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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同賣方與相異買方的網路拍賣市場 

    本章主要探討在同質賣方與相異買方的小型網路拍賣市場中，賣方（拍賣商）

與買方（參與競標者）的最適決策問題（請參見圖 3-1）。本章結構如下，第一

節為模型的基本假設，以及賣方的利潤函數與買方的預期報酬函數的設定，第二

節為求解賣方與買方之最適決策的賽局均衡解，第三節為雙占與獨占賣方之討

論，第四節為本章結論，並與 Burguet and Sakovics（1999）、Julien, Kennes and King

（2002）及 Schmitz（2003）等文獻之結果比較。 

 

圖（3-1）  不完全訊息的二階段賽局 

第一節  基本模型假設 

一、基本假設 

    我們考慮一個有兩位網站拍賣商（賣方）與兩位買方（競標者）的小型網路

拍賣市場，且網站拍賣商（賣方）採用一級密封拍賣的競標方式。兩位網站拍賣

商（賣方）同時設立保留價格（即底價，reserve price），兩位買方（競標者）

觀察網站拍賣商所設立的保留價格後，再同時決定要參與哪一網站拍賣商的拍賣

第一階段： 

二位風險中立的網站拍賣商同時

決定最適拍賣保留價格（底價）  

AP 及 BP  

第二階段： 

二位風險中立的潛在買方同時決

定是否參與拍賣及最適投標決策  

1b 及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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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標。買方同時提出標價（密封投標，sealed-bid），即同時行動（simultaneous-move 

game）賽局，競標者彼此之間無法觀察對方的策略（標價）。 

    賣方：假設兩位獨立且風險中立（risk neutral）的網站拍賣商 A 與 B，每位

僅拍賣一件不可分割的物品，他們的物品為同質，且他們設立保留價格（即底價，

reserve price）為 AP 及 BP ，並進行保留價格的競爭，以爭取買方進來網站參與競

標。此外， AP 與 BP 只在僅有一位買方參與網站競標時，才會等於標價，亦即賣

方的收入等於 AP 或 BP ；假如兩位買方同時參與競標，則最後成交的標價會高於

AP 或 BP ，亦即賣方的收入才會高於 AP 或 BP 。其中，假設賣方沒有交易成本。 

    買方：假設兩位獨立、連續且風險中立（risk neutral）的買方（競標者）1

與 2 參與拍賣競標，每位買方想買一件不可分割的物品，買方（參與競標者）對

於拍賣商品的最高願付價格（valuation）為他的私人訊息（private information）

且服從均勻分配（uniform distribution），亦即其他競標者及賣方（拍賣商）不知

道該買者的最高願付價格，但知道其最高願付價格所服從的均勻分配，其最高願

付價格所服從的均勻分配即為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為了簡化模型推

導，而將競標者的標價線性化。他們的標價（bid） 1b 與 2b 為其最高願付價格

（valuation） 1v 與 2v 的線性式，亦即   11111 vcavb  及   22222 vcavb  ，其中 1a 、

1c 、 2a 及 2c 為實數且 1c 、 02 c ，且   111 vvb  及   222 vvb  ，進一步假設  11 vb 及

 22 vb 為單調遞增函數，這是合理的，因為這相當於假設估價越高，投標也越高。

為了方便模型推導，假設  101 ,v  與  102 ,v  ，且共同服從均勻分配，得

 1111 c,aab  與  2222 c,aab  ，且共同服從均勻分配。令 F 為此分配的累加分

配函數。 

    建立一個不完全訊息的靜態兩階段賽局（two-stage game），並以賽局理論

的倒推法（backward induction）求解：（a）stage 2: 兩位買方 1 與 2 選擇是否參

與賣方 A 與賣方 B 的物品競標，也就是可能參與兩個拍賣網站的競標或只參與

一個拍賣網站的競標，因為是網站競標（買方彼此無法觀察對手的標價），所以

可使用同時行動賽局（static game）或密封投標（sealed-bid）來建立競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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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這兩個網站拍賣分別求出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b）stage 1：兩

位賣方 A 與 B 各自將兩位買方 1 與 2 在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下的預期報酬

納入決策，並決定保留價格 AP 及 BP ，以保證比在對手的拍賣網站獲得較高的報

酬（payoff）來吸引兩位買方 1 與 2 來參與競標。就賣方而言，吸引兩位買方參

與競標可以獲得較高的標價，假如只吸引一位買方，則只能以保留價格出售。最

後，賣方的保留價格競爭會產生 Bertrand-Nash equilibrium。 

二、模型設定 

    假設每位買方與賣方都是理性的，即追求自己利益最大的前提下，以下分別

討論兩位風險中立的買方（競標者）與兩位風險中立的賣方其目標函數的設立。 

I. 第一階段（stage1）：賣方 A 與 B 的保留價格（reserve price）決策與競爭階段 

    假設賣方在承諾其在設定保留價格後，將不再進行變動，然而，賣方在決定

保留價格時，他必須考慮提供同質商品的對手競爭策略，該策略會影響潛在買方

的人數。此時為 Bertrand 的保留價格競爭，以下分別設立賣方 A 和賣方 B 的預

期利潤函數： 

1. 賣方 A 的競標價決策與目標函數：假設買方 1 的 1v 與買方 2 的 2v 是相互獨

立，且賣方 A 為風險中立（risk neutral）。 

     
Ap

M a x i m i z e Aπ  

                 112222221111 vbvbFvbvbvbFvb B N E

A

B N E

A

B N E

A

B N E

A

B N E

A

B N E

A   

        B N E

B

B N E

A

B N E

B

B N E

A uuFuuF 2211   

             B N E

B

B N E

A

B N E

B

B N E

A

B N E

B

B N E

A

B N E

B

B N E

AA uuFuuFuuFuuFP 22112211   

（3.1） 

其中： 

AP 賣方 A 在 stage 1 所決定並滿足 Bertrand-Nash equilibrium 下的保留價

格（reserve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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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vbvbF BNE

