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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不同的保护目的出发，可将最优关税区分为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税。假定一个国家
自身生产一种产品，同时进口另外一种产品，且两种产品的质量不同，分析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税问

题，结果发现：第一，如果本国的产品质量较低而进口的产品质量较高，那么，无论企业之间是进行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竞争还是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假如国外企业的效率较高（低），那么最大收入关税大（小）于最佳福利关税；此外，
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条件下的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税分别高于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条件下的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
收入关税。第二，如果本国的产品质量较高而进口的产品质量较低，那么当本国企业的效率较低（高）时，最

大收入关税高（低）于最佳福利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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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典的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大国可以通过关税

设置来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使其从国际贸易中获

取最大利益。但是，政府设置关税实施保护的目的

不同，关税税率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通过关税

设置可以实现三个目的：其一，考虑到政府代表着

全体国民的利益，所以政府应该设置关税以最大化

其本国的社会福利，也就是说，政府应该通过设定

最佳福利关税来最大化其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和

关税收入之和。其二，某些政府，尤其是某些发展

中国家的政府，由于其税收来源较少，财政相对困

难，这些政府在设定关税税率时可能更偏向于关税

收入最大化，因此，这类政府的目标定位主要是选

择最大收入关税。其三，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出于

保护本国企业的动机，通过设置进口关税以削弱进

口企业的竞争能力，这就是策略性贸易理论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ｏｒｙ）所重点研究的内容。关税设
定的目标差异不仅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利润以及消

费者的利益①，而且直接决定了关税的不同税率

水平。

关于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税问题，

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在其经典文献中得出了最大收
入关税一定大于最佳福利关税的著名论断。随后，

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方面围绕该问题展开了各

自不同的研究。Ｃｏｌｌｉｅ（１９９１）利用一个生产同质产
品的双寡头竞争模型，证明了最佳福利关税可能会

超过最大收入关税。Ｌａｒｕｅ和 Ｇｅｒｖａｉｓ（２００２）则分析
了一个市场上存在着一些国内企业和一些进口企

业的情况，其中国外企业或者把其产品直接卖给国

内消费者，或者通过国内企业卖给消费者，国外企

业被假定为价格接受者。基于这种分析框架，他们

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最佳福利关税可能会很低甚

至是负值；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最佳福利关税

可能会很高甚至会超过最大收入关税。Ｃｌａｒｋｅ和
Ｃｏｌｌｉｅ（２００６）把Ｃｏｌｌｉｅ（１９９１）的研究进行了拓展，分
析了异质品双寡头企业竞争条件下的最佳福利关

税和最大收入关税问题，他们证明了在 Ｃｏｕｒｎｏｔ竞
争和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情形下，最佳福利关税都可能会
高于最大收入关税。在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模型的基础上，
谢申祥和李长英（２００８）也找到了最佳福利关税高
于最大收入关税的情形。而叶光亮和邓国营

（２０１０）则借助混合寡头竞争模型分析了最佳福利
关税与最大收入关税的相对大小。

虽然既有文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

的参考和借鉴，但是，综观这些研究我们也不难发

现，以往的这些研究忽视了产品的质量差异问题②。

粗略地观察就会发现，即使是生产同种产品的企

业，其产品的质量也不尽相同，产品的质量差异是

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因此，研究产品纵向

差异条件下的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税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③。

本文将建立一个经济学模型，假设在一个国家

有一个本国企业生产一种产品，同时进口另一种产

品，两种产品的质量不同，在此基础上分析最佳福

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税问题。本文的结构安排如

下：在第二部分，我们给出基本的经济学模型；在第

三部分，我们将分析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条件下政府的最
大收入关税与最佳福利关税问题，推导出主要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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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通常认为，进口关税势必会提高进口产品的市场价格，从而使消费者的利益受损。但是，Ｋａｂｉｒａｊ和 Ｍａｒｊｉｔ（２００３）却证
明了，与自由贸易相比，在进口关税保护下，国内企业可能会进行研发活动，这种研发活动最终会使本国的消费者受益。因此，

