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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为中美贸易协 商 提 供 一 个 理 论 框 架#并 从 更

一般化的意义上对削减关税之谜 !2*1(VV13S0,2(-)B*1*S-f"给出 了

一个新的理论解释$从一个高关税的初始环 境 出 发#在 一 定 条 件 下

政府之间会相互协商以降低关税#但不会完 全 取 消 关 税%这 是 由 于

在某些情况 下#关 税 可 以 减 少 多 重 瓦 尔 拉 斯 均 衡 带 来 的 不 确 定 性%
进一步 而 言#通 过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发 生 的 &禀 赋 互 换 !3)S-K.3)2
?K*B?"’可成为优于关税和贸易管制的一种替代选择%
!!关键词!中美贸易#关税协商#多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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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当今的 \GI时代#关于是 否 应 全 球 化)以 多 快 的 速 度 全 球 化 的 讨 论

越来越激烈%全球自由贸易化的进程一直是不完全的)蹒跚而行的%中美贸

易的迅速增长是 一 个 很 好 的 例 子%进 入#:世 纪#随 着 我 国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中美经贸交往开始进入 &高潮期’%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年中

美贸易的年均增长率高达#!7#̂ %截至#$$!年%月#美国是仅次于欧盟的中

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年前%个月双边贸易高达:JOJ7O亿美元#占中国对

外贸易总额的:"7#̂ %其 中#中 国 对 美 出 口:"%;7:亿 美 元(中 国 自 美 进 口

">O7#亿美元%同时按美方统计#目前中国已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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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发生%美国在

纺织品和电视的进口上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则威胁要对一些美国产品

加征关税#另一方面$中美政府都更希望以协商的方式而非以牙还牙的贸易

报复政策来解决问题$因为中美两国贸易结构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即中国对美

出口制成品与美国对华出口初级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
从静态的角度出发考察关税以寻求有利的贸易条件$而非从动态的角度

考虑保护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上述看似矛盾的状况#因

此$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关税报复这一领域的历史文献#
在:J>O&:J>"年$P*1159-’)?-)研究了关于关税报复的一个博弈模型#

此文成为了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经典文献#近期基于这一思路的后续研究包括

R*DK344*)SM2*(D31!#$$#"和M51-B-04-0?!#$$#"#从 模 型 设 定 的 角 度 看$

9-’)?-)并没有采用传统模型’在他的模型中$博弈的参与者是政府$博弈的

收益 !B*5-VV"则由一个瓦尔拉斯交换均衡决定#9-’)?-)的模型得到的结论

很有影响力$但却是基于一个隐藏的假设%在任意的两国关税税率组合下都

只存在唯一的瓦尔拉斯均衡#如果我们放松这一假设$就可能得出一些重要

而意外的不同结论$包括对策略贸易理论中一个广为人 知 的 悖 论 的 新 解 释#: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没有唯一的均衡$则可能出现多个结果$各种结果发生

的客观概率也就不存在#博弈 参 与 者 !政 府"的 态 度 会 对 结 果 产 生 影 响#然

而$这一事实在过去的文献中往往被忽略了#本 文 放 松 了 上 述 隐 藏 的 假 设#$
从而在如下两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 后文将说明$即使放 松 了 唯 一 性 假 设$只 要 引 入 了 另 一 个 时 间 相 关 的 假 定$这 一 博 弈 模 型 仍 然 是 完

备的#
# 唯一性假定自然需要验证#可以通过计量检验证明现实的效用函数采取哪些形式$能够保证多重均衡

不存在#据我们所知$至今为止还没有这方面的计量研究#

第一$我们认为有必要重 新 考 察9-’)?-)模 型 的 基 本 假 定#其 初 始 设 定

是$存在两个大团体 !国家"#每个团体均由同质的个人组成$他们在市场上

都是价格的接受者#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利用群聚时对市场的影响力 !,-443,<
2(b3.*1L32B-K31"$每个团体都会设立一个政府来对贸易条件施加影响$从

而为自己谋利#在双方的利益冲突下$两个政府会发现他们所处的现状 !?2*<
20?g0-"是互相设置关税壁垒的关税战争 !2*1(VVK*1"状态#相比自由贸易

状态$这可能会导致双方都遭受福利损失 !但也可能有其他结果$参见M51-<

B-04-0?!#$$#""#历史表明$现实中的政府经常会相互协商以降低关税的税

率 !而不是改变贸易额$或甚至是效用水平"#9-’)?-)之后的文献往往注重

于这种政府间的协商$本文也不例外#

9-’)?-)的报复性关税博弈是交替行动 !*4231)*2(b3.-b3?"的$但 其 均

衡也能看成是一个同时设定关税的纯策略均衡#在本文中$我们假设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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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高关税的均衡发生在 "历史前期#$给定这一现状%需要削减关税的问题由

此产生$此外%假 设 削 减 关 税 的 协 商 是 在 事 先 &3f*)23’发 生 的%而 事 后

&3fB-?2’两国公民在协商后的关税下进行贸易$中间是必要的时间分隔$
一般而言%对于两个国家协商后决定的一对关税组合%存在一组能使市场

出清的贸易条件$这些可能的贸易条件的集合称为交换均衡集$这一集合可能

只包含一个元素%也可能包括多个元素$根据指数理论 &E)S3fG’3-13.’%多重

均衡存在的必要条件是至少在某一个市场均衡价格下%超额需求曲线的斜率为

正$也就是说%在这一点的局部上收入效应的作用超过了替代效应$O如果用国

际贸易学的语言来说%即马歇尔 勒纳条件 &U*1?’*44<W31)31,-)S(2(-)’不成立$
多重均衡能够发生的原因与关税能够防止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相关联

的$这让我们认识到关税的一个新作用$想象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在很高

的关税之下%贸易不会发生(((一个唯一的均衡)第二种是没有关税的情况%
这时可能存在多个均衡的贸易条件$

第二%从现实 性 的 角 度%我 们 将 给 出 对 削 减 关 税 之 谜 的 一 个 新 的 解 释$

R*DK344*)SM2*(D31&#$$#%第"!页’发现%虽然 \GI的成员国政府相互协

商并达成削减关税的决定%但他们却不情愿达成完全零关税的自由贸易(((
从逻辑上而言这应当是削减关税的终点$事 实 上%即 使 在 \GI导 言 中 也 从

未提到过完全的自由贸易$
目前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把这一现象发生归结为 "政治经济学#%例如%既