A

BNE

A 買方 1 與 2 都參與賣方 A 網站競標的情況下，買方

1 得標(獲勝)的聯合機率。 

     1122 vbvbF BNE

A

BNE

A 買方 1 與 2 都參與賣方 A 網站競標的情況下，買方

2 得標(獲勝)的聯合機率。 

  BNE

B

BNE

A uuF 11 買方 1 放棄到賣方 B 網站，而選擇到賣方 A 網站參與競標

的機率。 

  BNE

B

BNE

A uuF 11 買方 1 放棄到賣方 A 網站，而選擇到賣方 B 網站參與競標

的機率。 

  BNE

B

BNE

A uuF 22 買方 2 放棄到賣方 B 網站，而選擇到賣方 A 網站參與競標

的機率。 

  BNE

B

BNE

A uuF 22 買方 2 放棄到賣方 A 網站，而選擇到賣方 B 網站參與競標

的機率。 

 

2. 賣方 B 的競標價決策與目標函數：假設買方 1 的 1v 與買方 2 的 2v 是相互獨

立，且賣方 B 為風險中立（risk neutral）。 

     
Bp

M a x i m i z e Βπ  

                 112222221111 vbvbFvbvbvbFvb B N E

B

B N E

B

B N E

B

B N E

B

B N E

B

B N E

B   

        B N E

A

B N E

B

B N E

A

B N E

B uuFuuF 2211   

             B N E

A

B N E

B

B N E

A

B N E

B

B N E

A

B N E

B

B N E

A

B N E

BB uuFuuFuuFuuFP 22112211   

（3.2） 

其中： 

BP 賣方 B 在 stage 1 所決定並滿足 Bertrand-Nash equilibrium 下的保留價

格(reserve price)    

     2211 vbvbF BNE

B

BNE

B 買方 1 與 2 都參與賣方 B 網站競標的情況下，買方 1

得標(獲勝)的聯合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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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vbvbF BNE

B

BNE

B 買方 1 與 2 都參與賣方 B 網站競標的情況下，買方 2

得標(獲勝)的聯合機率。 

  BNE

B

BNE

A uuF 11 買方 1 放棄到賣方 B 網站，而選擇到賣方 A 網站參與競標

的機率。 

  BNE

B

BNE

A uuF 11 買方 1 放棄到賣方 A 網站，而選擇到賣方 B 網站參與競標

的機率。 

  BNE

B

BNE

A uuF 22 買方 2 放棄到賣方 B 網站，而選擇到賣方 A 網站參與競標

的機率。 

  BNE

B

BNE

A uuF 22 買方 2 放棄到賣方 A 網站，而選擇到賣方 B 網站參與競標

的機率。 

 

II. 第二階段（stage2）：兩位買方 1 與 2 的競標價（bid）決策與競爭階段 

    在一級密封價格拍賣中，投標者只有一次投標機會，而且投標前無法獲知其

他投標者的標價，因此，投標者只能根據自己的估價和其他投標者的估價分布來

決定自己的投標策略，即每位投標者透過猜測其他投標者的投標行為來決定自己

的最適投標。接下來，我們分別設立買方 1 與買方 2 的預期報酬函數： 

1. 買方 1 的競標價決策與目標函數：假設買方 1 在賣方 A 網站的競價決策與

在賣方B網站的競價決策是相互獨立的，且買方 1為風險中立（risk neutral）。 

(a) 在賣方 A 的網站參與競標時的目標函數： 

       
1Ab

Maximize            AAAAAAA PvbFPvvbbFbvu  221221111  

（3.3） 

其中： 

Au1 買方 1 在賣方 A 的網站參與競標後獲得的預期報酬（expected payoff）

或預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 

1v 買方 1 的最高願付價格（valuation），它是買方 1 的私人訊息，且  10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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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服從均勻分配   

   111111 vcavbb AAAA 買方 1 在賣方 A 的網站參與競標所決定的競標價

（bid），因為  101 ,v  並服從均勻分配，所以  AAAA c,aab 1111  並服從

均勻分配   

   222222 vcavbb AAAA 買方 2 在賣方 A 的網站參與競標所決定的競標

價（bid），因為  102 ,v  並服從均勻分配，所以  AAAA c,aab 2222  並

服從均勻分配   

    221 vbbF AA 買方 1 與 2 都參與賣方 A 網站競標的情況下，買方 1 得標

（獲勝）的機率   

    AA PvbF 22 僅有買方 1 參與而買方 2 退出賣方 A 網站競標的機率   

     22111 vbbFbv AAA 在買方 1 與 2 都參與賣方 A 網站競標的情況下，

買方 1 獲得的預期報酬   

      AAA PvbFPv 221 在僅有買方 1 參與而買方 2 退出賣方 A 網站競標

的情況下，買方 1 獲得的預期報酬 

 