进口关税不但不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反而会惠及消费者。

尽管Ｃｌａｒｋｅ和 Ｃｏｌｌｉｅ（２００６）讨论了产品的异质性，但是他们所说的产品异质是指产品的水平差异（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并没有涉及产品的纵向差异（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问题。

因为关于策略性贸易的文献很多，所以，关税对于国内企业的保护作用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论，并进行相应的经济学解释；在第四部分，我们将

会转而研究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条件下的最大收入关税与
最佳福利关税问题；论文的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束

语，最后我们将讨论本国生产的产品质量较高而进

口的产品质量较低的情况。

二、基本模型

一个企业Ｍ向一个国家Ｄ生产出口一种产品，
我们把企业Ｍ的产品质量标准化为 ｓ１＝１，其边际
成本假设是ｃ＞０。在 Ｄ国内同时也有一个国内企
业Ｎ进行生产，企业Ｎ的产品质量为 ｓ２＝ｓ，ｓ∈（０，
１）。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本文中把 Ｄ国称为“本
国”，并假设企业Ｎ的边际成本为零。研究至此，我
们需要对以上假设做一些说明：

第一，如果企业 Ｍ是一个发达国家的企业，企
业Ｎ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那么一般情况下我
们可以假设 Ｍ的产品质量高于 Ｎ的产品质量。但
是，如果企业 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企业 Ｎ
是一个发达国家的企业，那么我们则应该假设 Ｎ的
产品质量高于Ｍ的产品质量。在那种情况下，我们
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①。

第二，考虑到高质量产品的边际成本较高，因

此，ｃ＞０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假设。
第三，我们对于企业 Ｎ边际成本的零假设纯粹

是为了简化数学运算，这里的 ｃ体现了两个企业的
边际成本（效率）之差。不难验证，如果我们假设企

业Ｍ的边际成本为ｃ１，企业 Ｎ的边际成本为 ｃ２，那
么（ｃ１－ｃ２）就等同于本文中的ｃ，本文的结论将不会
改变。

第四，ｓ体现了两个企业产品质量的差异程度，ｓ
越大，意味着两企业的产品质量差异越小；反之，则

越大②。

　　参照 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８８）的分析方法，我们假设每个
消费者最多购买一个单位的产品，消费者的效用函

数为：

Ｕ＝
θｓｉ－ｐｉ　购买质量为ｓｉ价格为ｐｉ的商品

０　　　{ 不购买

其中，ｓｉ是产品的质量，ｐｉ是质量为 ｓｉ的产品的
价格；ｉ＝１，２；θ是消费者的偏好参数，它均匀地分
布在区间［０，１］上。不失一般性，我们假定消费者

总数为ｎ＝１。这个问题的博弈时序如下：在第一阶
段，本国政府根据国内福利最大化或者是关税收入

最大化目标设置关税税率 ｔ；第二阶段，两个企业进
行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或者是 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按照解决这
一类问题的常规做法，我们采用倒推法（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来求解该问题的均衡。

三、企业之间进行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的情况
为了保障国外企业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不至于

