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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产品差异化市场中,由于产品质量信息存在不对称,消费者经常通过价格来判断产品的质量,这为企业
使用虚假质量提供了机会.基于垂直产品差异化,构建垄断市场质量差异化的产品定价模型,研究产品质量信息
不对称时,垄断企业是否有动机采取虚假质量.若存在该动机,则分析垄断企业质量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表明,垄断企业对高、低两种质量产品均存在使用虚假质量的动机,具体采用何种质量策略,则取决于高、低质量
产品的质量差异度,成本差异度以及企业对高、低质量产品使用的虚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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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se quality strategy of monopoly enterprises based on 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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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arket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consumers usually judge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through price because
of the asymmetry of product quality information, which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enterprises to use false quality. Based
on 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roduct pricing model with different quality of monopolistic
market, and studies whether monopoly enterprises are motivated to adopt false quality when product quality information
is asymmetric. If there is such motive, the selection of the quality strategy of monopoly enterpris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analyzed. Research shows that monopoly enterprises are motivated to use false quality for both high and
low quality products, and the specific quality strategy depends on the quality difference degree of high and low quality
products, the cost difference degree and the degree of falseness used for high and low qualit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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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产品差异化是指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企业的同种

产品在质量、款式、性能、销售服务、信息提供和消费

者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所导致的产品间不完全替代

的情况. Philips等[1]的研究将差异化分为垂直差异化

与横向差异化两类:产品质量和性能上存在的差异
是垂直差异化,产品的颜色、款式、口味等属性存在
的差异是横向差异化.产品差异化是企业避开价格
竞争的一种有效手段,尤其是产品的纵向差异化.在
现实中存在大量垂直差异化现象,如小米科技有限公
司针对不同消费水平的消费者提供不同系列的手机;
华为将自己的手机划分为华为和荣耀两个品牌,同时

华为公司在推出每款荣耀手机后,往往在间隔几个月
后又会推出荣耀青春版的手机,以满足不同类型消费
者的需求.这些企业均是通过企业内部生产不同型
号、配置的手机来实现产品的差异化策略.

差异化产品市场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差异化
产品质量问题.在产品差异化市场中,消费者与企业
之间关于产品质量信息是不对称的,产品质量信息
只有企业知道,而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知之甚少.在这
种不对称信息下,消费者往往通过价格的高低来判
断产品质量的高低,这也给了企业使用虚假质量的可
乘之机.当消费者从购得的产品中获得的质量比消
费者获得质量信息中的质量水平低时,视为企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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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虚假质量.在现实中也出现过一些企业使用虚假
质量的情况,例如2014年上海电视台曝光的“福喜事
件”.作为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的供应商, 2014年7
月20日,上海福喜食品公司因被曝使用过期劣质肉
而被调查, 2018年6月21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发布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刑事案件审判白皮书和

十件典型案例中就有福喜案. 2018年9月,素有“面霜
之王”之称的Lamer因被发现存在夸大其产品质量
的行为,被消费者投诉.纵观中国化妆品市场,类似于
Lamer等高级护肤品,其所针对的大部分消费者群体
基本为高收入人群,该市场群体的存在使得此类护肤
品市场形成了垄断竞争市场.近年来,汽车业有关产
品召回的事件也越来越多,如丰田、大众、东风悦达
起亚等都宣布过召回其旗下生产的部分型号汽车.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确实存在企业使用虚假

质量的问题.而垄断企业在采用产品差异化时,不存
在不同企业差异化产品的品牌等其他方面的影响[2],
只存在质量差异的影响,很可能存在主动使用虚假质
量的问题.本文基于消费者具有有限理性时,以垄断
企业为对象,研究垄断企业对质量差异化产品使用虚
假质量的动机和垄断企业最优的虚假质量选择策略.