(b) 在賣方 B 的網站參與競標時的目標函數： 

       
1Bb

Maximize           BBBBBBB PvbFPvvbbFbvu  221221111   

（3.4） 

其中： 

Bu1 買方 1 在賣方 B 的網站參與競標後獲得的預期報酬（expected payoff）

或預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   

   111111 vcavbb BBBB 買方 1 在賣方 B 的網站參與競標所決定的競標價

（bid），因為  101 ,v  並服從均勻分配，所以  BBBB c,aab 1111  並服從

均勻分配    

   222222 vcavbb BBBB 買方 2 在賣方 B 的網站參與競標所決定的競標



 47 

價（bid），因為  102 ,v  並服從均勻分配，所以  BBBB c,aab 2222  並

服從均勻分配   

    221 vbbF BB 買方 1 與 2 都參與賣方 B 網站競標的情況下，買方 1 得標

（獲勝）的機率   

    BB PvbF 22 僅有買方 1 參與而買方 2 退出賣方 B 網站競標的機率 

     22111 vbbFbv BBB 在買方 1 與 2 都參與賣方 B 網站競標的情況下，

買方 1 獲得的預期報酬   

     BBB PvbFPv 221 在僅有買方 1參與而買方 2退出賣方 B網站競標的

情況下，買方 1 獲得的預期報酬 

 

2. 買方 2 的競標價決策與目標函數：假設買方 2 在賣方 A 網站的競價決策與

在賣方B網站的競價決策是相互獨立的，且買方 2為風險中立（risk neutral）。 

(a) 在賣方 A 的網站參與競標時的目標函數： 

       
2Ab

Maximize           AAAAAAA PvbFPvvbbFbvu  112112222   

（3.5） 

其中： 

Au2 買方 2 在賣方 A 的網站參與競標後獲得的預期報酬（expected payoff）

或預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  

2v 買方 2 的最高願付價格（valuation），它是買方 2 的私人訊息，且  0,12 v

並服從均勻分配   

    112 vbbF AA 買方 1 與 2 都參與賣方 A 網站競標的情況下，買方 2 得標

(獲勝)的機率   

   AA PvbF 11 僅有買方 2 參與而買方 1 退出賣方 A 網站競標的機率   

      11222 vbbFbv AAA 在買方 1 與 2 都參與賣方 A 網站競標的情況下，

買方 2 獲得的預期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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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PvbFPv 112 在僅有買方 2 參與而買方 1 退出賣方 A 網站競標的

情況下，買方 2 獲得的預期報酬 

 

(b) 在賣方 B 的網站參與競標時的目標函數： 

      
2Bb

Maximize           BBBBBBB PvbFPvvbbFbvu  112112222   

（3.6） 

其中： 

Bu2 買方 2 在賣方 B 的網站參與競標後獲得的預期報酬（expected payoff）

或預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   

    112 vbbF BB 買方 1 與 2 都參與賣方 B 網站競標的情況下，買方 2 得標

(獲勝)的機率   

   BB PvbF 11 僅有買方 2 參與而買方 1 退出賣方 B 網站競標的機率            

      11222 vbbFbv BBB 在買方 1 與 2 都參與賣方 B 網站競標的情況下，

買方 2 獲得的預期報酬   

     BBB PvbFPv 112 在僅有買方 2 參與而買方 1 退出賣方 B 網站競標的

情況下，買方 2 獲得的預期報酬 

 

第二節  賽局均衡 

    此小節以賽局理論的倒推法（backward induction），先求解第二階段中，風

險中立的買方（競標者）的最適競價決策，得到兩個拍賣網站的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下買方的均衡競標價，然後將其分別代入買方 1 與 2 的預期報酬函數

內，以求得兩個拍賣網站的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下買方的預期報酬函數，

再將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下買方的均衡競標價及預期報酬函數往前代入

stage 1 的兩個賣方的利潤函數中，求解第一階段中，風險中立的賣方的最適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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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價格）決策，並解得該階段 Bertrand-Nash equilibrium 下賣方的均衡保留

價格，最後求得整個 two-stage game 均衡下買方的均衡競標價及賣方的均衡保留

價格。 

 

I. 第二階段（stage2）：兩位買方 1 與 2 的競標價（bid）決策與競爭階段 

    根據賽局理論的倒推法（backward induction），我們首先求解買方的最適競

價決策，買方（競標者）同時出價，且彼此無法觀察對手的策略（標價），由於

此為不完全訊息的靜態賽局，所以我們要求解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以下

分別求解買方 1 與 2 在預期自己報酬最大時的最適競標價： 

1. 買方 1 的競標價決策與目標函數：  

(a) 極大化在賣方 A 的網站參與競標時的預期報酬： 

       
1Ab

Maximize      
A

AA
A

A

AA
AA

c

aP
Pv

c

Pb
bvu

2

2
1

2

1
111





           （3.7） 

    首先，我們根據（3.3）式計算買方 1 參與賣方 A 的網站的預期報酬，可得

（3.7）式。而買方 1 必然會選擇最適的投標 BNE

Ab1 以使他的期望收益最大。因此，

令 Au1 最大的 BNE

Ab1 將滿足： 

一階條件 F.O.C： 00
2

11

2

1

1

1 







A

A

A

AA

A

A

c

-bv

c

Pb
-

b

u
   

                   
2

1
1

AB N E

A

Pv
b


                       （3.8） 

二階條件 S.O.C： 0
2

2

2

1

1

2






A

 

A

A

c
-

b

u
，表示在 BNE

AA bb 11  時， Au1 存在極大值。 

根據（3.8）式，我們可以看出買方 1 在賣方 A 的網站參與競標的競標價受

到自己（買方 1）的最高願付價格及賣方 A 的保留價格影響，且皆為正相關；將

（3.8）式與   111111 vcavbb AAAA  對照，並得到
2

1
A

A

P
a  ，

2

1
1 Ac 。 

 

(b) 極大化在賣方 B 的網站參與競標時的預期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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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b

