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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了存在网络外部性的市场结构以及竞争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在存在网络外部性的市场中由
于存在多重均衡以及正反馈效应 ,因此往往表现出赢家通吃的市场格局 ,并且对用户基数以及互补性产品的
管理将是决定市场竞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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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济模型告诉我们 ,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因需求增加而上涨时 ,生产者会增加供给 ,而消费者会减少
需求 ,从而对价格上涨形成某种抑制 ,反之则相反。这种负反馈机制会使使市场的某种失衡得到缓冲 ,乃至纠
正 ,重新恢复均衡。但是 ,在网络经济的一些领域中 ,供给方价格的下降会使需求增加 ,而需求的增加往往会
创造更高的效率和报酬 ,从而导致供给方价格的进一步下降 ,进而创造出更多的需求。这种需求与供给的正
反馈 (positive feedback effect)机制使得网络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呈现某种自我强化的“滚雪球”效应 ,而不仅仅是
自我恢复均衡的效应。这表明 ,网络经济中的创新者可以获得某种“先发优势”。由于网络经济具有正反馈机
制 ,故网络的参与者越多、覆盖面越大 ,网络的价值越高。当市场由正反馈机制驱动时 ,其效率与其整体规模
成正比。成功创造成功 ,因为它发展出更大的网络 ,得以补偿高昂的初期固定成本 ,进而增加效率并减少平均
成本。这些现象是“网络外部性”的直接体现。下面从五个部分来论述网络外部性条件下的有关问题。首先
由梅特卡夫法则引出外部性的概念 ,然后分析存在网络外部性条件下的需求 ,供给以及正反馈的机制 ,最后提
出结论与建议。

1. 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 (network externalities)的雏形是网络价值 (value of network) ,最初仅仅应用于对一些有形物理网

络的研究上 ,如交通运输网、电信网等。如何确定某个物理网络的价值成为那时对网络经济性研究的一个重
点 ,继而便诞生了著名的梅特卡夫法则 ,即网络的价值与网络大小的平方成正比 ,这里的网络大小是指网络中
节点 (nodes)的数量。在网络中存在的这种“网络价值随着网络规模的增大而增大”的现象 ,后来被人们称为
网络效应 (network effects) 。

2. 网络外部性下的新需求定理
在传统经济学中 ,市场需求曲线是通过个人需求曲线水平方向简单叠加而得出的 ,前提是假定商品自身

价格以外的影响需求的因素是不变的。
但是 ,对网络产品而言 ,不可能排除因为该产品消费者规模增大 ,进而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弹性上升的这

一客观事实。网络产品的需求价格取决于网络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用 ,而后者又是由该网络产品的消
费规模即需求量所决定的 ,因此 ,网络产品的需求价格是由网络产品的需求量所决定的。对单个消费者而言 ,
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但是对所有消费者的整个市场而言 ,网络外部性的影响却是一个内生变量了。并且某个
消费者的消费所导致的其他消费者效用的增加 ,抵消了该消费者的边际效用递减 ,从整个市场来说是边际效
用递增的。边际效用决定价格 ,随着市场消费量的提高 ,消费者愿意提供的价格而随之上升 ,故可以推出网络
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但是 ,消费者对于规模报酬递增是产生在一个临界点以上的 ,
即用户量要超过一个特定 Q 3 。因此在临界点以前 ,市场需求曲线与传统类似。故网络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
由两段构成。如后图 1。

故我们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网络经济下的新需求定理 :当市场需求量低于某一临界值 Q 3 时 ,需求价格随
需求量的增加而下降 ,随需求量的减少而上升 ;当超过该临界值 Q 3 时 ,需求价格随需求量的增加而上升 ,随
需求量的减少而下降。

3. 网络经济下的新供给定律
我们知道 ,网络产品分为硬件和软件两类产品。其中 ,硬件与传统产品类似。故我们主要分析软件产品

以在小小的即时通信软件上得以实现。从这一点来看 ,QQ 已经不能再被简单的定义成聊天工具了。准确的
说 ,QQ 正在成为一个成熟、稳定、且功能全面的“沟通管理工具”。可见 ,不断创新、不断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不
断丰富自己的产品和应用 ,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时尚、方便的使用享受将是网络信息产品发展的必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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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给。软件产品作为一种知识性产品 ,软件的生产要求有非常高的初始投入作为其科研之用 ;而一旦第一
个单位的产品研制成功 ,以后各单位产品的生产只不过是对第一单位产品的简单复制而已。故软件产品在成
本分析上表现为极高的固定成本和极低的边际成本。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软件产品的边际成本曲线 MC和平均成本曲线 AC ,如后图 2 所示。
由于边际成本在第一单位产品以后几乎为零 ,故它表现为急剧下降后与横轴重合的水平线 ,它将永远低