因效率太低而被国内企业挤出市场，我们假设 ｃ＜
２（１－ｓ）
２－ｓ。如果两个企业进行价格竞争，那么由 θ－

ｐ１＝θｓ－ｐ２，我们可以得到边际消费者的偏好为 θ１

＝
ｐ１－ｐ２
１－ｓ。两种产品的需求函数分别是：

ｑ１（ｐ１，ｐ２）＝１－Ｆ
ｐ１－ｐ２
１( )－ｓ

＝１－
ｐ１－ｐ２
１－ｓ （１）

ｑ２（ｐ１，ｐ２）＝Ｆ
ｐ１－ｐ２
１( )－ｓ

－Ｆ ｐ２( )ｓ ＝
ｐ１－ｐ２
１－ｓ－

ｐ２
ｓ

（２）
　　两个企业的利润方程是：

πＭ ＝（ｐ１－ｃ－ｔ）１－
ｐ１－ｐ２
１( )－ｓ

（３）

πＮ ＝ｐ２
ｐ１－ｐ２
１－ｓ－

ｐ２( )ｓ （４）

　　因此两种产品的价格、产量以及企业的利润分
别是：

ｐ１ ＝
２（１＋ｃ－ｓ＋ｔ）

４－ｓ

ｐ２ ＝
ｓ（１＋ｃ－ｓ＋ｔ）

４－ｓ

ｑ１ ＝
２－ｃ（２－ｓ）－ｓ（２－ｔ）－２ｔ

（４－ｓ）（１－ｓ）

ｑ２ ＝
１＋ｃ－ｓ＋ｔ
（４－ｓ）（１－ｓ）

πＭ１ ＝
［２－ｃ（２－ｓ）－ｓ（２－ｔ）－２ｔ］２

（４－ｓ）２（１－ｓ）

πＮ１ ＝
ｓ（１＋ｃ－ｓ＋ｔ）２

（４－ｓ）２（１－ｓ）
（５）

　　显然，两种产品的价格是关税税率和国外企
业边际成本的递增函数，并且，国外企业的产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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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随着 ｔ和 ｃ的增大而减小，然而，国内企业的
产量和利润随着 ｔ和 ｃ的增加而增加。其经济学
含义非常简单：首先，随着 ｔ和 ｃ的增加，国外企业
的成本在不断上升，从而推动了其价格的上涨。

而且，随着ｔ和ｃ的增加，国内企业也可以趁机提高
其产品价格。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两种产品的价格

相对于关税税率和企业 Ｍ的边际成本而言是策略
性互补关系。其次，随着ｔ和 ｃ的增大，国外企业运
营成本不断上升从而削弱了其市场竞争力，迫使其

降低产量，虽然其产品的价格在不断上升，但是，因

产量降低对其利润产生的负面作用超过了价格上

升对其利润产生的正面作用，最终导致国外企业的

利润在下降。但是，较高的 ｔ和 ｃ变相地提高了国
内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其产量和利润在同时增加。

值得说明的是，因为价格竞争是一种比较激烈

的市场竞争形式，当国内企业的产品质量有所提高

时，两种产品的替代性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将会

变得异常激烈。所以，企业的价格、产量和利润未

必是国内产品质量的单调函数，国内企业也未必能

够从其产品质量改善中受益。

因为边际消费者的偏好是

１＝
（２－ｓ）（１＋ｃ－ｓ＋ｔ）
（４－ｓ）（１－ｓ）

所以，我们可以求得 Ｄ国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
福利：

ＣＳ１ ＝∫
θ１
ｐ２
ｓ

（θｓ－ｐ２）ｄθ＋∫
１

θ１
（θ－ｐ１）ｄθ

＝［ｃ２（４－３ｓ）－ｓ２（５－２ｔ）＋４（１－ｔ）２－
　２ｃ（４－３ｓ－ｓ２－４ｔ＋３ｓｔ）＋（１＋６ｔ－
　３ｔ２）］／２（１－ｓ）（４－ｓ）２

Ｗ１ ＝ＣＳ１＋πＮ１＋ｔｑ１ ＝［１＋ｃ
２＋ｓ－２ｓ２＋

　２ｔ（１－ｓ）－３ｔ２＋２ｓｔ２－２ｃ（１－ｓ）
　（１－ｔ）］／２（１－ｓ）（４－ｓ） （６）

１．最佳福利关税
我们把社会福利的表达式对于关税税率ｔ求导

数可知：

Ｗ１
ｔ
＝１－ｃ（１－ｓ）－３ｔ－ｓ（１－２ｔ）

（１－ｓ）（４－ｓ）

２Ｗ１
ｔ２

＝－ ３－２ｓ
（１－ｓ）（４－ｓ）＜０

　　因此，社会福利函数是关于关税税率的一个倒
Ｕ形曲线。因为社会福利部分包含了国内企业的利
润、消费者剩余和政府关税三个部分，为了理解下

述引理１所隐含的经济学含义，我们首先来分析该
国的消费者剩余。关税税率的提高会产生两种截

然相反的效应：一方面，随着关税税率的增加，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导致两种产品的价格在上升，并且，国
外厂商Ｍ因其成本的上升而被迫降低其高质量产
品的进口量，这种效应将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另