目前,与本文相关的差异化市场下产品定价和不
对称信息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方面:

1) 考虑消费者效用的差异化产品定价问题研
究.此方面的论文主要是从消费者效用角度考虑质
量差异化产品的定价问题,未考虑在信息不对称条件
下出现的虚假质量问题.在垄断市场产品差异化的
问题上, Fouraker等[3]进行了开创性的阐述,区分了垄
断竞争和寡头竞争两种情形,其对产品差异化的研究
引领了后来学者对产品差异化以及相关方面的研究;
此后, Tanaka[4]根据Mussa等[5]的模型,在垂直产品差
异化市场中,考虑了双寡头行业中两阶段博弈的子
博弈完美均衡; Liu等[6]针对两个企业提供质量差异

化的产品定价问题进行研究;与Liu不同, Parlaktürk[7]

针对单一企业提供质量差异化的产品多阶段性定价

问题进行了研究;李淑梅[8]分别构建单一品牌销售策

略和多品牌销售策略下的供应链博弈模型,研究品牌
差异化下产品销售与品牌策略,研究得到单一普通品
牌策略下,企业利润取决于品牌差异度和生产成本的
结论; Sibly[9]考虑了一个垄断者进行垂直产品差异

化,基于顾客的收入和偏好不同建立模型,研究产品
的线性价格问题;赵菊等[10]研究在一个同时存在策

略型消费者和短视型消费者的市场中,企业对纵向差
异化产品推出的策略选择问题;赵德余等[11]将双寡

头市场中产品差异化、价格竞争、消费者偏好因素

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此外,有些学者在企业的差异化
战略下,研究了基于消费者行为的定价问题,如Rhee
等[12]建立了两阶段的垂直差异化模型,研究了基于
消费者行为的定价 (BBP)问题;同时, Choudhary等[13]

在差异化模型中考虑个性化定价,研究了个性化定价
对企业竞争及利润的影响.
上述文献表明,大多数有关垂直差异化产品的价

格研究都放在了双寡头的竞争市场中进行,而本文主
要研究垄断企业的虚假质量动机及策略.

2) 考虑信息不对称下质量差异化产品研究.付
红桥等[14]在分析产品属性信息与信息不对称定义的

基础上,较完整地提出了可度量的信息不对称度的定
义; Cavaliere[15]引入了一个垂直产品差异化模型中

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差距,仅考虑价格竞争阶段,忽略
了质量选择和质量信息提供的成本;唐瑄等[16]通过

引入消费者的策略行为,分别在成本为公开信息和私
有信息的情形下,构建企业和消费者的博弈模型,分
析成本信息披露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进而
影响企业的定价策略和利润.一些文献认为横向和
纵向差异的市场中消费者对质量是不确定的,价格
可以作为质量信号.在垂直分化的框架下, Daughety
等[17]考虑了质量不确定时价格的信号功能,并在
Gabszewicz等[18]先前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关于质
量的不对称信息;柳键等[19]在考虑公平关切信息不

对称的基础上,研究了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下服
务供应链的决策问题;霍佳震等[20]研究了非对称信

息条件下供应链协调问题,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构建
了供应链质量控制模型,并给出了量化的分析与描
述; Zhao等[21]研究了小企业 (SBE)的质量披露战略,
运用两阶段博弈为小企业找出最优质量披露和定价

策略.上述研究关注了产品质量属性,没有提到企业
采取虚假质量的问题.在产品质量虚假方面,周雄伟
等[22]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双寡头市场中质量差

异化产品虚假质量信息问题,指出在双寡头市场中,
存在由于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虚假

质量问题.与该文不同,本文研究单一企业内部使用
质量差异化时,企业的虚假质量策略.此外,针对供应
链中信息不对称问题,赵荧梅等[23]构建了不完全信

息下“生产企业-经销商-政府监管部门”三方静态博
弈模型,从利益实现机制出发,强化各方主体在产品
质量监管上的理性,以破解产品质量监管困局.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考虑信息披露、质量信

号传递以及在信息不对称下的质量竞争问题,很少有
将质量信息不对称与质量差异化相结合的研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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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探讨质量差异化市场中,企业与消费者在信息不对
称下出现的虚假质量问题,研究企业使用虚假质量的
动机及策略.