得利益团体的游说等$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的拒绝自由贸易的原

因%那就是为了规避不确定的*可能有害的结果$为了更清楚地阐述这一点%
下文将说明%可能的均衡中存在一个 "俄罗斯轮盘赌 &H0??(*)H-043223’均

衡集#&定义见下文’$

O 一种解释是认为某种商品的卖方在思想上有内部冲突$产品价格升高会使卖方少消费这种商品%从而

从价格上升中获得好处$这是替代效应$与此同时%如果价格上升足够多%那么这一产品的卖方 的 总 财

富会增加$因此他可以少卖一些产品%自己享用$这是收入效应$要使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 应%买 方 对

这一商品的需求必须非常强烈$一个例子是高收入的律师的服务$这一效应会引起律师的劳动供 给 曲

线向后弯曲$如果税率足够高%这一现象就不会发生$这和本文的关税模型是类似的$
" 在这里%我们用俄罗斯轮盘赌来比喻关税削减博弈可能出现的某些结果$在俄罗斯轮盘赌中%两个人

决斗%他们共用一把左轮手枪向自己射击%手枪中只有一颗子弹$这意味着有一个人会死在枪下%其结

果远远劣于现状)而另一个人将拿走一切%其结果远远优于现状$

首先%前面已经提到%在自由贸易下存在多重 均 衡$而 且%即 使 在 可 能

的均衡集上不存在任何的主观概率%只要参与者遵守 6-)830.*))和 U-1<

D3)?231)提出的 "最大最小#&.*f.()’原则%整个博弈也是完备 &K344S3<
V()3S’的$另外%我们还要 定 义 一 个 谈 判 的 底 线%作 为 协 商 失 败 时 的 结 果$
这里我们把9-’)?-)关税战下的均衡 &或维持现状’当做我们还要 定 义 一 个

谈判的底线$下一步%我们定义 "俄罗斯轮盘赌 &H0??(*)H-043223’"均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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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样一个集合#它包括使每个人或严格优于#或严格劣于默认状况的所有

可能结果#但要排除那些使所 有 人 都 比 现 状 更 优 的 结 果 !双 赢 方 案"$所 以#
在 %最大最小&原则下#任何会 引 致 %俄 罗 斯 轮 盘 赌 均 衡 集&的 策 略 组 合 都

不会被采用$如果自由贸易可 能 引 致 %俄 罗 斯 轮 盘 赌 均 衡 集&发 生#那 么 它

就不会被采用#从而产生削减关税之谜#其结果是政府会选择一个关税税率

严格大于零的策略$我们会给出一系列例子说明自由贸易引致 %俄罗斯轮盘

赌均衡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并说明什么类型的经济体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要注意的是#%俄罗斯轮盘赌均衡集&是博弈参与者拒绝自由贸易的一个充分

条件#这一条件并不是必要的$在 %最大最小&原则下#可能会有其他非现

状的情况会优于自由贸易$
下文的组织如下’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给出了减税博弈模型 的 详 细

架构#并展示这一博弈架构如何扩展了传统的关税报复模型$第三部分在此

基础上给出一组具体的例子#以便于计算和解说$这些例子证明了在一定的条

件下#关税可以减少由瓦尔拉斯均衡的多重性带来的产出不确定性$第四部

分通过分别放松两个 假 设 条 件#给 出 了 更 一 般 的 结 论$我 们 发 现# %禀 赋 互

换&是减少不可预期结果的一 种 替 代 方 法#并 且 是 更 好 的 方 法$第 五 部 分 是

总结与评论$

二!模!!型

考虑到问题的特殊性#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们所面临问题的一些 特 点$这

些特点突出表现在图:中的时间轴上$在第二时期的关税协商中#两个国家

在关税的削减程度上达成一致#如果他们能达成一致的话$这一决定必须在

未来 !第三时期"的瓦尔拉斯均 衡 决 定 之 前 达 成#并 且 会 受 到 过 去 !第 一 时

期"现状的影响$

图!!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关税税率由两国政府讨价还价决定#博弈的 最 终 结

果却是多个可能的瓦尔拉斯均衡中的一个#这些瓦尔拉斯均衡是在市场上由

许多个人的交易行为决定的$事实上#后面我们会发现#这是削减关税之谜

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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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弈的参与者

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中国与美国$分别用3I$Ia
:$#表示%这两个国家在博弈中所处的位置是完全对称的%每个国家拥有一群

连续&同质的个人LI%每个国家的代表性个体可以由两个特征描述!禀赋向

量,I)&#= 和效用指标/I!&#=.&%
在交换经济中$两国的所有人同时进入一个瓦尔拉斯市场$根据 某 些 既

定的规则进行交易%本文考虑两种情况!源自9-’)?-)的 关 税 报 复 模 型 和 一

个削减关税的模型%我们主要 考 虑 后 一 个 模 型’这 一 模 型 中 的 (现 状)对 应

关税报复模型下的均衡状态%在第三部分和附录中有对这一均衡状态的描述%

"二#削减关税博弈中的策略

政府可以对从另一国进口的商品征税$税率设为"I$并 把 获 得 的 关 税 平

均分配给本国居民%假设在初始状态下 关 税 税 率 为"$I$对 应9-’)?-)的 关 税

报复%根据两国完全对称的假设$关税战争的结果必然是双方税率相同!

"$: U"$# U"$ %$@ "#@:#

假设两国政府通 过 如 下 的 协 议 来 谈 判 关 税 的 削 减%每 个 政 府 选 择 一 个 策 略%
每一个策略包含一对 具 有 先 后 顺 序 的 信 封$里 面 装 了 密 封 好 的 出 价9Ia""I$

4I#!
":#第一个信封中装有在削减了之后的关税提议"I)DIa*$$"$I+’
"##第二个信封则说明是否接受任意的一对关税提议$4I)=I!D:‘D#.

,d+M$8I-%
给定一对策略"9:$9##$结果产生的关税是"/:$/##),"":$"##$""$:$"$##-%这就是

说$如果任意的一个政府不接受$那么关税就维持现状’反之$双方 都 接 受

他们的提议%在后一种情况中$对应他们都接受的关税 "":$"##)D:‘D#$存

在一个 "可能的#有关税的瓦尔拉斯均衡0!D:‘D#.1a,所有可能的瓦尔拉

斯均衡集-%为了简化$我们假设每个政府为了捍卫自己选民的利益$将不会

接受对方削减比自己更少的关税$这是由两国的完全对称性来决定的%所以$
两个对称的国家削减的关税必然是相同的!

