从不

同兼并模式下兼并前后社会福利的变化, 来决定社

会最优的兼并模式。下面分两种市场结构对不同企

业兼并状态下的社会福利进行比较分析。首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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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市场结构中各兼并模式下的社会福利归纳为表

2。

表 2 两种市场结构中各兼并模式下的社会福利

市场结构 I 市场结构 II

纵向兼并 SW
V M

=
40

2
- 22

3
- 20 + 3

2[ 2- 4( 1- )
2
]

2
SW

VM
=

32( 1- ) ( 2 - 3)
2
( 2 - 1)

2

上游企业

横向兼并
SW

UH
=

( 2 - 1) ( 25 - 14
2
- 12)

[ 2- 8( 1- ) 2] 2

下游企业

横向兼并
SWHM=

13- 7

16( 2- )
2 SW

DH
=

3-

4( 2- )

其中 = 67- 236 + 920 2- 816 3- 1648 4+ 1792 5- 384 6

从表中可以计算出两种市场结构下兼并前后的

社会福利变化, 可得出如下结论 4和结论 5。

结论 4:在市场结构 I中, 当 0< < 0. 317时,

纵向兼并后的社会福利大于横向兼并后的社会福

利,此时政府鼓励上游企业 U1 纵向兼并下游标的

企业 D1;当 0. 317 1 时, 下游企业之间进行横

向兼并的社会福利要优于纵向兼并下的社会福利,

此时政府鼓励下游企业之间进行横向兼并。

从结论 4可以看出, 当网络外部性强度较弱时,

政府鼓励上下游企业进行纵向兼并,消除双重加价,

以此降低产品价格, 提高消费者福利。而当网络外

部性效应逐渐增强时, 政府又鼓励下游企业之间进

行横向兼并,这是因为横向兼并后产品的网络规模

进一步扩大,网络规模扩大的效应对消费者来说要

大于纵向兼并后价格下降的效应。而结论 1表明无

论网络外部性强度多大时, 被兼并的下游标的企业

D 1 都会选择与上游企业 U1 进行纵向兼并模式。

这就说明, 标的企业与政府在兼并模式的选择上是

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的。

结论 5:在市场结构 II中,当上游企业是被兼并

的标的企业时, 在 0< < 0. 575 时纵向兼并后的社

会福利大于上游企业横向兼并后的福利, 此时政府

鼓励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进行纵向兼并;而在 0.

575 1时, 政府鼓励上游企业之间进行横向兼

并。当下游企业是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时,在 0< <

0. 571时,纵向兼并后的社会福利大于下游企业横

向兼并后的福利,此时政府鼓励上游企业对下游企

业的纵向兼并模式;而在 0. 571 1时,下游企业

横向兼并后的社会福利大于纵向兼并后的社会福

利,此时政府鼓励下游企业之间进行横向兼并。

结论 5显示, 在市场结构 II 的情形下, 无论是

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是被兼并的标的企业, 当网

络外部性强度较弱时,政府均鼓励纵向兼并模式; 当

网络外部性强度逐渐增强时, 政府又鼓励横向兼并

模式。这是因为, 在网络外部性强度较弱时,无论上

游企业或是下游企业成为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时, 产

品的网络规模价值很小, 消费者此时更看重的是产

品的价格,价格越低,消费者福利越大。因此从福利

最大化出发的政府管理部门此时鼓励上下游企业进

行纵向兼并。随着网络外部性强度的增强,当上游

企业是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时,如果上游企业选择与

下游企业进行纵向兼并, 那么纵向兼并对未兼并的

下游企业实施纵向圈定, 纵向圈定的后果导致下游

形成垄断,上游未兼并的企业也由于没有销售市场

而退出市场, 最终导致实施兼并的企业垄断了整个

市场,这将严重损害消费者福利,因此此时政府不会

鼓励纵向兼并,而是鼓励上游横向兼并;当下游企业

是被兼并的标的企业时, 较强的网络外部性将导致

产品的用户规模增大, 产品用户规模的扩大增加了

消费者对产品的效用, 此时政府会主张下游横向兼

并。

5 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不同市场结构下产品具有网络外部

性特征的企业兼并博弈模式的选择, 考虑了网络外

部性强度对被兼并的标的企业选择兼并模式的影

响。研究结论指出,在上游垄断、下游双寡头竞争的

市场结构下, 下游被兼并企业兼并模式的选择不受

网络外部性强度的影响; 在上下游均为双寡头的市

场结构中,被兼并企业兼并模式的选择受网络外部

性强度的影响;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兼并模式选择也

受到网络外部性强度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有助于理

解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企业兼并行为,也可

为该产业内的企业兼并行为提供理论依据。本文模

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市场结构的形式较简单,更为复

杂的市场结构关系下的企业兼并模式将在后续的研

究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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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 Decision on Merger of Firm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Network Externality

CHENG Gui sun, CHEN Hong min, SUN Wu jun

( T he Antai Colleg e of Economics and M anagemen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52,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builds the merger models for the indust rial st ructures of upst ream duopoly w ith dow nst ream

oligopoly and upstream and dow nst ream oligopoly w 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netw ork externality respect ively, and

studies the game equilibrium when the firms take the horizontal and vert ical merging as the strategy variables

T he conclusions show the mode decisions have not been affected by the degree of netw ork externality under the

indust rial structure of upst ream duopoly w ith dow nstream oligopoly, but affected by the degree of network under

the indust rial structure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duopoly Furthermore, the paper show s the conf licts of in

terest between the f irms and the government in the merger mode decision

Key words: netw ork ex ternality; horizontal merger; vert ical merger; social w 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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