1 模型建立

根据消费者效用函数分析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

的选择,构建不同质量策略选择下的垄断企业的价格
决策模型,通过垄断企业不同质量策略选择下的利润
比较,分析垄断企业虚假质量的使用动机,发现垄断
企业最优的质量选择策略.为了简化模型,仅考虑消
费者购买偏好、产品的质量、价格和边际成本等因

素的影响.本文考虑短视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即消
费者不会考虑未来的价格,只要当前的价格低于自己
的保留价格,就会采取购买行动.在已有的文献中,动
态定价的定量研究 (如收益管理动态定价模型)大都
基于消费者为短视型的假设.本文假设如下: 1)垄断
市场中企业提供产品H (高质量)与产品L (低质量)
两种替代性强但又不能完全替代的质量有差异产品;
2)垄断企业拥有质量差异化产品的产品线选择权;
3)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边际估值θ服从 [0, 1]之间的
均匀分布; 4)差异化产品中的高质量产品H与低质

量产品L的成本和真实质量之比为cH : cL = 1 : γ

(0 < γ < 1), qH : qL = 1 : β (0 < β < 1),其中β的值

表示高、低两种产品的质量差异化程度. β的值越大,
说明两种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越小,反之越大.
企业对高质量产品使用虚假质量时,消费者从企

业获得的产品质量信息为q′H = αqH ,其中α > 1,表
示高质量产品使用虚假质量的虚假度,表明消费者从
购买的高质量产品中获得的真实质量要比企业向消

费者传递的质量水平低.企业对低质量产品使用虚
假质量时,消费者从企业获得的低质量产品的质量信
息为q′L = λ/βqL,其中β < λ < 1,此时λ/β表示低质

量产品使用虚假质量的虚假度,同理消费者从低质量
产品中获得的真实质量要比企业向消费者传递的质

量水平低.相关符号说明如表1所示.

表 1 相关符号说明

符号 代表意义

ci 产品 i (i = H,L)的边际成本

pi 产品 i的价格

qi 产品 i的质量

q′i 高、低质量产品使用虚假质量后的产品质量

Ui 消费者购买产品 i的效用

π1 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均使用真实质量时的企业利润

π2 高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量时的企业利润

π3 低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量时的企业利润

π4 高、低质量产品同时使用虚假质量时的企业利润

α 企业对高质量产品使用的虚假度

λ/β 企业对低质量产品使用的虚假度

消费者购买高质量产品获得的效用为UH =

θqH − pH ,消费者购买低质量产品的效用为UL =

θqL − pL.消费者根据购买两种产品所获得的效用大
小选择购买行为,即max(UH , UL, 0).存在消费者选
择的3种临界状态: 1) θqH − pH = 0,此时消费者对
产品H的价值评估为 θH = pH/qH ; 2) θqL − pL =

0,此时消费者对产品L的价值评估为 θL = pL/qL;
3) θqH − pH = θqL− pL,此时消费者购买两种产品的
无差别点为 θ̄ = (pH − pL)/(qH − qL).市场细分情况
如图1所示.

0 θ
L

θ
H 1θ

!"L !"H

图 1 差异化产品市场细分

综上,可得产品H与L的利润分别为

πH = (pH − cH)
(
1− pH − pL

qH − qL

)
, (1)

πL = (pL − cL)
(pH − pL
qH − qL

− pL
qL

)
. (2)

此时,考虑企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即

max
pH ,pL

π = (pH − cH)
(
1− pH − pL

qH − qL

)
+

(pL − cL)
(pH − pL
qH − qL

− pL
qL

)
. (3)

其Hessian矩阵负定,因此存在唯一的最优价格组合
(p∗H , p∗L).

2 企业不同质量策略的价格决策

根据企业使用真实质量与虚假质量的策略,选择
可分为以下4种情况:

1)高、低两种质量产品均使用真实质量;
2)高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量;
3)低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量;
4)高、低两种质量产品同时使用虚假质量.
由假设可知, cH : cL = 1 : γ, qH : qL = 1 : β,此

时

π = (pH − cH)
(
1− pH − pL

qH − qL

)
+

(pL − γcH)
(pH − pL
qH − qL

− pL
qL

)
. (4)

上述利润函数分别对 pH和 pL求一阶条件,可得 pH

与pL之间的反应函数为
pH =

(1− γ)cH + 2pL + qH − qL
2

,

pL =
γcHqH − cHqL + 2pHqL

2qH
.