": U"# U") *$$"$+% "#7##

"三#瓦尔拉斯均衡集

每一个有关税的瓦尔拉斯均衡#)7""#$都包含了!一个均衡的贸易条件

($这是标准化 之 后 的 值’一 对 消 费 向 量$分 别 是 两 个 国 家 代 表 性 个 体 的 消

费$从而满足如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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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商品都是市场出清的#这可以用 !#7O"式来表示$

2!(%""U$# !#7O"

其中2是有关税 !2*1(VV1(SS3)"时非货币商品 !)-)<)0.31*(13D--S"的超额

需求函数%
!#"两国之间收支平衡%
!O"关税收入分配后#在扭曲的预算约束下效用极大化&

> 作为参考#见 U*?<&-4344#\’()?2-)*)ST133)!:JJ>"#第>J"页#定义:!@F@O@

为方便后续的讨论#我们引入下列定义>$
定义#J"!如果在每个均衡#)7!""#价格效应的矩阵P2!(%""是非奇异

的 !)-)?()D04*1"#那么一个有关税的均衡集7!""是常规 的 !13D04*1"#同 样

地#可以说这个经济是常规的&
相关联的关税"也称为常规的&
定义#J#!如果在每个均衡#)7!""#价格效应的矩阵P2!(%""是奇异的

!?()D04*1"#那么一个有关税的均衡集7!""是非常规的 !(113D04*1"#同样地#
可以说这个经济是非常规的&

定义#JK!如果与其相关的 有 关 税 均 衡 !2*1(VV<1(SS3)3g0(4(Z1(0."是 非

常规的#那么一个关税"被称为非常规&
定义#JL!令()S3f(a!_:"‘?(D)$P2!(%""$#这里$P2!(%""$表示矩

阵P2!(%""的行列式&
评注#J"!在非正常的均衡价格下#()S3f(a$&
我们现在可以解释我们的研究如何扩展了9-’)?-)关 税 报 复 理 论 的 传 统

框架&图#或许可以更好地解释其中一种可能的情况&

图!!

常规性的概念对于均衡价格和关税两者来说都是重要的#这体现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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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首先"非常规的关税税率对应着非常规的价格#它位于以下两个关税

税率之间"比存在唯一常规均衡价格的高关税低"比存在多重常规均衡价格

的低关税 $包括零关税%高#其 次"非 常 规 的 关 税 税 率 在 下 面 的 博 弈 解 中 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博弈的收益

与传统框架不同"对应于任意给定的策略对"我们现在有一个可 能 包 含

非唯一元素的 结 果 集"而 不 是 一 个 单 独 的 确 定 或 者 不 确 定 的 结 果#扩 展 后"
我们可以寻找纳什均衡策略对#这里的结果与博弈者在瓦尔拉斯均衡的效用

形式有关#为方便起见"我们引入!
定义#JM!在均衡#的效用形式为F$#%a$F:$#%"F#$#%%#
定义#JN!根据对称性"初始的效用对为!

F$#$%U $F$"F$%U $F:$#$%"F#$#$%%%
这里#$ 是在初始关税对$"$:""$#%a$"$""$%下的有关税均衡#

在多重瓦 尔 拉 斯 均 衡 下"没 有 客 观 的 概 率#博 弈 者 对 于 这 样 的 情 况 的

&态度’决定了哪一个策略对满足纳什均衡#我们假定博弈者采取保守态度"
遵循b-)830.*))和 U-1D3)?231)的最大最小原则#换句话说"我们假定收

益是在均衡集中的最小值"并引入!
定义#JO!第I个博弈者的收益为!

2I U.()(FI$#%!#)7)% $#7"%

!!当均衡结果的一个子集存在 &俄罗斯轮盘赌’的特性时" $#7"%式的重

要性就显而易见#这个子集不包含使两个博弈者都认为这个结果比初始状态

更好的结果"但是每一个博弈者都可能达到比初始值好的结果"也可能达到

比初始值差的结果#

; 可能存在一些子集"既不是&俄罗斯轮盘赌均衡’子集"也不是双赢子集的一部分#

正式地"我们首先定义一个双赢子集"再定义一个 &俄罗斯轮盘赌均衡’
子集;!

定义#JP!一个双赢子集是Qa(#)7!FI$#%+F$"(I)#
定义#J!!一个 &俄罗斯轮盘赌均衡’子集是!

&/ (</ $70Q%!1#[$I%"#\$I%)&"

K(2’FI*#[$I%+%F$ %FI*#\$I%+"(I)%

!!在推导出博弈者在每个策略组合下的收益形式后"我们就可以定义纳什

均衡!如果对每个政府Ia:"#"

2I$9"I "9"$ %+2I$9I"9"$ %"!(9I )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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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策略组合!9": #9"# "是一个纳什均衡$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通过单

独的策略改变而增加收益$

三!一 类 例 子

我们现在举出一组例子#有两个目的$第一#在 经 验 上#我 们 为 一 些 著

名的悖论提供了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它必须是逻辑一

致的&!#"不能用一些可忽视的例外情况作为论据$第二#在理论上#我们提

出通过放松隐藏的唯一性假设来重新检验9-’)?-)(*)均衡的基础$对于第一

点#我们将会证明条件 !:"和 !#"容 易 得 到 满 足$对 于 第 二 点#还 需 要 未

来更多的研究$但是我们的例子可以作为未来扩展的必要基础$

!一"假设

假设世界上有两种商品+和*#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同质个体Ia:###每

种人的数量为一单位$更具体地#我们有%

假设" !全有或全无的初始禀赋所有权结构"
两种类型个体的联合禀赋为

,: U !:#$"! 和 !,# U !$#:"7 !O7:"

!!这个假设可以对应中国占有劳动力禀赋#美国占有资本禀赋$我们可以

把这个禀赋分配用埃奇沃思盒 !+SD3K-12’R-f"来表示#如图O中的7点$
这个假设将在第四部分得到放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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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抛物线形式的对称拟线性偏好#
第I种个体的偏好可以由一个递增$拟凹 "g0*?(<,-),*b3#$二次连续可

微的效用指数/I"+I$*I#表示$满足

/:"+:$*:#U+:V#*:YO*#:$

/#"+#$*##U*#V#+#YO+##$
!#+#O+$$ "O7##

这里"+I$*I#[是第I个国家的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向量%不等式#+#O%$保

证了在相关的区间"+I$*I#[)&$$:’# 中$边际效用永远是非负的%
评注KJ"! "O7##式 中 的 效 用 函 数 形 式 的 直 觉 解 释 如 下!基 于 假 设:

"全有或全无的禀赋所有权结构#$对于百分之百拥有某种商品禀赋的国家的

居民$他们消费这种商品的边际效用受 微 小 贸 易 的 影 响 应 该 不 会 很 大%近 似

地$可以假设对这一商品的边际效用是不变的$并单位化为:%也就是说$第

一类个人对+:的边际效用为

3/:
3+: U

:%

!!对于进口的商品$初始的拥有量为零%有理由认为$消费这一商品的边

际效用是随小额贸易而递减的%一个简单的近似是假设对外国商品的边际效

用从一个初始值开始$以一个恒定的速 率$#O$线 性 下 降%也 就 是 说$第 一

类个人对*:的边际效用是

3/:
3*: U

#Y#O*:$

以商品*为计价品 ")0.31*(13#$商品+的价格(也就表示了贸易条件%
对第一类个人$可以定义自给自足时的贸易条件为

3/:":$$#(3+:
3+:":$$#(3*: U(

$% "O7O#

如图O所示$它的倒数

#U:(($ "O7"#

表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的强烈程度%
在"的关税税 率 下$设 世 界 贸 易 条 件 为($受 关 税 影 响 的 贸 易 条 件 将 为