Maximize      
B

BB
B

B

BB
BB

c

aP
Pv

c

Pb
bvu

2

2
1

2

1
111





           （3.9） 

    其次，我們根據（3.4）式計算買方 1 參與賣方 B 的網站的預期報酬，可得

（3.9）式。而買方 1 必然會選擇最適的投標 BNE

Bb1 以使他的期望收益最大。因此，

令 Bu1 最大的 BNE

Bb1 將滿足： 

一階條件 F.O.C： 00
2

11

2

1

1

1 




B

B

B

BB

B

B

c

-bv

c

-Pb
-

b

u
 

                     
2

1
1

BB N E

B

Pv
b


                     （3.10） 

    二階條件 S.O.C： 0
2

2

2

1

1

2






B

 

B

B

c
-

b

u
，表示在 BNE

BB bb 11  時， Bu1 存在極大值。 

根據（3.10）式，我們可以看出買方 1 在賣方 B 的網站參與競標的競標價受

到自己（買方 1）的最高願付價格及賣方 B 的保留價格影響，且皆為正相關；將

（3.10）式與   111111 vcavbb BBBB  對照，並得到
2

1
B

B

P
a  ，

2

1
1 Bc 。 

 

2. 買方 2 的競標價決策與目標函數：  

(a) 極大化在賣方 A 的網站參與競標時的預期報酬： 

       
2Ab

Maximize      
A

AA
A

A

AA
AA

c

aP
Pv

c

Pb
bvu

1

1
2

1

2
222





         （3.11） 

再來，我們根據（3.5）式計算買方 2 參與賣方 A 的網站的預期報酬，可得

（3.11）式。而買方 2 必然會選擇最適的投標 BNE

Ab2 以使他的期望收益最大。因此，

令 Au2 最大的 BNE

Ab2 將滿足： 

一階條件 F.O.C： 00
1

22

1

2

2

2 




A

A

A

AA

A

A

c

-bv

c

-Pb
-

b

u
  

                           
2

2
2

AB N E

A

Pv
b


                     （3.12） 

二階條件 S.O.C： 0
2

1

2

2

2

2






A

 

A

A

c
-

b

u
，表示在 BNE

AA bb 22  時， Au2 存在極大值。 

根據（3.12）式，我們可以看出買方 2 在賣方 A 的網站參與競標的競標價受

到自己（買方 2）的最高願付價格及賣方 A 的保留價格影響，且皆為正相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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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式與   222222 vcavbb AAAA  對照，並得到
2

2
A

A

P
a  ，

2

1
2 Ac 。 

 

(b) 極大化在賣方 B 的網站參與競標時的預期報酬： 

       
2Bb

Maximize      
B

BB
B

B

BB
BB

c

aP
Pv

c

Pb
bvu

1

1
2

1

2
222





         （3.13） 

最後，我們根據（3.6）式計算買方 2 參與賣方 B 的網站的預期報酬，可得

（3.13）式。而買方 2 必然會選擇最適的投標 BNE

Bb2 以使他的期望收益最大。因此，

令 Bu2 最大的 BNE

Bb2 將滿足： 

一階條件 F.O.C： 00
1

22

1

2

2

2 










B

B

B

BB

B

B

c

bv

c

Pb

b

u
   

                           
2

2
2

BB N E

B

Pv
b


                     （3.14） 

二階條件 S.O.C： 0
2

1

2

2

2

2






B

 

B

B

c
-

b

u
，表示在 BNE

BB bb 22  時， Bu2 存在極大值。 

根據上式，我們可以看出買方 2 在賣方 B 的網站參與競標的競標價受到自

己（買方 2）的最高願付價格及賣方 B 的保留價格影響，且皆為正相關；將（3.14）

式與   222222 vcavbb BBBB  對照，並得到
2

2
B

B

P
a  ，

2

1
2 Bc 。 

 

3. Linear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3.8）、（3.10）、（3.12）和（3.14）式為 1 與 2 的買方（競標者）各自在 A

與 B 的網站拍賣商（賣方）參與競標的最適競標價，並將其代回（3.7）、（3.9）、

（3.11）和（3.13）式，可得到 1 與 2 的買方（競標者）各自在 A 與 B 的網站拍

賣商（賣方）參與競標的預期報酬。故買方（競標者）的競標價和預期報酬之 linear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為： 

2

1
1

ABNE

A

Pv
b


 ，

2

1
1

BBNE

B

Pv
b


 ，

2

2
2

ABNE

A

Pv
b


 ，

2

2
2

BBNE

B

Pv
b


  

2

22

1
1

ABNE

A

Pv
u


 ，

2

22

1
1

BBNE

B

Pv
u


 ，

2

22

2
2

ABNE

A

Pv
u


 ，

2

22

2
2

BBNE

B

Pv
u


  

可以看出買方 1 或 2 在賣方 A 或 B 的網站參與競標的預期報酬與自己（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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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1 或 2）的最高願付價格呈現正相關，而與賣方 A 或 B 的保留價格呈現負相

關（符合直覺）。 

 

II. 第一階段（stage1）：賣方 A 與 B 的保留價格(reserve price)決策與競爭階段 

    接下來，我們求解賣方的最適底價決策，兩位賣方 A 與 B 各自將兩位買方

1 與 2 在第二階段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下的預期報酬（即 1u 和 2u ）納入決

策，並決定保留價格 AP 及 BP 。 

1. 極大化賣方 A 的利潤函數： 

Ap
Maximize  Aπ  

    
2

2222222221 112
4

1
1

2

1

4

2











 ABABABAB

A PPPPLnPPPP
Pvv

 