(5)

可解得

p∗H =
cH + qH

2
, p∗L

γcH + qL
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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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
(γ2qH − 2γqL + qL)c

2
H

4(qH − qL)qL
+

(2q2L − 2qHqL)cH + q2HqL − qHq2L
4(qH − qL)qL

. (7)

1) 产品H与产品L均使用真实质量时, qH : qL

= 1 : β,此时可得企业的均衡价格和利润为

p∗H =
cH + qH

2
, p∗L

γcH + βqH
2

; (8)

π1 =
2β2cHqH − β2q2H − 2βγc2H + γ2c2H

4β(1− β)qH
+

βc2H − 2βcHqH + βq2H
4β(1− β)qH

. (9)

2)产品L使用真实质量,而产品H使用虚假质量

时, q′H : qL = α : β,此时可得企业的均衡价格和利润
为

p∗H =
cH + qH

2
, p∗L

αγcH + βqH
2α

; (10)

π2 =
αβq2H + 2β2cHqH − β2q2H

4λ(α− β)qH
+

α2γ2c2H − 2αβγc2H + αβc2H − 2αβcHqH
4λ(α− β)qH

.

(11)

3)产品H使用真实质量,而产品L使用虚假质量

时, qH : q′L = 1 : λ,此时可得企业的均衡价格和利润
为

p∗H =
cH + qH

2
, p∗L

γcH + λqH
2

; (12)

π3 =
γ2c2H − 2γλc2H + 2λ2cHqH − λ2q2H

4λ(1− λ)qH
+

λc2H − 2λ2cHqH + λ2q2H
4λ(1− λ)qH

. (13)

4) 产品H与产品L均使用虚假质量时, q′H :

q′L = α : λ,此时可得企业的均衡价格和利润为

p∗H =
cH + qH

2
, p∗L =

γcH + λqH
2α

; (14)

π4 =
αλq2H + 2λ2cHqH − λ2q2H

4λ(α− λ)qH
+

α2γ2c2H − 2αγλc2H + αλc2H − 2αλcHqH
4λ(α− λ)qH

.

(15)

一般情况下,产品成本随着产品质量的增加而增
加,产品质量越高,成本也就越高,且随着质量增加,
其成本变化与质量之比不会成等比例地增加.例如
一些高科技产品,随着产品质量的增加,其所需投入
的成本 (如研发、设备投入等)会更大,此时高质量增
加所需的成本投入会远远大于低质量增加的成本投

入,即γ ̸= β.因此,可将产品H与产品L的成本之比

1 : γ与质量之比1 : β分为γ > β与γ < β两种情

况进行讨论.下面对企业在使用不同质量策略时的
利润变化进行分析,以探究企业使用虚假质量的动机
和策略.

3 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的虚假质量策

略分析

由上述讨论可知,企业对高、低质量产品使用虚
假质量后,利润会受到两种产品的成本差异度、质量
差异度以及高质量和低质量产品在使用虚假质量时

的虚假度的影响.本节讨论高质量和低质量产品在
使用虚假质量时的虚假度对利润的影响,以期得到
企业是否有动机使用虚假质量以及企业的质量策略.
根据γ ̸= β,分别对γ > β和γ < β进行讨论.

3.1 γ > β时的企业虚假质量策略分析

γ > β,即生产高质量产品更有成本优势.从两
个方面对企业的质量选择策略进行分析:企业对高
质量产品和低质量产品是否有使用虚假质量的动

机?若存在使用虚假质量的动机,则企业具体采用哪
种质量策略?

1)当质量差异化程度β、成本差异化程度γ以及

高质量产品的虚假度α满足一定条件时,由企业对高
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量相对于不使用虚假质量

时的利润变化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1 当企业对高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时,

其利润变化与高质量产品使用的虚假程度α的关系

如下:α > 1时,π2 > π1.
证明 企业对高质量产品使用虚假质量与使用

真实质量的利润差为

π2 − π1 = (−αβγ2 + αγ2 + 2β2γ − βγ2 − β2)×
c2H(α− 1)

4β(α− β)(1− β)qH
.

由α > 1 > β可知,当−αβγ2 + αγ2 + 2β2γ − βγ2 −

β2 > 0,即α >
β(β + γ2 − 2βγ)

(1− β)γ2
时,π2 > π1.