一方面，随着关税税率的提高，国内厂商 Ｎ的低质
量产品的产量在上升，这种效应会使得消费者受

益。当关税税率较低时，第一种效应大于第二种效

应，随着关税税率的提高，消费者剩余在下降；但

是，当关税税率较高时，第二种效应大于第一种效

应，关税税率的增加会提高消费者剩余。因此，消

费者剩余是关税税率的一条Ｕ形曲线。①其次，我们
分析关税税率变化对关税收入的影响，一方面，关税

税率越高，单位进口产品的税收就越高，这有利于提

高关税收入；另一方面，关税税率越高，国外企业的进

口量就越低，这不利于提高关税收入。不难验证，政

府税收是关税税率的一个倒Ｕ形曲线。此外，国内企
业的利润是关税税率的递增函数。注意到关税变动

对于国内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和政府税收的不同影

响，当关税税率较低时，关税的提高可以提高社会福

利，但是，当关税税率较高时，关税的提高却会降低社

会福利。因此，最佳福利关税是：

ｔ１ ＝
（１－ｃ）（１－ｓ）
３－２ｓ （７）

　　并且有：
ｔ１
ｓ
＝－（１－ｃ）
（３－２ｓ）２

＜０

引理１：在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条件下，最佳福利关税
是国外企业边际成本和国内企业质量的递减函数。

引理１的经济学含义是这样的：首先，随着国外
企业边际成本的上升，其市场竞争力逐渐减弱，高

额的进口关税将会进一步削弱其竞争能力，导致高

质量产品的进口大幅度减少，从而减少关税收入和

消费者的收益，尽管国内企业的利润在增加，但是

社会福利却因此受损。故此，随着国外企业边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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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Ｓ１
ｔ
＝４ｔ＋ｃ（４－３）＋３ｓ（１－ｔ）－４＋ｓ

２

（１－ｓ）（４－ｓ）２
，
２ＣＳ１
ｔ２

＝ ４－３ｓ
（１－ｓ）（４－ｓ）２

＞０



本的增加，最佳社会福利关税应该降低。其次，随

着国内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市场竞争趋于激烈，

较高的进口关税会大量减少高质量产品的进口量，

从而严重恶化关税收入和消费者剩余，进而危害社

会福利，因此，国内的产品质量越高，最佳福利关税

就应该越低。

企业的价格、产量和利润分别是：

ｐ１ ＝
２（２＋ｃ－２ｓ）（２－ｓ）
（３－２ｓ）（４－ｓ）

ｐ２ ＝
（２＋ｃ－２ｓ）（２－ｓ）ｓ
（３－２ｓ）（４－ｓ）

ｑ１ ＝
４＋ｃ（２－ｓ）２－７ｓ＋３ｓ２
（３－２ｓ）（１－ｓ）（４－ｓ）

ｑ２ ＝
（２－ｓ）（２＋ｃ－２ｓ）
（３－２ｓ）（１－ｓ）（４－ｓ）

πＭ２ ＝
［４＋ｃ（２－ｓ）２－７ｓ＋３ｓ２］２

（１－ｓ）（３－２ｓ）２（４－ｓ）２

πＮ２ ＝
（２－ｓ）２（２＋ｃ－２ｓ）２ｓ
（１－ｓ）（３－２ｓ）２（４－ｓ）２

　　　　