      







 22222222 112

4

1
1

2

1
2 ABABABABA PPPPLnPPPPP  

      







 22222222 112

4

1
1

2

1
BABABABA PPPPLnPPPP  

    222222 111
16

1
ABABAB PPLnPPPP

 
  

      222222 1118 BABABAA PPLnPPPPP [  

        ]222222

21 1112 ABABABA PPLnPPPPPvv   

（3.15） 

    我們根據買方 1 與 2 在第二階段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下的預期報酬代

入（3.1）式計算賣方 A 的預期利潤，可得（3.15）式。而賣方 A 必然會選擇最

適的保留價格 NE

AP 以使他的期望利潤最大。因此，令 Aπ 最大的 NE

AP 將滿足： 

一階條件 F.O.C： 0




A

A

P

π
 

    222222 111
16

1
ABABAB PPLnPPPP  [  

      22

21

22222 3812186 BAAABBAA PPvv-PPPP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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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21

222 113211 ABAABBA PPLnvvP-PPPPLn   

     221121 ABA PPLn-P   

       222222 1118 BABABAA PPLnPPPPP (  

          01112 222222

21  )]ABABABA PPLnPPPPPvv  

並解得賣方 A 的反應函數（reaction function）： 

 BA

*

A PRP                                              （3.16） 

其中：二階條件 S.O.C： 0
2

2






A

A

P

π
，表示在 NE

AA PP  時， Aπ 存在極大值。 

 

2. 極大化賣方 B 的利潤函數： 

    
Bp

Maximize  Bπ  

    
2

2222222221 112
4

1
1

2

1

4

2











 BABABABA

B PPPPLnPPPP
Pvv

 

      







 22222222 112

4

1
1

2

1
2 BABABABAB PPPPLnPPPPP  

      







 22222222 112

4

1
1

2

1
ABABABAB PPPPLnPPPP  

    222222 111
16

1
BABABA PPLnPPPP   

      222222 1118 ABABABB PPLnPPPPP [  

        ]222222

21 1112 BABABAB PPLnPPPPPvv   

（3.17） 

    我們根據買方 1 與 2 在第二階段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下的預期報酬代

入（3.2）式計算賣方 B 的預期利潤，可得（3.17）式。而賣方 B 必然會選擇最

適的保留價格 NE

BP 以使他的期望利潤最大。因此，令 Bπ 最大的 NE

BP 將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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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條件 F.O.C： 0




B

B

P

π
 

    222222 111
16

1
BABABA PPLnPPPP  [  

      22

21

22222 3818126 ABBABBAB PPvv-PPPPPP (  

         ) PPLnvvP-PPPPLn BABBAAB

22

21

222 113211   

     221121 BAB PPLn-P   

          222222 1118 ABABABB PPLnPPPPP (  

             01112 222222

21  )]BABABAB PPLnPPPPPvv  

    並解得賣方 B 的反應函數（reaction function）： 

 AB

*

B PRP                                                 （3.18） 

其中：二階條件 S.O.C： 0
2

2






B

B

P

π
，表示在 NE

BB PP  時， Bπ 存在極大值。 

 

3. Bertrand Nash equilibrium： 

    由於（3.16）和（3.18）式過於複雜，所以我們使用數學軟體 Mathematica

聯立求解（3.16）和（3.18）式，解得 10  NE

B

NE

A PP （符合假設），並求得整

個 two-stage game均衡下買方的最適競標價及預期報酬與賣方的最適保留價格及

利潤函數。 

     2
1

2

2121 2500476491250 vv..vv.-pp NE

B

NE

A   

   2
1

2

212111 1250261912012503750 vv..v.-v.bb NE

B

NE

A 

   2
1

2

212122 1250261912037501250 vv..v.v.-bb NE

B

NE

A   

NE

B

NE

A uu 11   

      523825006250065478012500625043750
2
1

2

212121

2

2

2

1 .-vv..vvvv.-v.-v.   

NE

B

NE

A uu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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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825006250065478012504375006250
2
1

2

212121

2

2

2

1 .-vv..vvvv.-v.v.-   

NE

B

NE

A ππ      2
1

2

2121 02441404092380093750 vv..vv.-   

 

第三節  雙占與獨占賣方之討論 

    本小節分別討論在兩家（雙占）賣方拍賣競爭的情況下，有無設立保留價格

對賣方利潤的影響；若兩家賣方勾結形成一家獨占賣方，此時該如何設立保留價

格使其利潤最大並與兩家賣方拍賣競爭的結果相對照。 

 

雙占賣方（拍賣商）保留價格競爭 V.S 獨占賣方（拍賣商） 

1. 雙占賣方拍賣競爭的利潤函數：有設立保留價格 

NE

B

NE

A

NE πππ      2
1

2

2121 02441404092380093750 vv..vv.-   

此時      2
1

2

2121 2500476491250 vv..vv.-pp NE

B

NE

A   

∵買方的願付價格  101 ,v  與  102 ,v   

∴賣方的保留價格的範圍為 

 02354716391440 .,.pp NE

B

NE

A  （請參見圖 3-2） 

則賣方的利潤函數的範圍為 

 63971705244650 .,.ππ NE

B

NE

A  （請參見圖 3-3） 

 

2. 雙占賣方拍賣競爭的利潤函數：無設立保留價格 

    根據 Julien, Kennes, and King (2002)的假設，若拍賣無設立保留價格時，等

同於將保留價格設置為零，因為賣方不會設置一個小於零的保留價格，所以此時

可以直接將保留價格設為零（ 0 BA pp ）代入上一節的買方最適投標的 Linear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3.8）、（3.10）、（3.12）和（3.14）式與賣方的利潤函