1 当0 < γ <
1

2
时,β2 < 0,则当0 < β < γ

时,
β(β + γ2 − 2βγ)

(1− β)γ2
< 1.即 0 < β < γ, α > 1

时,π2 > π1;
2 当

1

2
< γ < 1时,β2 > 1,则当0 < β < γ

时,
β(β + γ2 − 2βγ)

(1− β)γ2
< 1.即 0 < β < γ, α > 1

时,π2 > π1;

3 当γ =
1

2
时, 0 < β <

1

2
,
β(β + γ2 − 2βγ)

(1− β)γ2
<

1,故当α > 1时,π2 > π1.
综上,命题1得证. 2
命题1指出,企业对高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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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时,企业的利润会增加,此时企业的策略是对高质
量产品使用虚假质量而对低质量产品使用真实质

量.即,消费者在购买低质量产品时,其购买到真实质
量的产品,而购买的高质量产品的质量则要低于预期
质量.

2)当质量差异化程度β、成本差异化程度γ以及

低质量产品的虚假度λ/β满足一定条件时,由企业对
低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量相对于不使用虚假质

量时的利润变化可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2 当企业对低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时,

其利润变化与低质量产品使用的虚假度λ/β的关系

如下: 1 当 τ < λ/β < 1/β时,π3 > π1; 2 当1 <

λ/β < τ 时,π3 < π1.其中τ =
(1− β)γ2

β(γ2 + β − 2βγ)
.

证明 企业对低质量产品使用虚假质量与使用

真实质量的利润差为

π3 − π1 = (βγ2 − 2βγλ+ λγ2 + βγ − γ2)×
c2H(λ− β)

4λβ(1− λ)(1− β)qH
.

由0 < β < λ < 1可知,当λ >
(1− β)γ2

γ2 + β − 2βγ
时,

π3 > π1;当λ <
(1− β)γ2

γ2 + β − 2βγ
时,π3 < π1.可证

0 <
(1− β)γ2

γ2 + β − 2βγ
< 1,故可得:当

(1− β)γ2

γ2 + β − 2βγ
<

λ < 1时,π3 < π1;当β < λ <
(1− β)γ2

γ2 + β − 2βγ
时,π3 >

π1.由于当γ > β时,有
(1− β)γ2

γ2 + β − 2βγ
> β,可得如下

结果:
(1− β)γ2

γ2 + β − 2βγ
< λ < 1时,π3 > π1;β < λ <

(1− β)γ2

γ2 + β − 2βγ
时,π3 < π1. 2

命题2指出了企业对低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
质量时,企业的利润变化.可以看出低质量产品的虚
假度是在一定范围内的,这是因为质量差异化的存
在,企业在对低质量产品使用虚假质量时,低质量产
品的质量不会超过高质量产品的质量.当低质量产
品的虚假度较大时,企业的利润会减少,此时企业不
会采取单独对低质量产品使用虚假质量的策略;当
低质量产品的虚假程度较小时,企业的利润会增加,
此时企业采取对低质量产品使用虚假质量的策略.

3)当质量差异化程度β、成本差异化程度γ以及

高质量和低质量产品的虚假度满足一定条件时,由企
业对高质量和低质量产品同时使用虚假质量相对于

不使用虚假质量时的利润变化可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3 当企业对高质量和低质量产品同时使

用虚假质量时,其利润变化受到两种产品成本差异化

程度γ与质量差异化程度β以及高质量和低质量产

品虚假度的影响: 1 1 < λ/β < α2, 1 < α < λ/β

时,π4 < π1;α > λ/β时,π4 > π1. 2 τ < λ/β <

1/β, 1 < α < α2或α > λ/β时,π4 > π1;α2 < α <

λ/β时,π4 > π1.其中α2 =
(1− β)γ2

β(γ2 + β − 2βγ)
.

证明 企业同时使用虚假质量与使用真实质量

下的利润差为

π4 − π1 = (αβγ2 − αγ2 − 2βγλ+ λγ2 + βγ)×
c2H(λ− αβ)

4λβ(α− λ)(1− β)qH
.

由0 < β < λ < 1 < α可知,此式的正负取决于(λ−
αβ)(αβγ2 − αγ2 − 2βγλ+ λγ2 + βγ)的正负.

(λ− αβ)(αβγ2 − αγ2 − 2βγλ+ λγ2 + βγ) =

β(1− β)γ2α2 + (2β2 − β2γ2)λα−

2βγλ+ γ2λ2 + βλ2.

令上式为零,可得

α1 =
λ

β
, α2 =

λ(γ2 − 2βγ + β)

γ2(1− β)
.

