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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介紹了四大市場中的完全競爭市場，一個理想化的市場和其不太可能發生的

幾個前提假設，接下來的三章分別介紹三個市場才是真正在現實世界中發生的事

情，每一個市場都有其與完全競爭市場相異之處，廠商的家數依舊扮演一個非常關

鍵的角色，畢竟他是決定一塊「經濟大餅」會怎麼被分配的一個重要因素，越多的

廠商存在，單一的市場影響力越小，其定價策略也會跟著改變；此章將從單一廠

商，也就是獨佔市場開始討論起。 

 

A. 獨佔市場簡介 

 

a. 定義：比較一個完全競爭市場的以下條件 

 

1. 眾多買家與賣家 

2. 所有的商品都是相同 (品質) 的 

3. 廠商可以自由進出市場，沒有進出障礙限制 

 

獨佔市場在一些方面是與之完全相反的 

 

1. 市場只存在一個買家，因此其將從價格接受者轉為價格制定者 

2. 只有一個廠商，產品品質由自己決定 

3. 通常存在極大地進入障礙或退出障礙，不然不會只有一個廠商存在 

 

b. 興起的原因 

 

極大的進出入障礙通常是以下幾個原因所造成的，包括： 

 

1. 資源壟斷：對特定資源的獨佔容易造成生產上的獨佔，比如說特殊的

開採技術，但在現實生活中此情況站非常少數，因為人們通常會找到

一項產品的替代品，而那個獨佔的資源之獨占性便不會那麼大，少數

的特例便是南非的鑽石公司 Debeer，畢竟鑽石在許多場合有其不可

取代的地位。 

 

2. 政府壟斷：政府的介入，讓特定廠商擁有獨家使用權，專利權與著作

全集是兩個很好的例子；其實就某種程度來說，政府其存在本身便是

一種獨佔的存在，如滿清政府舉辦科舉考試。 

 

3. 自然獨佔：由於產業的特性，那個唯一存在的產業通常投入大量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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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這使他們得以排除其他產業壟斷市場，如台電、自來水公司有

鋪設大量管線的公司，如下圖，由於一開始有大量固定成本的緣故，

ATC很容易在數量變多後有遞減的特性。 

 

B. 獨佔廠商的決策 

 

a. 前提—面對的需求曲線 

 

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由於單一廠商完全沒有市場影響力，為一價格接受

者，在那個價格下賣多少都可以，因此其面對的需求曲線為一條水平的橫

線；但在獨佔市場中，那個廠商所面對的就是整個市場的需求曲線，為一

負斜率的曲線。 

 

b. 利潤極大化的過程 

 

由於所面對的價格會隨著數量增加而遞減，造成總收入會是一個開扣向下

的拋物線，儘管如此，利潤極大化的條件不管在哪一個市場都是一樣的，

當邊際收入為負的時候，廠商應該停止生產（Q=5）；由於需求曲線的特

性，獨佔廠商的邊際收入可以拆成價格效果與產量效果兩個部分來討論： 

 

1. 價格效果：由於價格是數量的函數，造成邊際收入並非等量成長，這

也造成了 MR遞減的情況（如下圖，只要產量一增多，邊際的價格下

降也會使原本可以賣的產品賣的價格變低，兩條線的斜率可經由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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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為兩倍關係）而完全競爭市場的此效果不存在，其價格不是數量

的函數。 

2. 產量效果：此效果和完全競爭市場一樣，賣的越多收入越高。 

 

quantity price total revenue average revenue marginal revenue 

0 9    

1 8 8 8 8 

2 7 14 7 6 

3 6 18 6 4 

4 5 20 5 2 

5 4 20 4 0 

6 3 18 3 -2 

7 2 14 2 -4 

8 1 8 1 -6 

 

c. 定價策略 

 

對廠商來說，不論在什麼市場，MR=MC永遠是利潤極大化的條件，找到

最適數量並決定所能獲得的收入（P’）並減去成本後即可以算出利潤（灰

色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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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當MC是一條水平線 

 

在現實生活中，有些俱有特殊技術性的物品很容易會擁有水平的邊際成本

線，這時候 ATC就會變成一個遞減的函數（因為 MC這個變因沒有使

ATC向上的力量），這時候的利潤即會產生變化。 

 

d. 無謂損失的產生 

 