 56 

數（3.15）和（3.17）式。因此，可得到在雙占賣方皆不設立保留價格的情況下： 

1

0

1

0

1 50 v.bb BA    ，  2

0

2

0

2 50 v.bb BA   

 21

000 06250 vv.πππ BA   

∵買方的願付價格  101 ,v  與  102 ,v   

∴賣方的利潤函數的範圍為  1250000 .,ππ BA  （請參見圖 3-4） 

 

3. 採取單一底價（reserve price）的獨占廠商之決策：  

    若兩位賣方採取勾結行為，則如同一個獨占賣方。若此獨占賣方採取單一底

價決策： MBA PPP  。此時類似多物品拍賣的同價拍賣（uniform-price auction），

又稱為競爭拍賣（competitive auction），密封投標從高到低排序，拍賣品從最高

投標價格開始依序分配直到物品賣光，此時所有的得標者支付相同的價格。因為

A 與 B 兩項產品為同質，且在這兩個拍賣網站設定相同的 P，所以買方 1 與買方

2 在 A 與 B 兩項產品的網站所獲得的效用應該是相同的，也就是買方 1 可能是

同時參加 A 與 B 兩項產品的拍賣，或是同時不參加；同理，買方 2 也是採取相

同的行為。所以獨占賣方的決策為使聯合利潤最大化，已不必再分為 A 與 B 利

潤之和。 

Mπ    Maximize
MP 

























2

1

2

1
2

4

1

2

1

22

1

2
2 21

M
MM P

PvPv
 

               MPvv
4
5

218
1                                    （3.19） 

    根據買方 1 與 2 在第二階段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下的預期報酬來計算

獨占賣方的預期利潤，可得（3.19）式。而獨占賣方必然會選擇最適保留價格 *

MP

以使他的期望利潤最大。因此，令 Mπ 最大的 *

MP 將滿足： 

一階條件 F.O.C： 0
4

5






M

M

P

π
，表示 MP 非最適解 

∵ Maximize 1MP     ∴  
4
5

218
1  vvπM  

又買方的願付價格  101 ,v  與  102 ,v   

∴賣方的保留價格的範圍為 1MP （請參見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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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賣方的利潤函數的範圍為  51251 .,.πM  （請參見圖 3-6） 

 

4. 採取差別取價(底價, reserve price)的獨占廠商之決策：  

    一家獨占賣方（拍賣商）設立 A 與 B 兩項產品的拍賣網站以代替 A 與 B 兩

家廠商，假設獨占賣方能夠區分買方 1 與買方 2，使其能夠在 A 與 B 產品的拍

賣網站上，針對買方 1 與買方 2 分別設定底價為 1P 與 2P 。此時類似於多物品拍

賣的多價拍賣（multiple-price auction），又稱為歧視性價格拍賣（discriminatory 

auction），其決定得標者的規則與同價拍賣相似，但每位得標者支付的價格就是

自己的投標價。因為 A 與 B 兩項產品為同質，且獨占賣方在這兩個拍賣網站設

定相同的 1P 與 2P ，所以買方 1 與買方 2 在 A 與 B 兩項產品的網站所獲得的效用

應該是相同的，也就是買方 1 可能是同時參加 A 與 B 兩項產品的拍賣，或是同

時不參加；同理，買方 2 也是採取相同的行為。假設買方 1 的願付價較買方 2

高，即 21 vv  。所以整個獨占廠商的決策不必再分為 A 與 B 利潤之和。 

MM π   Maximize
21 P,P

 

              2121212
1

12222
1

2111 2211 PPPP-P-PPPPvPPPv   

（3.20） 

    根據買方 1 與 2 在第二階段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下的預期報酬來計算

獨占賣方的預期利潤，可得（3.20）式。而獨占賣方必然會選擇最適保留價格 *P1

和 *P2 以使他的期望利潤最大。因此，令 MMπ 最大的 *P1 和 *P2 將滿足： 

一階條件 F.O.C： 0
1






P

πMM  

     122433 2121

2

212

2

12
1

2

2

21

2

1

3

2  vvPPPPPPvPv-PP  

    01122
2
1

22
3

12
1

22
1

12
1

2211  vvvvPvvP  

（3.21） 

一階條件 F.O.C： 0
2






P

π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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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43 1221

2

212

2

12

2

22
1

1

2

1

3

1  vvPPPPPP-v-PvPP  

    01221
2
1

22
1

12
2

12222
1

12
1

1  vv-vvPvvP  

（3.22） 

    由於（3.21）和（3.22）式聯立求解過於複雜，所以將透過泰勒展開式（Taylor 

expansion）予以線性化（linearization），並使用數學軟體 Mathematica 聯立求解，

解得： 

C

B
p          

C

A
p **  21  

其中： 

     3

1

2

11

2

2

2

11

3

21

4

2

5

2 11626648254211912224344 vvvvvvvvvvA   

   4

1

3

1

2

111

4

1

3

1

2

112 368447131196221791223 vvvvvvvvvv   

     3

2

2

22

2

1

2

22

3

12

4

1

5

1 11626648254211912224344 vvvvvvvvvvB 

   4

2

3

2

2

222

4

2

3

2

2

221 368447131196221791223 vvvvvvvvvv   

   2

22

2

12

3

1

4

1 18420410512171252 vvvvvvC     

     3

2

2

222

3

2

2

221 522041052424346746 vvvvvvvv   

    ∵買方的願付價格  101 ,v  與  102 ,v  ，且假設 21 vv   

    ∴賣方的保留價格的範圍為  2756139105901 .,.-P  （請參見圖 3-7） 

                       3 4 4 8 722 3 2 6 622 .,.-P  （請參見圖 3-8） 

    則賣方的利潤函數的範圍為  1654312323710 .,.πMM  （請參見圖 3-9） 

 