比较α2与 1的大小:当
(1− β)γ2

γ2 + β − 2βγ
< λ < 1时,

α2 > 1;当0 < λ <
(1− β)γ2

γ2 + β − 2βγ
时,α2 < 1.由

β < γ可知,
(1− β)γ2

γ2 + β − 2βγ
> β.

1 当β < λ <
(1− β)γ2

γ2 + β − 2βγ
时,α2 < 1.即, 1 <

α <
λ

β
时,π4 > π1;α >

λ

β
时,π4 < π1.

2 当
(1− β)γ2

γ2 + β − 2βγ
< λ < 1时,α2 > 1,此时需

要比较α1与α2的大小.当γ =
1

2
时,α2 < α1,此时结

果为: 1 < α <
λ

β
或α > α2时,π4 > π1;

λ

β
< α < α2

时,π4 > π1.当0 < γ <
1

2
时,α2 < α1,此时结果

为: 1 < α <
λ

β
或α > α2时,π4 > π1;

λ

β
< α < α2

时,π4 > π1.当
1

2
< γ < 1时,α2 > α1,此时结果

为: 1 < α < α2或α >
λ

β
时,π4 > π1;α2 < α <

λ

β
时,π4 < π1. 2
命题3指出,当两种质量的产品同时使用虚假质

量时,企业利润由高、低两种产品质量的虚假度共同
决定.在企业对低质量产品采用的虚假度较低情况
下,若高质量产品的虚假度低于低质量产品的虚假
度,则企业在同时使用虚假质量时,利润减少;若高质
量产品的虚假度高于低质量产品的虚假度,则企业在
同时使用虚假质量时,利润增加.而在企业对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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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的虚假度较高情况下,若高质量产品的虚假
度高于低质量产品的虚假度或高质量产品的虚假度

相当小时,企业利润增加;若高质量产品的虚假度低
于低质量产品的虚假度但又不是非常低时,企业利润
减少,此时采用虚假质量对企业是不利的.由命题3
可知,企业虽然存在使用虚假质量的动机,但其不一
定总是会对高、低质量的产品使用虚假质量,其是否
采取虚假质量策略受到产品虚假度的影响.

3.2 γ < β时企业虚假质量策略分析

本节分析在γ < β,即生产低质量产品更有成本
优势时,企业是否会使用虚假质量以及企业使用的质
量策略.

1) 当质量差异化程度β、高质量产品的虚假度α

以及成本差异化程度γ满足一定条件时,由企业对高
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量相对于不使用虚假质量

时的利润变化可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4 当企业对高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时,

其利润变化与高质量产品的虚假度α的关系如下:
α > ϖ时,π2 > π1; 1 < α < ϖ时,π2 < π1.其中

ϖ =
β(γ2 + β − 2βγ)

(1− β)γ2
.

证明与命题1同理,此略.命题4指出,当企业对
高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量时,企业的利润受到
高质量产品虚假度的影响.高质量产品的虚假度较
小时,企业单独使用虚假质量后利润会增加,反之减
少.此外,当高质量产品的虚假度很大时,企业的利润
是一直增加的,这是因为在没有惩罚成本存在的情况
下,当产品的虚假度达到一定值时,企业的利润会随
着虚假度增大而增大.

2)当质量差异化程度β、成本差异化程度γ以及

高质量产品使用的虚假度α满足一定条件时,由企业
对低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量相对于不使用虚假

质量时的利润变化可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5 当企业对低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

量时,其利润变化与低质量产品的虚假度λ/β的关系

如下: 1 < λ/β < 1/β时,π3 > π1.
证明与命题2同理,此略.命题5指出,当企业对

低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量时,企业利润是增加
的.此时企业的质量策略是对低质量产品使用虚假
质量的同时对高质量产品使用真实质量.即消费者
购买到的高质量产品为真实质量的产品,而购买到的
低质量产品的质量则要低于预期质量.

