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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Melitz(2003)以獨佔性競爭架構、存在異質廠商的一

般均衡動態模型分析異質廠商的存在對國際貿易造成

的影響。本文簡化 Melitz(2003)的模型架構，加入政府

政策，討論政府的最適決策與影響。第一階段為政府決

定政策；第二階段為廠商在獨佔性競爭市場上競爭。 

 模型簡化至廠商已知生產產品的生產力高低為起

點，在獨佔性競爭市場上面對各自的需求曲線極大化自

己的利潤。故本文討論的模型架構於完全訊息下。 



2 模型設定 

代表性消費者的偏好： { }α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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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產品種類；xi：對第 i 種產品的需求函數；a Œ (0, 1) 

消費者極大化效用問題可得到對第 i 種產品的需求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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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所得；P：總合價格，s>1：產品間的替代彈性 



2.1 封閉體系 

廠商 i 生產時需付出總成本 TCi = ai xi + f 

f：生產時的固定成本 

ai 是廠商 i 的生產產品時的邊際成本，同時也是生產力表現。 

ai 發生的機會均等：ai Œ [0, ] 

î 當 ai越高，代表廠商 i 需以較高的邊際成本生產，效率較

低。 

廠商的決策：pi=ai §a 

xi = E ai
-s§ P1-s a-s 

ri = E (ai § a P)1-s  
p(ai) = r(i) § s - f 



 

零利潤下的邊際廠商： 

p(a*)=0 ï a* = (2 - s) E § s f 
a > a* î 廠商不會選擇進入市場生產  

a b a* î 廠商進入市場生產 
 
 
 



2.2 開放體系 
假設有兩國，一國以 D 表示，一國以 Z 表示。兩國具有對稱性。 
 

政府政策 1：從量關稅 

廠商 j 生產出口產品需付出總成本 TCz,j = aj xz,j + fx 

利潤函數為 pj =(1 – t) Pz,j xz,j – (aj xz,j + fx) 

t：從量關稅， 0 b t b 1 

fx：生產出口產品的固定成本，fx > f 

xz,j：廠商 j 以邊際成本 aj來生產出口產品的數量 

 



 
 
出口廠商的決策：pz,j = ai §a (1 – t) 

           xz,j = E aj
-s§ P1-s [a (1 – t)]-s  

         rz,j = E [ aj § a P(1 – t)]1-s 
    pz(aj) = (1 – t) rz,j § s - fx 

零利潤下的邊際廠商：pd(ad)=0   

零利潤下的邊際出口廠商：pz(a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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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2-s) § (1-s)；g = f § fx  
 
 



 

廠商家數(產品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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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適政策分析 - 消費者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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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 d U* § d t < 0 
î自由貿易為政府的最適政策 

 
  最適政策分析 -社會福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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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 d SW § d t ? 
î無法確定方向 

 



政府政策 2：關稅配額 

政府限制外國廠商進口到本國的總值不能超過 b E。 

î Ejdxpza

jzjz β≤∫0 ,,             ºº(15) 

廠商以加成定價法決定最適產品價格。 

邊際廠商的零利潤條件為 

îpd(ad)=0 ï ad = a (E § P s f)1/1-s º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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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總廠商家數有 N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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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對總廠商家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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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微分：受到產品間的替代性與 b 高低所影響 

 



 
二階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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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適政策分析-消費者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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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政府採取越寬鬆的配額管制政策時( b≠ )，消費者效用隨

著 b 上升而增加。表示自由貿易下的消費者效用最大。 

 
 



 
 

 最適政策分析-社會福利： 

 
 
 

 
 
î消費者效用：政府的最佳政策為自由貿易。 

社會福利：無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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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論 
 異質廠商在模型中是很重要的假設，開放貿易後因為競

爭的關係，不效率廠商將離開市場，有效率的廠商留在

市場並且獲得更多的利潤與市佔率。 

 隨著貿易自由化加深，留於市場上的廠商家數越少，表

示消費者可消費的產品種類也隨之減少。但消費者的效

用卻因為可消費更多相對便宜的產品而提高。 

 從消費者效用角度，政府應該降低進口關稅§放寬配額

限制，不設立障礙。 



 從社會福利角度，政府政策受到參數影響難以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