于平均成本曲线。又因为边际成本曲线相对于平均成本曲线的位置决定于平均成本曲线的走势 ,所以平均成
本最终也趋近于零。

在网络经济下 ,由于边际成本几乎是零 ,平均成本无限接近于零 ,因此 ,对厂商来说 ,价格对其愿意提供的
产品数量的影响相当有限 ,即使产品售价很低 ,只要出售数量足够多 ,厂商也能得到补偿。基于这种想法 ,我
们可以假设 ,在网络经济下 ,价格不再是自变量 ,价格是根据预期出售量决定的。

供给量决定价格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一方面 ,产品市场规模越大 ,根据梅特卡夫法则 ,产品消费者的效
用就越大 ,价格可以较高 :相反 ,消费者对于低市场规模产品只愿意出较低的价格。因此 ,网络产品价格取决
于市场规模。另一方面 ,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随着产量的增加 ,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 ,这就为厂商降低价
格提供基础。

这正如麻省理工学院 (MIT)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言 :“在网络经济中 ,供给曲线下滑而不是上
扬。”

4. 市场均衡与正反馈原理分析
4. 1 网络经济下正反馈原理。我们把前面得出的网络外部性条件下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放在同一幅

图中 ,如后图 3 所示 ,Q 是自变量 ,两条曲线相交于点 M ,在市场规模 Q < Q 3 时 ,消费者的需求价格是 PD1 ,小
于企业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 PS1 ,企业如果想把产品销售出去 ,只能按 PD1 定价。此时 ,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

它不可能愿意在该规模上提供产品。同理 ,可以得出 :任何在点 Q 3 以下的市场规模 ,却不可能长期存在。随
着 Q 的增长 ,消费者由于效用增加 ,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越来越高 :企业由于边际成本递减 ,愿意接受的最低
价格越来越低。当 Q 超过 Q 3 时 ,如图 Q2 点 ,就有 PD2 > PS2。此时 ,如果不存在竞争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
业依然愿意按照 PD2 定价 ,它将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 ,获得超额利润 ,产生爆炸式增长。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此时 M实际上并不是均衡点 ,是一个临界点。Q 3 也不是均衡数量 ,是一个临界数量。网络经济产品的市场
供求关系本质是反均衡 (anti - equilibration)的 ,体现出正反馈现象。

4. 2 正反馈机制与经济主体行为
4. 2. 1 正反馈机制与政府行为。后图 4 表示存在外部性的网络经济市场 ,是一个不稳定的市场型态。因

为当网络使用人数少于 Q 3 均衡人数时 ,即使用网络人数不多时 ,则供给价格大于需求价格 ,故厂商将面临损
失而减少供给数量 ;反之 ,在使用人数高于均衡使用人数 Q 3 时 ,因使用者众多 ,需求价格大于供给价格 ,厂商
将有利润产生而提供更多的网络服务。如此 ,传统的市场机能将使网络市场处于不稳定状况 ,即一旦偏离均
衡 ,数量将会越来越多或越来越少。所以 ,在均衡点的左半部 ,政府有介入网络市场的必要性 ,政府应该积极
利用各项奖励措施 ,以使厂商进入网络市场。当网络的供需超过临界点后 ,某些具有优势的厂商会形成垄断
地位 ,此时政府也应该介入 ,如提出诸如《反垄断法》等的法律文件。

4. 2. 2 正反馈机制对网络产品企业的影响。由于正反馈效应的存在 ,使得市场中厂商强者愈强 ,弱者愈
弱 ,因此主导一从属市场成为网络产品行业中最重要的市场结构。在网络产品行业中 ,正反馈以需求方与供
给方规模经济的联合形式出现 :需求方的增长既降低了供给方的成本 ,又使产品对其他用户更具有吸引力 —
进一步加速了需求的增长。因此 ,极强的正反馈推动网络产品市场主导厂商的出现。网络外部性的存在 ,对
于网络产品企业的竞争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使得网络产品市场的竞争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由于网络
产品的概念较狭窄 ,我们用 IT产品市场来代替网络产品市场 ,IT产品具有与网络产品一样的特点。)