3)当质量差异化程度β、成本差异化程度γ以及

高质量和低质量产品的虚假度满足一定条件时,由企

业对高和低质量的产品同时使用虚假质量相对于不

使用虚假质量时的利润变化可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6 当企业对高质量产品和低质量产品同

时使用虚假质量时,其利润受到高、低质量产品的虚
假度的影响:

1 当1 < λ/β < 1/β, 1 < α < λ/β或α > α2时,
π4 > π1；

2 当1 < λ/β < 1/β, λ/β < α < α2时,π4 < π1.
证明与命题3同理,此略.命题6指出,在企业对

两种产品同时使用虚假质量时,若高质量产品的虚假
度大于低质量产品的虚假度,则企业利润减少;反之
企业的利润会增加.这是因为当γ < β 时,低质量产
品更有成本优势,此时对高质量产品采用的虚假度大
于低质量产品时,低质量产品使用虚假后的利润增加
不能弥补高质量产品使用虚假后的利润亏损,因此导
致总的利润减少,也即企业对高质量产品采用的虚假
度相对于对低质量产品采用的虚假度更大时,企业总
利润会减少.
综合命题1∼命题6,当企业对高、低质量的产品

使用不同的虚假度时,企业会采用不同的产品质量选
择策略,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7 根据企业对不同质量产品使用的虚假

度不同,企业有以下策略选择:
1 当γ > β, α > 1或γ < β, α > ϖ时,企业对

高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量;当γ < β, 1 < α < ϖ

时,企业对两种产品均使用真实质量.
2 当γ > β, 1/ϖ < λ/β < 1/β或γ < β, 1 <

λ/β < 1/β时,企业对低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
量;当γ > β, 1 < λ/β < 1/ϖ时,企业对两种产品均
使用真实质量.

3 当 γ > β, 1 < λ/β < 1/β, α > λ/β或

γ > β, 1/ϖ < λ/β < 1/β, 1 < α < α2或γ < β, 1 <

λ/β < 1/β, α > α2或γ < β, 1 < λ/β < 1/β, 1 <

α < λ/β时,企业对高、低两种质量的产品同时使用
虚假质量;当γ > β, 1 < λ/β < 1/β, 1 < α < λ/β或

γ > β, 1 < λ/β < 1/β, 1 < α < α2或γ > β, 1/ϖ <

λ/β < 1/β, α > α2时,企业对两种产品均使用真实
质量.
图2为γ < β时企业对高、低两种产品同时使用

虚假质量的策略,也即ci = kqti(t > 1)时的情况,这也
是大多文献中所假设的成本与质量的关系[24-25].区
域 I表示企业对两种产品均使用真实质量,区域 IV表
示企业对两种产品均使用虚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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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γ < β时企业的质量策略

图2表明,在产品的生产成本随着质量的增加而
增加得更快时,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所需要投入的成本
要更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有一定的动机采取虚假
质量,但不会完全采取虚假质量,企业的质量选择策
略依赖于其对两种产品使用的虚假度.

4 数值算例

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一个数值算例对
本文的主要结论加以说明.为了更好地理解企业的
质量策略选择,本节对以上两种情况分别进行分析.

4.1 γ > β时的虚假质量策略分析

假设高质量产品的成本 cH 和质量 qH 分别为

cH = 2和qH = 1,取γ = 0.6, β = 0.5,根据上述假
设可以算出相应策略选择下的企业利润变化情况,如
图3和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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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低质量产品虚假时的企业利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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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企业利润(γ > β)随α和λ/β的变化

由图3可知,当企业单独对低质量产品使用虚假
质量时,其利润并不一定会增加,因此,其对低质量产
品使用虚假质量时,需根据企业对低质量产品使用的
虚假度的大小进行选择.
由图4可知,当企业对高质量产品使用的虚假度

α较大时,企业的利润会随着低质量产品虚假度的增

大而减小,并且低质量产品使用的虚假度λ/β越小,
企业利润随α增大而增大的趋势越明显.可见,若企
业对高质量产品使用很大的虚假度时,对低质量产
品使用的虚假度越小越好,这也与企业单独对高质量
产品使用虚假时的结论相吻合.同时,当企业对高质
量的产品使用的虚假度α较小时,企业的利润会随着
λ/β的增大而增大,这也与企业对低质量产品单独使
用虚假时相符.