((":="#$且

(8 U ":V"#($ U ":V"#(# "O7>#

可以被定义为 )阻塞贸易条件*",’-L3231.?-V21*S3#%对于任意比它小的贸

易条件($第一类个人将偏好自给自足而非贸 易$所 有 的 贸 易 都 会 因 受 阻 停

止%这可以从图O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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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KJ#!考虑如图"中的参数 !##""间的关系#这里#代表了经济结

构#"代表了经济政策#直线"a#_:代表(8a:$在这条线的左上方消费者

在价格等于:时 偏 好 不 进 行 贸 易$这 个 区 域 分 成 两 部 分$在 垂 线#a:的 左

边#这时的经济结构在(a:时 对 于 任 何 的 经 济 政 策"%$都 不 会 进 行 贸 易$
在这条垂线的右边#如果(a:#只有当经济政策"%#_:时才不会进行贸易$

图!!

假设K !关税税收的分配"
为方便起见#我们假设进口货物的关税收入是平等分配的$所以 对 于 代

表性个体#LI#Ia:###%#他们的预算约束有如下形式&

(+:!5"V!:V":"*:!5"&(V2L:":*:!4"S42L:S4#
(!:V"#"+#!5"V*#!5"&2L#("#+#!4"S42L#S4V:
3

4

5 %
!O7;"

!!在均衡时每个相同的个体会有相同的行为#所以 !O7;"式变成&

(+:V!:V":"*: &(V":*:#

(!:V"#"+#V*# &("#+#V:! %
!O7!"

!!每一类的代表性 个 体 在 !O7!"式 的 约 束 下 最 大 化 !O7#"式 中 的 效 用$
我们现在有了建立9-’)?-)关税报复模型和关税削减之谜的基石$

!二"现状 !?2*20?g0-"&一个对称的关税报复均衡

关税削减可以从任意的一个历史 初 始 情 况 开 始$为 了 代 表 ’前 \GI时

代(时非合作的 情 况#这 里 的 初 始 条 件 被 设 定 成 一 个 对 称 的 关 税 报 复 均 衡$
我们将会回顾一些关于此均衡存在和福利性质的问题$给定经济结构和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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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可 能 存 在 一 个 有 关 税 的 瓦 尔 拉 斯 均 衡 集#它 有 均 衡 价 格 集

N"":#"#$%现在考虑一个对于关税对 "":#"#$的子集5/&#=#在这个子集中存

在唯一的均衡价格方程N"":#"#$%
博弈者I的收益就是在这个唯一均衡#下的效用!

2$I"":#"##("":#"#$$UFI"#$"":#"##("":#"#$$$%

!!两个博弈者的最优反应是!

"$: )D$:""#$U*1D.*f
":

2$:"":#"##("":#"#$$#

"$# )D$#"":$U*1D.*f
"#

2$#"":#"##("":#"#$$%
"O7%$

!!最优反 应 的 一 般 定 义 参 见 附 录%这 个 关 税 报 复 博 弈 的 纳 什 均 衡 策 略 对

""$:#"$#$是从5到自身的映射 "D$:#D$#$中的C*L02*)(不动点%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一般情况是在$6#O&#&#O=:

条件下#每个国家都会消费一定量的自有商品%特殊情况对应着#%#O=:的

状态!#每个国家只消费另一个国家初始拥有的商品#完全不消费自己的禀赋%
为简单起见#我们只考虑一般情况%

! 感谢G*B*)U(21*教授在这一点上的意见%

引理KJ" "9-’)?-)的关税报复均衡$
当#%:且$6#O&#&#O=:时#存在一个对称的纳什均衡策略对""$:#"$#$

)5#使得

"$: U"$# U"$ U#Y:# % "O7J$

!!对应的关税报复均衡 "现状$时的效用为

F$ U:VO
"#Y:$#
:;O % "O7:$$

!!证明!见附录%
评注KJK!在图>中#9-’)?-)均衡对应着"a"#_:$&##见方程 "O7J$%

推论KJ" "9-’)?-)均衡的福利性质$

9-’)?-)关税报复均衡不是帕累托有效的%
证明!见附录%

"三$关税削减

现在我们考虑削减关税的情况%在#%:且$6#O&#&#O=:的参数约束

下以及考虑到 "#7#$式#":a"#a")’$#"$(#一些常规的计算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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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引理KJ# !个人与国家的需求"
代表性个体#同时也是整个国家的需求函数为

+: U:Y#(Y
!:V""
#O(#

#!*: U#(Y
!:V""
#O(

#

+# U:Y#Y(
!:V""
#O

#!*# U#(Y(
#!:V""
#O %

!!由 !O7:"式#我们可以得到

引理KJK !超额需求"
商品+的超额需求方程为

2!($##O#""U+:V+#Y:

U %#Y(!:V""Y#&(V!:V""&(#’&#O

U
!:Y:&("%#&!:V""Y!(V:V:&("’

#O&!:V""
7 !O7::"

!!评注KJL!注意 !O7::"式中#&!:=""这一项是 !O7>"式中 (阻塞贸易

条件)的倒数*

定理KJ" !全局存在性"
对满足$6#O&#&#O=:##%:和")%$#"$’的任意参数##O和"#一定

存在一个均衡价格#("a:*
所以#瓦尔拉斯均衡集非空*
证明!由 !O7::"式可知#对任意"#2!:$""a$* /7+7F7

定理KJ# !瓦尔拉斯均衡集的结构"
!:"若#&!:=""%O#()S3f("a_:#且对应的均衡价格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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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Y "##$:V"%Y:&#Y7 "
#

’:! ’

"##$:V"%Y:&V "##$:V"%Y:&#Y7 ""#
%

$#%若##$:="%aO’()S3f("a$’且瓦尔拉斯均衡集只包含一个元素’
对应的均衡价格("a:(

$O%若##$:="%6O’()S3f("a=:’且 瓦 尔 拉 斯 均 衡 集 只 包 含 一 个 元

素’对应的均衡价格("a:(
证明!除("a:外’方程 $O7::%的其他解来自因子

6$()#’"%U##$:V"%Y@$(%’

其中@$(%a(=:=:#((
注意这里*1D.()

(
@$(%a:’以及@$:%aO(当##$:="%%O时’6$()#’"%

有两个实根!