首先 ,IT企业面临技术兼容性的选择问题。在 IT产品市场中 ,技术兼容性的设计主要表现为数码格式的
设计 ,因此 ,实施成本很低 ,兼容性的选择是 IT厂商竞争时经常面临的问题和重要的竞争策略。选择产品相
互兼容 ,即标准化 ,可以促进产品网络规模的扩大 ,提高产品对用户的价值 ,同时 ,产品兼容可以减少消费的不
确定性和搜寻成本 ,降低消费者被锁定于某一具体产品的风险 ,有利于快速形成一定的市场需求规模 ,促进市
场的迅速发展 ,但是兼容也会导致产品技术性能的同质性提高 ,差异化程度降低 ,加剧了产品间的竞争 ;选择
不兼容 ,虽然提高了厂商在差异化市场上的局部垄断力量 ,但是减小了产品的网络规模 ,降低了产品的网络价
值 ,甚至会影响到消费者对市场未来发展的预期 ,导致他们推迟购买 ,阻碍市场的培育发展。另外 ,产品的兼
容性的选择还与厂商的市场地位有关 ,当厂商拥有较大优势的用户规模 ,处于市场主导地位时 ,兼容虽然可以
进一步扩大产品的网络规模 ,但是也使原本处于规模劣势的竞争对手同时获得以主导厂间等规模的用户基
础 ,大大降低了主导厂商的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 ,兼容使主导厂商获得的网络价值的增加往往小于主导
厂商优势地位丧失导致的收益损失 ,因此 ,主导厂商往往更倾向于选择不兼容 ,而从属厂商一般选择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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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预期管理成为 IT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IT产品普遍适用摩尔定理 ,更新换代很快 , —个理性的用
户在选择加入哪种网络或者选择哪种硬件产品时 ,必然会对网络规模的增长前景和辅助软件产品的可获得
性 ,价格水平与质量进行预期 ,尤其当竞争的网络产品存在不兼容的问题时 ,预期对消费者的效用影响很大。
例如 ,若消费者一旦预期某种不兼容技术将得到广泛应用 ,就会对其进行大量的专用性资产投资 ,这意味着即
使选择了低级技术 ,由于很高的转换成本 ,消费者将被低级技术锁定。既然消费者预期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厂商如能对消费者的预期进行管理 , 引导它们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就可能在竞
争中占有优势。

再次 ,IT竞争要求厂商间存在更加广泛明确的合作与协调。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 ,规模越大 ,产品价
值越高 ,因此在网络竞争中 ,厂商通过各种合作方式如长期合同、兼并扩大规模 ,就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
重要途径。微软公司以 DOS占领个人操作系统市场即是一例。先于 DOS进入操作系统市场的 CP/ M ,麦金托
什都在 DOS以前建立了各自的用户安装基础。针对这种竞争态势 ,微软采取了同硬件主导厂商 IBM 建立技
术联盟的战略 ,为 IBM个人电脑提供操作系统 ,这使 DOS 的用户安装基础不断增大 ,迅速占领了很大的市场
份额 ,在个人操作系统市场上取得绝对的优势。

最后 ,网络外部性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模式。IT市场技术创新竞争激烈 ,拥有优势用户规模的大企业要
保持竞争优势 ,必须要确保能及时获得新技术 ,因此大企业 —般在自身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 ,都比较重视对拥
有新技术专利的小企业的收购 ,例如微软的成长过程就是 —部创新与兼并交织的历史。另 —方面 ,网络市场
中的小企业由于缺乏用户规模 ,即使创新成功 ,也很难迅速占领市场 ,取得高额利润 ,所以在网络市场中许多
参与技术创新竞争的小企业目的并不在于将获得的新技术投入生产 ,与大企业进行产品竞争 ,而是为了在获
得技术创新的成功后能被大企业收购 ,利用大企业的用户规模和品牌优势来获得高额收益。这种企业间收购
与被购的动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的模式 ,主要体现为 :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相对活跃 ,同时大
企业也获得新技术为目的的收购活动也层出不穷。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网络外部性作为分析网络经济效果的切入点 ,对网络外部性的经济学分析中 ,我们不难看出 ,网络