　　仔细观察价格、产量和利润的表达式，我们发
现，它们都是国外企业边际成本ｃ的单调递增函数。
随着ｃ的提高，国外企业的竞争力随之变弱，不难理
解国内企业的价格、产量和利润随之提升，这源自

于企业的“竞争效应”。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随着 ｃ
的提高，国外企业的价格、产量和利润不但不会降

低，反而会提高。要理解这个看似奇怪的结论，我

们应该注意到最佳关税税率是 ｃ的减函数，ｃ越大，
政府为了最大化社会福利就必须降低关税税率，关

税税率的降低对于国外企业产量和利润的正面作

用超过了因成本提高对其产量和利润的负面作用，

因此，国外企业的价格、产量和利润是其成本的单

调递增函数。

在最佳福利关税条件下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

福利是：

　　ＣＳ２＝［１６＋８ｓ－７１ｓ
２＋６３ｓ３－１６ｓ４＋ｃ２（２－ｓ）２

（４－３ｓ）－４ｃ（８－１４ｓ＋５ｓ２＋２ｓ３－ｓ４）］／
２（１－ｓ）（３－２ｓ）２（４－ｓ）２

Ｗ２＝［４－ｓ－７ｓ
２＋４ｓ３＋ｃ２（２－ｓ）２－

２ｃ（４－７ｓ＋３ｓ２）］／２（１－ｓ）（３－２ｓ）（４－ｓ）

２．最大收入关税
基于关税收入的表达式：

Ｒ１ ＝ｔｑ１ ＝
ｔ［２－ｃ（２－ｓ）－ｓ（２－ｔ）－２ｔ］

（４－ｓ）（１－ｓ）

　　我们有：
Ｒ１
ｔ
＝２－ｃ（２－ｓ）－２ｓ（１－ｔ）－ｔ

（４－ｓ）（１－ｓ）
２Ｒ１
ｔ２

＝ －２（２－ｓ）
（４－ｓ）（１－ｓ）＜０

　　因此，最大收入关税为：

ｔ２ ＝
２（１－ｃ－ｓ）＋ｃｓ
２（２－ｓ） （８）

并且有：
ｔ２
ｓ
＝ －１
（２－ｓ）２

＜０

引理２：在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条件下，最大收入关
税是国外企业边际成本和国内企业质量的递减

函数。

引理２所包含的经济学含义比较简单：国外企
业的边际成本越高，那么其进口量就越低，为了防

止进口产品的数量大幅度降低，从而维持较高的关

税收入，政府理应设置较低的关税税率。若国内企

业的产品质量越高，市场竞争就越激烈，为了维持

较高的进口数量从而获得较多的关税收入，政府同

样会选择较低的关税水平。

在最大收入关税条件下，企业的利润、消费者

剩余和社会福利分别是：

　　πＭ３＝
［２（１－ｓ）－ｃ（２－ｓ）］２

４（４－ｓ）２（１－ｓ）

πＮ３＝
ｓ［ｃ（２－ｓ）＋２（３－４ｓ＋ｓ２）］２

４（２－ｓ）２（４－ｓ）２（１－ｓ）
ＣＳ３＝［ｃ

２（２－ｓ）２（４－３ｓ）＋４ｃ（８－１０ｓ－ｓ２＋

４ｓ３－ｓ４）＋４（４＋１３ｓ－３２ｓ２＋１８ｓ３－
３ｓ４）］／８（２－ｓ）２（４－ｓ）２（１－ｓ）

Ｗ３＝［ｃ
２（２－ｓ）２－４ｃ（２－ｓ）（１－ｓ）２＋

（４＋３２ｓ－７２ｓ２＋４４ｓ３－８ｓ４）］／８（２－ｓ）２

（４－ｓ）（１－ｓ）
　　与最佳福利关税不同，虽然最大收入关税仍然
是国外企业边际成本的递减函数，但是，成本的上

升对于国外企业利润的负面影响超过了关税降低

对其利润的正面影响，所以，国外企业的利润是其

自身边际成本的递减函数。

因为ｔ２－ｔ１＝
２（１－ｓ）２－ｃ（２－ｓ）
２（２－ｓ）（３－ｓ） ，我们得到：命

题１：在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条件下，如果 ｃ＜２（１－ｓ）
２

２－ｓ ，那

么最大收入关税大于最佳福利关税；如果
２（１－ｓ）２
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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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１－ｓ）２－ｓ，则最大收入关税小于最佳福利关税。