跟完全競爭市場相比，獨佔市場的最是數量是比較少的，因此我們可以推

斷相對于完全競爭市場的最大效率，獨佔市場必定會產生無謂損失（咖啡

色面積），表示有一部分該交易而未交易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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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獨占利潤的討論 

 

如同政府課稅一樣，獨佔廠商也造成了無謂損失，不同的是多出來的利潤分配，一

個是政府的稅收，一個則會進入獨佔廠商的口袋裡，如同前幾章所說的，政府永遠

有手段沒收這些利潤，而在獨佔市場中，政府操作的空間又更多元一些，大致上可

以分為三種： 

 

a. 積極型—預防與治療 

 

若政府能減少獨佔廠商的獨占力，即可避免無謂損失的發生，而增加競爭

力的方法包括了以下幾個： 

 

1. 公營的獨占企業民營化、把民間的大企業強制拆散成小企業，例如被

一分為八的 AT&T，廠商彼此削價競爭的結果將使得經濟利潤的大餅

回饋到消費者手上，然而有時候企業之間的合併並不是因為要造成獨

佔，而只是為了生存，這個時候公平交易委員會就必須做更多的調查

才能判斷。 

 

2. 反托拉斯法（台灣為公平交易法）的強制規定：藉由法條的限制，廠

商會擔心被罰錢而不敢聯合漲價或進行各種不法的勾當，實證上，卻

對於計算市占率常常有很大的衝突。 

 

3. 對市場價格的規定： 

 

更直接一點的做法就是規定廠商能賣的價格，包括 P=MC或 P=AC

法 

(1) P=MC 

 

這是完全競爭廠商的定價依據，也就是最有效率的定價策略，然

而，若其為一自然獨佔廠商，其將蒙受損失（如下圖黃色面

積），這只會造成廠商退出市場，徒增困擾；更何況，廠商的邊

際成本曲線也就是供給曲線本身就不太容易獲得，根本無從定價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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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C 

 

這是一個折中方案，卻沒有任何道理，這將使得廠商零利潤進而

退出市場，除非政府可以補貼他們的損失，但這又衍生另一個問

題—補貼本身又會造成無謂損失，顯然者兩者是必須衡量的。 

 

b. 消極型—什麼也不做 

 

為了解決獨占企業的無效率所造成的傷害，或許默許沒有特許的廠商偷偷

存在也許是一種增加市場競爭解決問題的方法，若以台北市公車的例子來

說，一般來說是不許私營的公車存在，但是若私營的車能壓低價格、且提

供更好的安全服務，那又有何妨呢？ 

 

D. 價格歧視 

 

獨佔廠商既然擁有制定價格的能力，沒有用盡方法利潤極大化的道理，獨佔廠

商會利用每個人的彈性不同，而定出不一樣的價碼，好把消費者願付價格逼出

來，價格歧視又可分為三種 

 

a. 第一級差別取價： 

在利潤分配色塊中，橘色為消費者剩餘，紫色為利潤，灰色為無謂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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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線為邊際成本曲線（也可以是正斜率），當生產者有辦法知道消費者的

願付價格（每個數量下，紅線的高度），就可以藉由把價格定在那裡達到

利潤極大化，這時三塊有色面積皆轉變為生產者剩餘，也不會有無謂損失

的產生，此又稱為完全差別取價，在現實生活中幾乎不存在。 

b. 第二級差別取價： 

 

在同一件商品的數量上做折扣，用以區隔每個消費者想買的數量，例如便

利商店的「第二件六折」政策、捷運的計價方法、「會員價」的使用。 

 

c. 第三級差別取價： 

 

將同樣的產品根據不同的克群定不同的價錢，如電影票的老人優惠票、飛

機的經濟艙等等，但前提是得做到防止產品回流以免套利。 

 

E. 結論 

 

壟斷就如同完全競爭一樣，是一個理論上存在的市場，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所

有的市場都會同時保有這兩個市場的部分特性，就像一個光譜一樣，現實的市

場會是介在光譜的中間區域，藉由這章的討論，我們知道一個極端獨裁市場是

如何運作的，從此延伸，我們便可以推估其他真正的市場可能會長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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