"##$:V"%Y:&̂ "##$:V"%Y:&#Y7 "
# %

!!当##$:="%%O时’这 两 个 根 在(" a:时 相 等(当##$:="%6O
时’6$()#’"%无实根(

为了分析价格效应’令

2[$()#’O’"%U
$:#(#%"##$:V"%Y$(V:V:#(%&V$:Y:#(%$:#(#Y:%

#O#$:V"%
%

$O7:#%

所以’

2$:)#’O’"%U:
#$:V"%YO
#O#$:V"%

% $O7:O%

从定义#7"得!

()S3f(" U
Y:’ 若##$:V"%%O’

$’ 若##$:V"%UO’

V:’ 若##$:V"%6O
3
4

5 %

定理O7#证毕(
评注KJM!回到 $#’"%参数图(除了无贸易区域’在图;中有三种瓦尔

拉斯均衡(在直线"a#_:到"a##O_:之间可能存在唯一一个正常的均衡(
在直 线"a##O _:上’存 在 一 个 唯 一 的 非 正 常 均 衡(最 后’在 直 线"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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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O_:下$存在三个正常均衡%

推论KJ# !对6的比较静态分析"
!:"价格效应&?(D)!36#3("a?(D)!("_("’
!#"关税效应&36#3"6$’
!O"对进口商品好奇 !,01(-?(25"效应&36#3#%$’
!""对进口商品边际效用递减程度的不敏感性&36#3Oa$%
评注KJN!在 !:"中$()S3f("a_:时$P2!:’""%$%所以$在(" 的

领域里$当(稍大 !小"于(" 时$超额需求2!(’""为正 !负"%当价格偏离

(" 很大时$超额需求回到零$这是因为当2!(’""6$时$(趋近于无穷’当

2!(’""%$时$(趋近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 之外一定存在另外两

个均衡价格%
对于 !#"和 !O"$要满足条件()S3f("a_:就 要 求##!:=""%O%所

以$如果关税的增加或者社会制度变化使得对进口好奇的程度下降$那么以上

条件更难实现%
对于 !""$(边际效用递减的程度)O%$只能影响P2!(’""的数量而不能

影响其符号%这就是说$给定(偏离(" 的程度$O决定超额需求2!(’""但不

能决定其符号%所以$O在 决 定 一 个 瓦 尔 拉 斯 均 衡 价 格 是 否 唯 一 时 根 本 不 起

作用%

定理KJK !在瓦尔拉斯均衡下的效用结果"
!:"随经济结构!#$O"和共同的关税税率"等参数的不同$均衡集合或者

是一个(a("a:的单点集$或者是包含三个均衡价格的 多 重 均 衡%每 种 情

况下的效用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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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均衡价格 F: F#

"##$%:="&_:’_ ##$%:="&_:’#7 _"($# F%#\& F%#[&

: F%#"& F%#"&

"##$%:="&_:’= ##$%:="&_:’#7 _"($# F%#[& F%#[&

其中)

F%#"&U:V#%#Y:&#Y"#’$%"O&)

F%#[&U:V%>VH&$%:;O&)

F%#\&U:V%>YH&$%:;O&%

而参数

>U###Y#V#"#V"#"%$)

HU#%#V:Y"& ##Y%:V"&’#Y"%:V"&7 # %$*

!!%#&F%#\&6F%#"&6F%#[&*
%O&U()#)7FI%#&aF%#\&)Ia:)#+
证明!由简单计算可知+

定理KJL%博弈收益&
考虑一个包含结构参数#)O和政策参数"的瓦尔拉斯均衡集合7%#)O)"&)
%:&如果7%#)O)"&是一个单点集)"#%#)O)"&()那么

2I%"*#)O&UF%#"&)!IU:)#%

!!%#&如果7%#)O)"&包 含 三 个 元 素)"#[%#)O)"&)#"%#)O)"&)#\%#)O)"&()
那么

2I%"*#)O&UF%#\&)!IU:)#%

!!证明!由定义#7!和定理O7O %#&可得+

推论KJK %关税削减效应&
%:&当2I%"*#)O&具有F%#"&形式时)对任意"%$)%S$S"&2I6$*
%#&当2I%"*#)O&具有F%#\&形式时)对任意"%$)%S$S"&2I%$+
证明!直接计算可得+

%四&,俄罗斯轮盘赌-均衡子集

根据定理O7#)推论O7O和评注O7;)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参数图)如图!上

半部分所示)其中第一种情况总存在一个唯一的均衡价格)而第二和第三种情

况则存在三个均衡价格+
给定经济结构参数#和O)我们可以通过数值解来研究是否存在一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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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个#俄罗斯轮盘赌$的税率范围%$&"&’&使得其中的税率") %$&"&’满足

2I!"(#&O"6F$ !O7:""

如果 !O7:""式不成立&那么这对 !#[&#\"就构成定义#7J中所说的 #俄罗斯

轮盘赌$均衡子集)
计算显示&对任意#%#&aO7$;&一定存在一个 #俄罗斯轮盘赌$的税率

范围)

定理KJM !#俄罗斯轮盘赌$是产生关税削减之谜的一个原因"
对于#%#&aO7$;的情况&自由贸易不是减税博弈的纳什均衡)
证明!基于最大最小原则&对于#%#&aO7$;&

2I!$(#&O"UF!#\"6F$&!IU:&#%

!!两个政府都可以通过采取另一种策略而获利)最低限度上&他们也可以

维持现状&拒绝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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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KJO!如果自由贸易会导致 "俄罗斯轮盘赌#的结果$减税之谜就会

发生%这对 应 图!中 下 半 部 分 的 第 三 种 情 况$也 如 图%中 的 埃 奇 沃 思 盒

&+SD3K-12’R-f’所示!"俄罗斯轮盘赌#均衡子集的位置在通过现状这一点

的两国无差异曲线的外面%

图!!

&五’纳什均衡集与对均衡的精炼

"俄罗斯轮盘赌#子集的存在是关税削减之谜发生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

要条件%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寻找这一博弈的纳什均衡策略%基于博弈的设

置$减税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可以很直观地给出$如下!