当国外企业的效率较高（ｃ较小）时，其市场竞
争能力较强，适当提高关税不会导致进口产品数量

的大幅度减少，此时最大收入关税应该较高，故而

最大收入关税高于最佳福利关税。然而，当国外企

业的效率较低（ｃ较大）时，其市场竞争能力较弱，关
税税率的少许上升就会导致进口产品的大幅度减

少，此时以最大化关税为目的的关税税率应该较

低，因而最大收入关税低于最佳福利关税。

四、企业之间进行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的情况
为了保证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国外企业不被挤

出市场，我们假设ｃ＜２－ｓ２。如果两个企业同时选择

产量进行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那么基于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条件
下两种产品的需求函数（１）和（２），我们可以解得两
种产品的反需求函数：

ｐ１＝１－ｑ１－ｓｑ２
ｐ２＝ｓ（１－ｑ１－ｑ２）

　　因此企业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πＣＭ＝（１－ｑ１－ｓｑ２－ｃ－ｔ）ｑ１
πＣＮ＝ｓ（１－ｑ１－ｑ２）ｑ２
容易求得企业的产量、价格和利润：

ｑ１＝
２（１－ｃ－ｔ）－ｓ

４－ｓ

ｑ２＝
１＋ｃ＋ｔ
４－ｓ

ｐ１＝
（１＋ｃ＋ｔ）（２－ｓ）

４－ｓ

ｐ２＝
（１＋ｃ＋ｔ）ｓ
４－ｓ

πＣＭ１＝
［２（１－ｃ－ｔ）－ｓ］２

（４－ｓ）２

πＣＮ１＝
ｓ（１＋ｃ＋ｔ）２

（４－ｓ）２

　　与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的情况相同，两种产品的价格
是关税税率ｔ和国外企业Ｍ边际成本ｃ的单调递增
函数；国外企业的产量和利润是 ｔ和 ｃ的单调递减

函数。然而，国内企业的产量和利润是 ｔ和 ｃ的递
增函数。在此，我们可以共享类似的解释。但是，

与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不同的是，随着国内企业质量 ｓ的
提升，国外企业的产品价格、销售数量和企业利润

在不断下降，①与之相反，国内企业的产品价格、销

售数量和企业利润却在不断上升。②其原因是：在产

量竞争条件下，随着国内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其

竞争能力大幅度提高，从而削弱了国外企业的竞争

力，迫使国外企业降低其产量和价格，最终导致其

利润的下降。然而，国内企业却随着其产品质量的

提升，不断地提高产品价格和市场份额，从而推动

其利润的上升。

此时，边际消费者的偏好为θ２＝
２（１＋ｃ＋ｔ）
４－ｓ ，消

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分别是

　　ＣＳＣ１ ＝∫
θ２
ｐ２
ｓ

（θｓ－ｐ２）ｄθ＋∫
１

θ２
（θ－ｐ１）ｄθ

＝｛ｓ（１＋ｃ＋ｔ）２＋［２（１－ｃ－ｔ）－ｓ］
［２＋ｓ－２（ｃ＋ｔ）（１－ｓ）］｝／２（４－ｓ）２

ＷＣ１ ＝ＣＳ
Ｃ
１＋π

Ｃ
Ｎ１＋ｔｑ１

＝［（１－ｃ）（１－ｃ＋２ｔ）＋ｓ（１＋２ｃ）
－３ｔ２］／２（４－ｓ）

１．最佳福利关税
因为福利函数对于关税税率的一、二阶导数是

ＷＣ

ｔ
＝１－ｃ－３ｔ４－ｓ ＝０和

２ＷＣ１
ｔ２

＜０，所以最佳福利关

税是：

ｔ３ ＝
１－ｃ
３ （９）

　　引理３：在 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条件下，最佳福利关税
随着国外企业边际成本的升高而降低。