5. 透過賣方的利潤函數的範圍，我們可以得知： 

          
00

BA

NE

B

NE

AMMM ππππππ   

    但由於採取差別取價的獨占賣方之保留價格較難以判斷，為了方便比較與分

析，我們假設 501 .v  ， 302 .v  ，可得到以下結果： 

174974906845670007010900 21

00  M

NE

B

NE

ABA P.P.P.PPPP

 05000 .ππ BA  NE

B

NE

A ππ 0.111133 3516681710 .π.π 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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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雙占賣方拍賣競爭的利潤函數明顯小於一家獨占賣方的利潤函

數。在賣方競爭的情況下，有設立保留價格的利潤函數會大於無設立保留價格的

利潤函數。而在獨占賣方的情況下，設立單一底價的利潤函數會大於差別取價的

利潤函數。 

 

第四節  小結 

    本小節為本章結論，並與 Burguet and Sakovics (1999)、Julien, Kennes and 

King (2002)及 Schmitz (2003)的結果作比較。 

命題 1：兩賣方競爭的保留價格會相同，而兩位買方的參與競標的機率會相同。 

（1） NE

B

NE

A

NE bbb 111  ，即買方（競標者）1 至賣方（拍賣商）A 與 B 的競標價

相同。 

（2） NE

B

NE

A

NE bbb 222  ，即買方（競標者）2 至賣方（拍賣商）A 與 B 的競標價

相同。 

（3） NE

B

NE

A

NE uuu 111  ，即買方（競標者）1 參與賣方（拍賣商）A 與 B 的預期

報酬（或預期效用）相同。 

（4） NE

B

NE

A

NE uuu 222  ，即買方（競標者）2 參與賣方（拍賣商）A 與 B 的預期

報酬（或預期效用）相同。 

（5） NE

B

NE

A

NE πππ  ，即賣方（拍賣商）A 與 B 的利潤相同。 

    是否願付價格較高的買方是較有意願到保留價格較高的賣方參與競標，以及

願付價格較低的買方是較有意願到保留價格較低的賣方參與競標嗎？由賽局均

衡結果可知，因為賣方（拍賣商）A 與 B 的保留價格（即底價，reserve price）

相同，使得買方（競標者）1 至賣方（拍賣商）A 與 B 的競標價和預期報酬相同，

以及買方（競標者）2 至賣方（拍賣商）A 與 B 的競標價和預期報酬相同。因此，

買方（競標者）1 與 2 參與賣方（拍賣商）A 與 B 競標的機率會相同；進而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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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拍賣商）A 與 B 的利潤相同。 

命題 2：兩家賣方（拍賣商）競爭下的保留價格不會下殺至零。 

    因為 NE

B

NE

A

NE

r PPP  ，即賣方（拍賣商）A 與 B 的保留價格（即底價，reserve 

price）相同。由 Bertrand Nash equilibrium 可知，在相同賣方與相異買方的情況

下，兩家賣方（拍賣商）的保留價格（即底價）會相同，且 10  NE

B

NE

A PP （參

見表 3-1、圖 3-2），有趣的是，此表示在兩家賣方（拍賣商）競爭下的保留價格

不會下殺至零；此與傳統的 Bertrand Nash equilibrium 的結果不同。此結果與

Burguet and Sakovics (1999)之文獻結果相同，賣方的均衡選擇是藉由在保留價格

下有連續特性的潛在買方，與其他價格競爭策略的模型對照，需求的反應在對保

留價格的改變是相當帄穩的，而 Schmitz (2003)認為當賣方有產能限制時，賣方

競爭下的保留價格不會下殺至零，一點也不令人訝異。 

命題 3：兩位買方的競標價不一定會相同。 

（1） 若 21 vv  ，則 NENE bb 21  ， NENE uu 21   

（2） 若 21 vv  ，則 NENE bb 21  ， NENE uu 21   

（3） 若 21 vv  ，則 NENE bb 21  ， NENE uu 21   

    由上述結果可知，買方（競標者）1 與 2 參與賣方（拍賣商）的競標價和預

期報酬（或預期效用），要視其願付價格的高低而定（參見表 3-1）。若買方（競

標者）的願付價格愈高，則其競標價和預期報酬（或預期效用）將愈高；反之，

亦然。而只有在兩位買方的願付價格相同下，其競標價才會相同。 

命題 4：在雙占賣方拍賣競爭情況下，有設立保留價格的期望利潤會大於無設立

保留價格的期望利潤。 

    賣方通常傾向於設立保留價格拍賣，這是合理的，因為此策略可以保證賣家

一定的收益，不會因為物品售出時的成交價格過低而遭受損失。此與 Julien, 

Kennes and King (2002) 之文獻結果相同。表示網拍賣家有誘因設置拍賣底價，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競標者通常傾向於參與無設立拍賣底價的賣家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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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5：雙占賣方競爭下的保留價格與預期利潤是低於獨占賣方的保留價格與預