定理KJN &纳什均衡集’
如下的一对策略构成一个纳什均衡!每个博弈参与者选择同样的关税税

率"$并接受对方提出的"的关税税率%这里"须满足

&:’如果#)&:$O($那么"))$$"$($&图!中的第一种情况’
&#’如果#%O$那么"))"&$"$’$&图!中的第二*第三种情况’
对于上述无穷多个纳什均衡$自然可以用帕累托原则来精炼%我们有

定理KJO &均衡的精炼’
总是存在一个唯一的精炼纳什均衡关税税率$""%其中

&:’&自由贸易’对于#)&:$O($""a$+&图!中的第一种情况’
&#’&削减关税之谜’对于#%O$""a#,O_:%&图!中的第二*第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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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评注KJP!对于图!中第二#第三种情况所示的多重瓦尔拉斯均衡 的 状

况$政府的最优减税策略是将关税设置为定义#7O中的非常规关税税率水平%

!六"一个特殊的数值例子

我们以第 三 种 情 况 为 例$令#a"$Oa#%由 !O7J"及 !O7:$"两 式 可

得$现状为

"$: U"$# U"$ U O#
$!F$ U>JO#7

!!容易验 证$在 这 一 情 况 下$当")&$$:’O"时 均 衡 的 数 量 为O$当")
&:’O$O’#(时均衡是唯一的%

当"落在&:’O$O’#(范围内时$有2I!")#$O"aF!#""a:!_"
#

%
$Ia:$#%

对")&$$:’O"的情况$削减关税对应着三种不同均衡产出$如表#%

表!!
均衡价格 F: F#

*&"’!:=""_:(_ &"’!:=""_:(#7 _"+’# F!#\" F!#["

: F!#"" F!#""

*&"’!:=""_:(= &"’!:=""_:(#7 _"+’# F!#[" F!#["

其中$

F!#""U !:!Y"#"’%$

F!#["U &O:V%"V"#V!>Y"" !>V""!:YO"7 "(’:;$

F!#\"U &O:V%"V"#Y!>Y"" !>V""!:YO"7 "(’:;7

!!可以得出$对")&$$:’O"$2I!$)#$O"aF!#\"$Ia:$#%最终关税削减

的协商的均衡为"a:’O$使 得 各 国 效 用 的 最 大 最 小 值 均 为:J’J%存 在 一 个

,俄罗斯轮盘赌-税率范围$相应的"&8$7#J%

四!一 些 扩 展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已经考察了一系列例子$在有的例子中瓦尔 拉 斯 均

衡是唯一的$另一些例子中则不是%在这些例子中的结构参数#和O$以及政

策参数"$都有直观的含义%一些读者可能问及如何使模型更加一般化%这是

可以做到的$不过我们需要作另一个假设.9-’)?-)模型均衡点是存在的%

!一"对假设:的放松

首先$我们放松全有或全无的初始禀赋所有权结构的假设%这既 是 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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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现实的考虑"也是为了比较静态分析的目的#类别Ia:"#的个人的初始

禀赋现在是

,: U $:YC"C%! 和 !,# U $C":YC%"! 其中$&C&:&#7

!!评注LJ"!参数C是对两国初始禀赋相似程度的一种度量#Ca:&#意味

着两个国家的初始禀赋是完全一样的#
预算约束式现在成为

(+:V$:V":%*: & ’$:YC%(V$:V":%C(V":$*:YC%"

($:V"#%+#V*# & ’($:V"#%CV$:YC%(V("#$+#YC%! %
$"7:%

!!商品+的超额需求函数因此成为

2$()#"O"C""%U
$:Y:&(%’$#Y#OC%&$:V"%Y$(V:V:&(%(

#O&$:V"%
%$"7#%

!!我们可以扩展定理O7:的结论为

定理LJ" $全局存在性%
对所有的#"O"C和""总是存在一个均衡价格"("a:"所以瓦尔拉斯

集一定非空#
证明!由方程 $"7#%可知"2$:)#"O"C""%a$恒成立#
下一步"我们把定理O7#扩展如下!

定理LJ# $瓦尔拉斯均衡集的结构%
$:%如果$#_#OC%&$:="%%O"则()S3f("a_:且对应的均衡价格集为

’$#Y#OC%&$:V"%Y:(Y ’$#Y#OC%&$:V"%Y:(#Y7 "
#

":! "

’$#Y#OC%&$:V"%Y:(V ’$#Y#OC%&$:V"%Y:(#Y7 ""#
%

$#%如果$#_#OC%&$:="%aO"则()S3f("a$且瓦尔拉斯均衡集是一个

单点集"对应的均衡价格("a:)
$O%如果$#_#OC%&$:="%6O"则()S3f("a=:且瓦尔拉斯均衡集是一

个单点集"对应的均衡价格("a:#
我们现在引入

定义LJ"!均衡价格集是指

N$*%U +(!2$()*%U$,%

!!定义LJ#!均衡集的直径是指

P$*%U.*fN$*%Y.()N$*%

U ’$#Y#OC%&$:V"%(#Y7 "% $"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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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LJ" !对P的比较静态分析"
!:"对进口商品好奇 !,01(-?(25"效应#3P$3#%$%
!#"对进口商品边际效用递减程度的敏感性#3P$3O6$%
!O"禀赋相似效应#3P$3C6$%
!""关税效应#3P$3"6$%
评注LJ#!如果对自由贸易的顾虑是由于不确定性&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问

题是不可预期会有多大的影响%在一个瓦尔拉斯均衡中&作为价格接受者的

个人起影响的正是 价 格%P 量 度 了 最 大 的 价 格 变 化 量%好 奇 效 应 使P 上 升&
因而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反&如果好奇心容易得到满足&P就会下降&
因而不确定性也会减 少%从 政 策 的 角 度 看&关 税 和 ’要 素 互 换 !3)S-K.3)2
?K*B"(都会改善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定义LJK!最低程度的 ’要素互换(为

C"!#&O&""U#YO
!:V""
#O % !"7""

% 目前中国对外的能源行业投资可以被看做一个例证%

!!注意到C"!#&O&""将P减为$%也就是说足够消除多重均衡带来的不确定

性%理论上&这是比 P*DK344*)SM2*(D31!:JJ$"提 出 的 扭 曲 性 关 税 或 贸 易

管制更好的一种确保单一均衡的政策工具%%

推论LJ# !对C" 的比较静态分析"
!:"对进口商品好奇 !,01(-?(25"效应#3C"$3#%$%
!#"对进口商品边际效用递减程度的敏感性#3C"$3O6$%
!O"关税效应#3C"$3"6$%

!二"对假设#的放松

另一方 面&我 们 可 以 只 放 松 假 设#%例 如&假 设 个 人 的 偏 好 是 拟 线 性

!g0*?(<4()3*1"的#

/: U+:V6!*:"&

/# U*#V6!+#"%

这里6是一个 三 阶 连 续 可 导&严 格 单 调 递 增&严 格 凹&以 及 非 负 偏 度 的 函

数&即

6[%$&!6\6$&!67+$ !"7>"

!!在这种更一般的情况下&商品+的超额需求函数采取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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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Y6[
Y:%":V"$&(’