4.2 γ < β时的虚假质量策略分析

假设高质量产品的成本 cH 和质量 qH 分别为

cH = 2和qH = 1,取γ = 0.3, β = 0.5,根据上述假
设可以计算出相应策略选择下的企业利润变化情况,
如图5和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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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高质量产品虚假时的企业利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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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企业利润(γ < β)随α和λ/β的变化

由图5可知,在成本差异化度小于质量差异化度
时,企业对高质量产品使用虚假质量,其利润并不一
定会增加,其对高质量产品使用虚假质量时,利润变
化情况主要取决于高质量产品的虚假度大小.
由图6可知,当企业对高质量产品使用的虚假度

较大时,企业利润同样会随着低质量产品虚假度的增
大而减小,并且低质量产品使用的虚假度λ/β越小,
企业利润随α增大而增大的趋势越明显.当企业对高
质量产品使用的虚假度α较小时,企业的利润会随着
λ/β的增大而增大.而企业利润关于高质量产品采用
的虚假度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此外,由图 6可以看出,当高质量产品的虚假度

高于一个临界值时,采用虚假策略总是有利的,这是
因为未考虑市场监督的存在,没有考虑发现企业存在
虚假质量后的惩罚成本,因此当企业使用的虚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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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个临界值时,其虚假度越大,利润越大.

4.3 理论意义

通过以上数值分析可知,企业存在使用虚假质量
的动机,且企业使用虚假质量后的利润与企业使用的
虚假度大小有关系.本文对垄断企业是否使用虚假
质量进行研究,考虑单一企业在生产质量差异化的产
品时,其是否有动机采取虚假质量策略以及企业的质
量选择策略.以往的研究是基于双寡头市场中,两个
不同的企业是否使用虚假质量信息[22],本文考虑单
一企业的情况,在这种场景下可以忽略消费者对产品
品牌的选择,从而能够更好地研究企业对产品的质量
决策,理论上丰富了关于信息不对称下虚假质量的研
究.同时,本文研究了企业使用的策略与其对高、低质
量产品使用的虚假度的关系,与以往关于虚假质量的
研究相比,能够更清晰地分析企业的决策过程,从而
为后续研究合理规避虚假质量做一些铺垫.

5 结 论

本文基于产品差异化的市场,研究了在企业与消
费者关于产品质量信息存在不对称的情况下,垄断企
业是否使用虚假质量以及如何使用虚假质量策略的

问题.主要结论如下:
1) 当质量差异化程度小于成本差异化程度时,

企业对高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量,企业利润会增
加;对低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量策略时,其利润
变化取决于低质量产品的虚假度.低质量产品的虚
假度较大时利润增加,反之利润减少.当企业对高、低
质量的产品同时使用虚假质量时,其利润变化取决于
两种产品使用的虚假度大小.此时,企业对高、低质量
产品都采用虚假质量时,需要同时控制好高、低质量
产品的虚假度.

2)当质量差异化程度大于成本差异化程度时,企
业对高质量产品单独使用虚假质量,其利润变化由企
业对高质量产品使用的虚假度决定.对高质量产品
使用高的虚假度,企业利润增加;对高质量产品使用
低虚假度,企业利润减少.企业对低质量产品单独使
用虚假质量时,利润会增加,此时低质量产品的虚假
度具有上限值,因为在质量差异化下,低质量产品的
质量不会高于高质量产品的质量.在高、低质量产品
同时使用虚假质量时,企业利润变化由两种产品所使
用的虚假度来决定.

由以上结论知,企业存在使用虚假质量的动机,
但不一定完全使用虚假质量.企业如何使用虚假质
量策略,由其所使用的虚假度来决定.

从数值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企业存在对高、低质

量产品使用虚假质量的动机.针对以上结论可以提
出以下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消费者可以在购买产
品后对产品进行检测,确定其购买到的产品的质量是
否与企业通过价格所传达的产品质量相符.在消费
者对产品进行辨别检测后,使用虚假质量的产品就会
存在被检测出来的概率,此时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当
发现企业使用虚假质量时,应加大对企业使用虚假质
量后的处罚力度,在巨大的处罚成本约束下,企业需
考虑使用虚假后的惩罚成本,当企业使用虚假质量所
带来的收益小于处罚成本时,企业不存在使用虚假质
量的动机,因此可以达到对企业使用虚假质量规避的
作用.

本文在考虑企业使用虚假质量时,将产品的成本
因素看作是外生变量,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将成本的
具体表达形式放入模型中进行考虑.此外,本文考虑
的消费者群体是短视型的消费者,此类消费者不会考
虑未来的价格,市场中同样也存在大量的战略型消费
者,后续的研究可以从战略型消费者存在的市场进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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