在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情形下，最佳福利关税是国外
企业边际成本的递减函数，这个结论与引理１的结
论相似，我们可以进行类似的经济学解释。但是，

与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的情形不同，在 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情况
下，最佳福利关税与国内厂商的产品质量没有关

系。这里的经济学含义是，国内企业产品质量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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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ｑ１
ｓ
＝－２（１＋ｃ＋ｔ）

（４－ｓ）２
＜０，

ｐ１
ｓ
＝－２（１＋ｃ＋ｔ）

（４－ｓ）２
＜０，π

Ｃ
Ｍ１

ｓ
＝－４（１＋ｃ＋ｔ）［２（１－ｃ－ｔ）－ｓ］

（４－ｓ）３
＜０

ｐ２
ｓ
＝４（１＋ｃ＋ｔ）
（４－ｓ）２

＞０



化对于其自身利润、消费者剩余和关税收入的正负

影响正好相抵，所以，最佳福利关税与国内企业产

品质量的变化无关。

比较（７）、（９）两式，我们有ｔ３－ｔ１＝
（１－ｃ）ｓ
３（３－２ｓ）＞

０。这说明，与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相比，在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条
件下，最佳福利关税较大。其原因是，在价格竞争

条件下，市场竞争比较激烈，较高的关税对于高质

量产品的进口量、消费者剩余和关税收入影响较

大，因而进口关税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较大。所

以，与产量竞争相比，价格竞争条件下的最佳福利

关税较低。

在最佳福利关税情形下，两个企业的价格、产

量和利润分别是：

ｑ１ ＝
４（１－ｃ）－３ｓ
３（４－ｓ）

ｑ２ ＝
２（２＋ｃ）
３（４－ｓ）

ｐ１ ＝
２（２＋ｃ）（２－ｓ）
３（４－ｓ）

ｐ２ ＝
２ｓ（２＋ｃ）
３（４－ｓ）

πＣＭ２ ＝
［４（１－ｃ）－３ｓ］２

９（４－ｓ）２

πＣＮ２ ＝
４ｓ（２＋ｃ）２

９（４－ｓ）２

　　尽管最佳福利关税是国外企业边际成本的递
减函数，但是，与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不同，国外企业的产
量和利润是其自身成本的递减函数。ｃ的增加对于
国外企业产量和利润的负面作用超过了因关税下

降对其产量和利润的正面作用，从而降低了国外企

业的产量和利润。

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为：

ＣＳＣ２ ＝
１６＋２４ｓ－１５ｓ２＋４ｃ２（４－３ｓ）－４ｃ（８－６ｓ＋３ｓ２）

１８（４－ｓ）２

ＷＣ２ ＝
４（１－ｃ）２＋３ｓ（１＋２ｃ）

６（４－ｓ）

２．最大收入关税
从关税收入的表达式：

Ｒ２ ＝ｔｑ１ ＝
ｔ［２（１－ｃ－ｔ）－ｓ］

４－ｓ
　　我们得到：

Ｒ２
ｔ
＝２－２ｃ－ｓ－４ｔ４－ｓ

　　因此，最大收入关税是：

ｔ４ ＝
２（１－ｃ）－ｓ

４ （１０）

　　引理４：在 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条件下，最大收入关税
是国外企业边际成本和国内企业质量的递减函数。