( V6[Y:"(":V"$$% ""7;$

!!定理O7:的一般化结论是

定理LJK "全局存在性$
在上述对6的形式的假设下(总是存在均衡价格("a:(故瓦尔拉斯均

衡集非空)
证明!由 ""7;$式(

2":#"$UY6[
Y:%":V"$’
: V6[Y:":V"$U$%

!!进一步(我们可以依靠()S3f( 来考察瓦 尔 拉 斯 均 衡 是 否 唯 一)具 体 而

言("O7:#$式可以一般化为如下形式

2["(#"$U :V"
(#6\"":V"$&($

V (":V"$
6\"(":V"$$V

6[Y:"":V"$&($
(

%""7!$

!!定义LJL!进口需求函数为

%"*$U6[Y
:"*$% ""7%$

!!定义LJM!进口需求弹性为

"",$US4-D%
",$

S4-D,
(! 对,%$@ ""7J$

!!引理LJ" "进口需求弹性的性质$
":$""*$6$#"#$S""*$&S"6$@
证明! ":$由 ""7>$(""7%$和 ""7J$三式可得(

"",$U6[
Y:",$6\",$
, 6$% ""7:$$

!! "#$根据 ""7>$式(""7:$$式的对数倒数为

S4-D"
S" U :

6[Y:6\V
67
6\Y

:
:V"6

$% ""7::$

!!评注LJK! ""7::$式表示进口弹性随关税税率"上升而下降)

("a:时(单位进口价格为:=")我们可以得到 "O7:O$式的一般化结

果如下!

2[":#"$U #"",$V:
"",$6\",$&, ,U:V"

% ""7:#$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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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U"!,"
,U:V"

V:##% !"7:O"

!!我们有定理O7#的一般化形式如下$

定理LJL !瓦尔拉斯均衡集的结构"
!:"若6E!""%$%()S3f("a_:&
!#"若6E!""a$%()S3f("a$&
!O"若6E!""6$%()S3f("a=:’
证明!由定义 !#7""可得’

J U*1?’*44<W31)31条件是指%进口与出口的价格弹性!的绝对值"之和必须大于:才能保证市场稳定’

评注LJL!在定理O7#中%判据是比较##!:=""与基准值O的大小’这里

我们则是把#" !,"与基准值:作比较’注意这里的判断方法是 U*1?’*44<W3<
1)31条件J在对称条件下的一个特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验证%定理"7#
这里所用的判据在第三部分的例子下会退化为定理O7#的判据’

推论LJK !关税效应"!

S6E!""#S"6$%

!!评注LJM!对一般的拟线性效用函数情况的分析表明了我们的结果的稳定

性 !1-Z0?2)3??"’特别地%关税可以 减 少 多 重 均 衡 带 来 的 不 确 定 性’与 此 相

比%第三部分中的例子更易处理&只需要调整#%O和"三个参数就可以区分

出每一种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界定出进口商品带来的好奇效应’
必须注意到%拟线性偏好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为证明 这 一 点%考 虑 如

下效用函数

/: U+:Y!: V6!*:"%

/# U*:Y!# V6!+#"%

这里!是一个任意小 的正数’容易验证%除去一些 特 殊 情 况%一 般 均 衡 的 变

化对!应当是连续的’因此%如果超 额 需 求 曲 线 在!a$时 三 次 穿 过 价 格 轴%
对于小于某个确定的正数的!%它也仍然应当穿过价格轴三次’

五!结论与评论

这篇文章研究了中美贸易协商的理论问题’一方面%现状是中美 双 方 都

寻求通过谈判降低关税来改进福利%而不是坚持极有破坏性的保护主义’但

是预想的自由贸易前景仍不明朗%危害到了每个人的利益’从更一般的意义

上%这同时也为关税削减悖论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另一方面%我们能够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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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关税可能对减少不确定性起到关键作用"最优的关税削减可能是在均

衡的分岔点上"而 且#投 资 自 由 化 可 能 会 对 减 少 不 确 定 性 起 到 同 样 的 作 用#
而不用付出 关 税 扭 曲 的 代 价"换 句 话 说#金 融 自 由 化 可 能 会 有 助 于 贸 易 自

由化"
我们已经讨论了不同结构的经济体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削减关税的博弈结

果"有些情况下最后出现了自由贸易#而另一些情况下则继续存在关税"在

后一种情况下#理论上双赢的自由贸易结果没有得到实现"我们证明了在某

些情况下#关税能够通过避免多重均衡来减少不确定性#这是否能实现是由

世界经济的结构来决定"
为了处理和解释的方便#我们在一些简化的假设下进行讨论"例 如 这 个

世界只有两个对称的国家#只有两种商品"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讨论现实世界

中国家间存在大小差异的情况#以及存在自由贸易协定或者特惠贸易群体的

情况"非贸易品在多产品的世界中也有重要作用"又如#对偏好的假定也可

以进 一 步 拓 展#&’(B.*) $#$$%%已 经 将 本 文 的 结 果 拓 展 到 固 定 替 代 弹 性

$&-)?2*)2+4*?2(,(25-VM0Z?2(202(-)#&+M%偏 好 的 情 况"另 外#我 们 可 以 按

P34B.*)*)SH*X() $:J!J%的思路研究禀赋的随机性以及通过引入资本市场

研究禀赋所有权的贸易可能性"

附!录

!!引理O7:的证明

在#%:和$6#O&#&#O=:的限制下#我们要验证 $N7:%式满足关税报复博弈的纳

什均衡条件"

"$: U"$# U#Y:#
#

(U:#

+: U:Y#Y:"O
#!*: U#Y:"O

#

+# U#Y:"O
#!*# U:Y#Y:"O %

$N7:%

!!这一验证需要如下几步!首先#我们要构造出博弈者#的提供曲线#也就是不同价格

下消费向量的轨迹"这可以 通 过 极 大 化 $O7#%式 中 的/#$+##*#%来 得 到#由 关 税 决 定 的

预算约束式为

($:V"#%+#V*# &("#+#V:% $N7#%

!!考虑国家#的代表性消费者所选择的消费向量"首先#可行性约束为

$&*# &:% $N7O%

!!其次#边际替代率 $UHM%必须等于受关税影响的价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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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U

:
(!:V"#"

7 !N7""

!N7#"#!N7O"和 !N7""三式给出了消费向量

!+##*#"[U
#Y(!:V"#"

#O
#:Y#(Y(

#!:V"#"
#! "O

[7 !N7>"

!!从 !N7>"式中消去(#并考虑到 !N7O"式#得出国家#的提供曲线为

!+##*#"$*# U:Y+#
!#Y#O+#"
:V"# ) %$#:# $& % !N7;"

!!图N7:中#1是在#%:和$6#O&#&#O=:的约束下的消费可能集’

图!!"#

!N7;"式给出的提供曲线是一条凹的抛物线#故消费可能集

1U !+:#*:"$$&*: U
!:Y+:"!#Y#O!:Y+:""

:V"# &# $: % !N7!"