外部性理论从许多方面给传统经济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相应的启示。
首先 ,产品的价值已不再集聚子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属性 ,而是逐渐外延至整个产品网络。因而消费者对

产品的效用评价函数也不再仅仅基于产品本身 ,而将产品网络也包含了进去。在这样的前提下 ,消费者选择
的不仅仅是一个产品。而是选择 —个网络。厂商所应做的不是去制造 —个产品 ,而是建立一个网络。

其次 ,应重视网络经济的正反馈现象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使自己在新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厂商的短期
决策都应把达到长期的均衡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考虑如何通过对基础的投入来达到临界容量 ,引起正反馈 ,

最终达到大网络均衡 ,从而在大网络均衡下从锁定的顾客中获得长期利润。
21 世纪是经济全球化、数字化的时代 ,在我国加入 WTO 后 ,我国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我国企业

可以通过与国外大企业的技术合作、合资许可证等形式开发合作 ,获得相应的关键技术 ,加强企业的研发能力
及竞争实力 ,同时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扶持下 ,我国 IT业应积极参与嵌入式操作系统等还未形成主导产品的市
场的竞争 ,争取及早地获得市场的有利竞争地位 ,利用网络外部性和正反馈效应 ,逐步扩大优势 ,最终占据相
应领域的一席之地。

附图 :

图 1 　网络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 　　　图 2 　软件产品的边际成本曲线 MC和平均成本曲线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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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景区游客量预测模型研究
Ξ

———以福州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福建农林大学旅游学院 　曹 　辉 　陈秋华

[摘要 ]生态旅游景区游客量的预测与分析是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基础性、关键性工作。本文根据生态旅游景
区发展的基本规律 ,利用趋势外推模型 ,对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历年的游客资料进行分析 ,得出其在未来 15 年
后 ,游客量将在 140 万人次左右水平发展。
[关键词 ]生态旅游 　预测模型

无论是开发一个生态旅游项目 ,还是建设、规划设计与管理一个生态旅游区、度假区或风景区 ,游客量的
预测和分析既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又是一项关键性的工作 [1 - 3 ] 。由于我国生态旅游活动开展较晚 ,基础资
料较少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在进行生态旅游景区规划设计时 ,通常是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 ,即根据过去几年的
统计资料 ,综合现在的有利条件 (往往被强化) 、不利条件 (往往被弱化) ,通过确定一个游客增长率 ,来以预测
景区未来游客量的发展 ;有的甚至是根据上级单位的规划指标 ,来反推本地区或景区的游客人数增长率 ,进而
预测未来游客量。面对着我国加入 WTO 和生态旅游的发展形势 ,这种方法上的不科学 ,必将制约我国生态旅
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分析、比较与探讨较为科学易行的预测方法 ,既有理论上的必要 ,也是生态旅游实践活动
的迫切需求[3 ,4 ] 。

1 研究地区的基本情况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前身为福建省福州树木园 ,其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北郊 ,总面积 2891. 3 公顷 ,地理坐标

为东经 119°16′,北纬 26°07′。公园属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火山岩中、低山或丘陵地貌 ,园内地势西北高 ,
东南低 ,海拔多在 300～600 米 ,坡度 10～40o ,最高海拔 784 米 ,最低海拔 61 米。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内主要溪
流为赤桥溪 ,发源于北峰和叶洋村 ,在墓亭下汇合流入八一水库。公园内动植物种类繁多 ,目前共有木本植物
131 科 546 属 ,约 1703 种 ,其中属国家第一批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100 余种 ;陆生脊椎野生动物 21 目 49 科 ,约 92
种 ;蝶类资源 10 科 120 属 ,共 203 种 ,分别占福建省蝶类科、属、种的 90. 91 %、75 %和 66. 55 %。福州市是福建
省省会城市 ,也是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据福州市 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3
年末 ,全市常住总人口 656 万人 ,其中市区人口 224 万人 ,国内生产总值 1347. 28 亿元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15052元/ 年 , 国民消费结构逐渐从温饱型向消费型过渡。福州国家森林公园距福州市中心约 7
公里 ,交通便捷 ,市区有802路、945路、945支路等多趟公交车可直达森林公园主要游览区 ;森林公园离长乐

图 3 　网络经济产品的市场供求关系 　图 4 　存在外部性的网络经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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