引理４的结论和引理２的结论基本类似，我们
可以共享相同的经济学解释，在此不再赘述。比较

（８）、（１０）两式，我们可以看出ｔ４－ｔ２＝
ｓ２

４（２－ｓ）＞０。

也就是说，与价格竞争相比，在产量竞争条件下，最

大收入关税较大。这是因为在产量竞争情况下，市

场竞争比较缓和，政府可以征收较高的关税以最大

化其关税收入。

在最大收入关税条件下，企业的利润是：

πＣＭ３ ＝
［２（１－ｃ）－ｓ］２

４（４－ｓ）２

πＣＮ３ ＝
ｓ（６＋２ｃ－ｓ）２

１６（４－ｓ）２

　　因为 ｔ４－ｔ３＝
２－２ｃ－３ｓ
１２ ，我们得到命题 ２：在

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条件下，如果 ｃ＜２－３ｓ２ ，那么最大收入

关税大于最佳福利关税；但是，如果
２－３ｓ
２ ＜ｃ＜

２－ｓ
２，那么最大收入关税则小于最佳福利关税。

命题２的结论与命题１的结论基本相同，我们
可以类似地解释其中的经济学含义，在此我们不再

重复。在最大收入关税条件下，消费者剩余和社会

福利分别是：

ＣＳＣ３ ＝［１６＋６８ｓ－４０ｓ
２＋５ｓ３＋４ｃ２（４－３ｓ）－

４ｃ（８－２ｓ＋ｓ２）］／３２（４－ｓ）２

ＷＣ３ ＝［４（１－ｃ）
２＋１２ｓ（３＋ｃ）－７ｓ２］／３２（４－ｓ）

五、结束语

本文建立了一个经济学模型，其中一个国内厂

商生产一种低质量产品，一个国外厂商生产进口一

种高质量产品，两者在国内市场上进行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
争或者是 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重点讨论了最佳福利关税
与最大收入关税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最佳福利

关税相对于最大收入关税的大小取决于国内外企

业的效率之差。具体来说：

第一，如果本国生产低质量产品而进口高质量

产品，那么，无论企业之间是进行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还是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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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倘若国外企业的效率较高，那么最大
收入关税大于最佳福利关税；但假如国外企业的效

率较低，最大收入关税则小于最佳福利关税。

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条件下的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
税分别高于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条件下的最佳福利关税和
最大收入关税。

第二，如果本国生产的产品质量较高而进口的

产品质量较低，那么当本国企业的效率较低时，最

大收入关税高于最佳福利关税；然而，当本国企业

的效率较高时，最大收入关税小于最佳福利关税。

尽管在本文中我们假设国外企业生产一种高

质量产品，而国内企业生产一种低质量产品，但是，

如果我们改变这个假设，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到类似

的结论。具体来说，如果我们假设国外企业的产品

质量较低而国内企业的产品质量较高，并且假设国

内企业的边际成本为 ｃ＞０而国外企业的边际成本
为零，那么：

（１）在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条件下，最佳福利关税是

ｔ５＝
ｓ（１＋ｓ）
３－２ｓ，最大收入关税是 ｔ６＝

ｓ（１＋ｃ－ｓ）
２（２－ｓ）。因

为ｔ６－ｔ５＝
ｓ［ｃ（３－２ｓ）－（１－ｓ）］
２（２－ｓ）（３－２ｓ） ，所以，当国内企

业的边际成本较高（ｃ＞１－ｓ３－２ｓ）时，最大收入关税大

于最佳福利关税；当国内企业的边际成本较低（ｃ＜
１－ｓ
３－２ｓ）时，最大收入关税小于最佳福利关税。

（２）在 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条件下，最佳福利关税是

ｔ７＝
ｓ
３，最大收入关税是 ｔ８＝

ｓ（１＋ｃ）
４ 。由于 ｔ８－ｔ７

＝（３ｃ－１）ｓ１２ ，因此，当国内企业的效率较低（ｃ＞１３）

时，最大收入关税高于最佳福利关税；当国内企业

的效率较高（ｃ＜１３）时，最大收入关税小于最佳福

利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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