是一个凸集’消费前沿的斜率为

S*:
S+: U

"O!:Y+:"Y#
:V"#

% !N7%"

!!下一步#由 !O7#"式#国家:的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

/: U+:V#*:YO*#:7 !N7J"

!!由此构造出国家:的 (至少不比无贸易情况差)的消费集

8U !+:#*:"$*: +
#Y ##Y"O!:Y+:7 "

## $O
7 !N7:$"

!!图N7#显示了8的两种情况’

引理9J"!消费可能集与 (至少不比无贸易情况差集)的交集9是紧的凸集’

证明!消费可能集1是紧的凸集’(至少不比无贸易情况差集)8是凸的闭集’因此#

两个集合的交集是紧的凸集’但它不一定是严格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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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引理9J#! "N7J#式定义的无差异曲线在定义域上严格拟凹$斜率为

S*:
S+: U

:
#O*:Y#

% "N7::#

!!在定义域内$任意一条无差异曲线的上等高线 "0BB31,-)2-01#集是严格凸的%

证明!易证%

定理9J"!对任意"#$存在唯一的最优反应函数D$:""##%

证明!9是紧集$因此在均衡时$/:在9上取到最大值%9是凸集$上等高线集也是

凸集$因此它们是可分的%国 家:的 含 关 税 "2*1(VV<1(SS3)#预 算 线 是 两 个 凸 集 的 共 切 线$

因此是两个集合的分割线%均衡消费束

+: US:""##$

*: UB:""##$
"N7:##

满足

"O":Y+:#Y#
:V"# U :

#O*:Y#UY
(

:V":
% "N7:O#

!!将贸易平衡条件

(":Y+:#U*: "N7:"#

中的(代入 "N7:O#式的右端$可以得到最优反应函数

D$:""##UB:
""##&#Y#OB:""##’
:YS:""## Y:% "N7:>#

!!由对称性$国家#也存在唯一的最优反应函数

D$#"":#UB#
"":#&#Y#OB#"":#’
:YS#"":# Y:% "N7:;#

定理N7:证毕%

最后$将 "N7:#式中给出的值代入$发现满足 "N7:O#式%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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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U#Y:#

#!IU:##%

!!贸易报复均衡 !现状?2*20?g0-"见图N7O$直接计算可以给出均衡时的效用相应为

F:!#$"UF#!#$"U:VO
!#Y:"#
:;O %

图!!"#

!!引理O7:证毕$

!!推论O7:的证明

对 !O7#"式作全微分#有

S/: US+:V#S*:Y#OS*: U$#

S/# US*#V#S+#Y#OS+# U$%

!!两国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为

S*:
S+: S/:U$

U :
#O*:Y#

#

S*#
S+# S/#U$

U#O+#Y#%

!N7:!"

!!如果一个帕累托最 优 的 分 配 是 埃 奇 沃 思 盒 的 内 点#过 这 点 的 两 条 无 差 异 曲 线 必 然 相

切$这说明#!N7:!"式中的两个斜率相等$因此合约曲线 !,-)21*,2,01b3"的形式如下%

!#O!:Y+:"Y#"!#O*:Y#"U:% !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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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N7O中的消费点 并 不 在 合 约 曲 线 上"这 是 因 为 #N7:$式 中 的+: 和*: 并 不 满 足

#N7:%$式%所以"9-’)?-)的贸易报复均衡不是帕累托有效的%证毕%

!!关于价格函数与最优反应函数

在#":""#$的 非 负 象 限 中"存 在 一 个 子 集5"使 得 在5 上 存 在 一 个 唯 一 的 价 格 函 数

(#":""#$"在5外则不是%5外多重均 衡 的 存 在 性 是 这 一 削 减 关 税 博 弈 研 究 的 动 机&5内

存在唯一的均衡价格则 保 证 了 贸 易 报 复 均 衡 的 存 在 性"这 一 均 衡 也 就 是 减 税 博 弈 的 现 状

起点%

在#%:和$6#O&#&#O=:的参数限制下"在 第 三 部 分 的 例 子 中"商 品+的 超 额 需

求函数为

2#(&#"O"":""#$U+:#(&#"O"":$V+##(&#"O""#$Y:

U ’#Y(#:V"#$Y#((V#:V":$((#)(#O

UY’#:V"#$(OY#(#V#(Y#:V":$)(#O(#7 #N7:J$

令

$#(&#"":""#$UY’#:V"#$(OY#(#V#(Y#:V":$)% #N7#$$

!!注意到

$#$$U #:V":$%$%Yj %4(.
(.j
$#($%

!!根据指数理论 #E)S3fG’3-13.$"35"子集5的边界 #在其上存在唯一均衡价格$由

这样的 #":""#$决定"这里$#*$a$恰好有两个根"如图N7"的 #*$和 #Z$所示%

图!!"#

令

4#(&#"":""#$U(OY #
:V"#(

#V #
:V"#(Y

:V":
:V"# U

$% #N7#:$

!!当

4#($U #(Y(:$#(Y(#$# U(OY#(:V#(#$(#V##(:V(#$(#Y(:(##%#N7##$

方程 #N7#:$恰有两个正根"(:和(#%

令两式参数相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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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U !#(:V(#"(# U##!:V"#"$ !N7#O"

(:(## U !:V":"#!:V"#"% !N7#""

!!由方程 !N7#O"可得

(: U(#
!(#Y#"
!:Y#(#"

$ !>7#>"

(# U(#!#$"#"U #
:V"#^

#
:V"! "

#

#

Y O#
:V"7# $

#
O% !N7#;"

!!将 !N7#>"和 !N7#;"两式代入式 !N7#""$有

1!(#"U:V"::V"#
% !N7#!"

其中

1!(#"U(
O
#!(#Y#"
!:Y#(#"

$ !N7#%"

故

": U !:V"#"1!(#!#$"#""Y: !N7#J"

就是35的形式%

几何上$给定"#$":不能太大 !图N7" !*""或太小 !图N7" !Z""%由对称性$给定

":$对"#也有一样的要求%另$!$$$"不在5内$但点!"$:$"$#"a #_:
#
&#_:! "#

在5内%并

且$35在">度线上的点是 #
O_:

$#
O! "_: %35的形式大致如图N7>%

图!!"#

两个博弈参与者的最优反应函数DI$Ia:$#$定义在所有的非负数上%故!D:$D#"在

!":$"#"上$但不动点必须在5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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