期利潤。 

    由上述結果可知， NE

B

NE

AM PPPPP  12 ，且 NE

B

NE

AMMM ππππ  。此

時，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結果，獨占賣方採單一價格的底價與利潤會大於採差別

取價和雙占賣方價格競爭的底價與利潤。以下分二部份探討說明，首先，獨占賣

方不論是採取單一底價或差別取價的預期利潤均會大於雙占賣方競爭的預期利

潤，與傳統的產業經濟理論相符，因為在二家廠商價格競爭中，可能會造成削價

競爭，使其價格與利潤甚低。 

    針對第二部份探討說明。傳統的產業經濟理論認為，採單一價格的利潤恆大

於採差別取價的利潤，而且單一價格必會介於差別價格之間；然而，本文結果顯

示獨占賣方採單一底價的預期利潤會大於採差別取價的預期利潤，此命題結果與

傳統的經濟理論不符。一般所謂的「價格」，通常是指網路拍賣中的「直接購買

價」，而本文則是指網路拍賣中的「底價」，因此，在傳統的經濟理論中，廠商採

差別取價的利潤會大於採單一價格的利潤，且廠商採差別取價的消費者剩餘會小

於採單一價格的消費者剩餘，因此，若廠商在兩個市場同時銷售時，通常會採差

別取價；即對於願付價格較高的買方設較高的直接購買價，對於願付價格較低的

買方設較低的直接購買價。然而，面對「底價」的設定，則有不同結果！在網路

拍賣的競標中，買方（競標者）只會在底價至其願付價格的範圍中競標，因此，

若底價大於買方的願付價格，則其將不會參與競標，而此時賣方只能賺到底價；

若二位買方皆參與競標，此時賣方的利潤較大。賣方為了誘使二位買方皆會參與

競標，所以在底價設定方面，採單一底價會大於採差別取價，且願付價格較低的

買方的底價會大於願付價格較高的買方；即為了讓願付價格較低的買方會參與競

標，賣方會將其底價設定小於其最高願付價格，且大於願付價格較高的買方。此

外，在現實生活中，賣方無法區別願付價格較高與較低的買方，因此難以施行差

別取價。 

    本章結論，仍未能與現實生活相符合，因此將於下一章節的模型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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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存在異質的網站拍賣商（賣方），並加入買方的到每家賣方的網站參與競標

所付出的交易成本，以及賣方為了設立與維護網站競標的方便性而付出沉沒(固

定)成本等措施，使其更能貼近現實生活。 

 

 

 

 

 

 

 

表 3-1  雙占賣方保留價格競爭 

 P π 1b 、 2b  1u 、 2u  

01 v  

02 v  
1.023547 0.639717 

51177301 .b   

51177302 .b   

52382501 .-u   

52382502 .-u   

0.21 v  

0.72 v  
0.822986 0.570616 

59012901 .b   

84012902 .b   

31865401 .-u   

09365402 .-u   

0.71 v  

0.22 v  
0.822986 0.570616 

84012901 .b   

59012902 .b   

09365401 .-u   

31865402 .-u   

01 v  

12 v  
0.803636 0.564773 

40181801 .b   

90181802 .b   

32291601 .-u   

17708402 . u   

0.51 v  

0.52 v  
0.803636 0.564773 

65181801 .b   

65181802 .b   

19791601 .-u   

19791602 .-u   

11 v  

02 v  
0.803636 0.564773 

90181801 .b   

40181802 .b   

17708401 . u   

32291602 .-u   

0.31 v  

0.82 v  
0.784846 0.559279 

54242301 .b   

79242302 .b   

26299301 .-u   

01200702 . u   

0.81 v  

0.32 v  
0.784846 0.559279 

79242301 .b   

54242302 .b   

01200701 . u   

26299302 .-u   

11 v  

12 v  
0.639144 0.524465 

81957201 .b   

81957202 .b   

29574701 . u   

29574702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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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3-2）  雙占賣方價格競爭的均衡保留價格 

 

   
（a）                                           （b） 

圖（3-3）  雙占賣方價格競爭的利潤函數：有保留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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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3-4）  雙占賣方價格競爭的利潤函數：無保留價格 

0 
0.2 

0.4 
0.6 

0.8
1

v 1
0

0.2

0.4

0.6

0.8
1

v 2

0.7 
0.8 
0.9 

1 
P

0 
0.2 

0.4 
0.6 

0.8
1

v 1 0 0.2 0.4 0.6 0.8 1 
v1

0 0.2 0.4 0.6 0.8 1

v2 

0.7

0.8

0.9

1

P

0 0.2 0.4 0.6 0.8 1 
v1

0 
0.2 

0.4 
0.6 

0.8 
1

v 1 
0

0.2

0.4

0.6
0.8

1

v2

0.525 
0.55 

0.575 
0.6 

0.625 
π

0 
0.2 

0.4 
0.6 

0.8 
1

v 1 
0 0.20.4 0.6 0.8 1 

v1
0 0.2 0.4 0.60.8 1 

v 2

0.525
0.55

0.575
0.6

0.625

π

0 0.20.4 0.6 0.8 1 
v1

0 0.2 0.4 0.6 0.8 1
v1

0 0.2 0.4 0.6 0.8 1

v 2

0

0.05

0.1

k0

0 0.2 0.4 0.6 0.8 1
v1



 64

0
0.2

0.4
0.6

0.8
1

v1

0

0.2

0.4

0.6

0.8

1

v2

0
0.5

1
1.5

2

P

0
0.2

0.4
0.6

0.8
1

v1

   
（a）                                           （b） 

圖（3-5）  單一底價的獨占廠商之保留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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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3-6）  單一底價的獨占廠商之利潤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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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3-7）  差別取價(底價)的獨占廠商之保留價格 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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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3-8）  差別取價(底價)的獨占廠商之保留價格 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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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3-9）  差別取價(底價)的獨占廠商之利潤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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