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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互通与用户归属行为的
平台定价与福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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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在互联网即时聊天平台市场中,平台之间不能互联的问题导致越来越多的用户同时加入多个竞争

平台,即多归属, 以提高使用的便利性。但这种多归属给用户带来不便。针对此问题, 本文分别从平台无

互联与用户单归属、平台无互联与用户多归属和平台互联三个方面探讨了平台互联互通与用户归属行为

对平台企业的定价、利润与社会福利等问题的影响,并对相关现象进行了解释。本研究认为, 在依靠市场

力量难以推动互联网即时聊天平台间实现互联的情况下, 应通过政府干预来推动平台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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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网络经济与信息经济的不断发展, 具有网
络外部性特征的产业不断出现,其中,互联网即时聊

天( instant messag ing , IM )平台是具有这种特征的

典型代表,其网络外部性体现在加入该平台的用户

的价值取决于已经加入到该平台的用户数, 即加入

平台的用户数越多, 用户从中得到的价值也就越大。

互联网即时聊天平台是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动中

的一个亮点。目前, 我国主流的 IM 平台有腾讯

QQ、微软 MSN 以及中国移动飞信等等。2010 年 3

月 5日,腾讯 QQ同时在线用户突破 1亿,且其全球

注册人数也达到 10 亿。这意味着互联网 IM 平台

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

实际使用中, 不同 IM 平台之间是不能进行互联互

通的,如 QQ 用户是无法与移动飞信、MSN 等用户

进行直接沟通的。为了和使用不同的 IM 平台的用

户进行沟通,相当多的用户在计算机上安装多种 IM

软件,这导致了我国 IM 用户普遍存在多归属的现

象。如果这些平台能实现互联互通将会对用户、企

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用户的归属行为与平台的

互联互通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以及如何才能实现平

台的互联互通等问题成为政府、企业以及用户关注

的焦点。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也是本文研究的主

要内容。

国内外对于平台的互联互通与用户归属行为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只从单

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而少有学者将两方面结

合起来对相 关问题进行研 究。Doganog lu 和

Wright [ 1]研究了双边平台中用户多归属和平台兼容

的关系,结果发现,当竞争企业对称并且在用户多归

属的情况下,只要企业兼容的固定成本不是特别高,

企业具有很高的相互兼容的倾向, 而用户多归属严

重地削弱了平台兼容的意向。竞争平台互联能够有

效的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 既然平台缺乏自发

互联的内在动力, 那么在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出台

相关的政策促进双边平台的互联互通。胥莉[ 2] 通过

对银行卡平台的兼容性和互联互通对于平台定价、

利润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

本文将借鉴学者们的研究,针对互联网即时聊天平

台,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

1 � 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1� 1 � 模型假设
本文根据研究内容, 结合互联网 IM 平台的特

点,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存在两个对称的平台 ( i = 1, 2) 位于线

段的两端,如图 1所示。所有用户可自由选择加入

平台 1 或平台 2, 或者同时加入两个平台, 即多归

属。用户在[ 0, 1]上均匀分布,总数为 1。

图 1 � 双边平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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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 由于平台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因此用户

每参与一次交易,由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收益大小

为 bn,其中 b表示网络外部性参数, n表示加入该平

台的用户数。

假设 3: 假设存在两种类型的用户, 他们对网络

带来的效用具有不同的评价, 对网络效用评价较高

的用户称为高端用户, 评价较低的用户称为低端用

户。以 IM 平台为例,高端用户具有较高的时间价

值以及追求更高的网络外部性, 若平台之间不能实

现兼容,那么他们将选择同时注册多个聊天平台, 而

低端用户则很少存在此种情况。高端用户的网络外

部性参数为 bH , 人数为 �, 低端用户的网络外部性

参数为 bL ,人数为 1- �,且 bH > bL , 0 < �< 1,用 �

表示网络外部性参数的平均值,则 �= �bH + (1 -

�) bL ,并用 s i 表示加入平台 i 的高端用户的比例, ni

表示加入平台 i 的低端客户的比例。

假设 4: 用户加入任一平台所获得的固定效用

为 v 0。同时, 假设 v 0 足够大,这样每个用户都将选择

至少加入一个平台, 但 v 0 不会随着用户加入平台数

的增加而增加; 平台向用户提供一次服务的固定成

本为 f。

假设 5: 存在运输成本 T i ( x ) ,使得位于 x 处的

用户到各个平台的运输成本为: T i ( x ) = tx ( 2- i)

+ t (1- x ) ( i - 1) ( i = 1, 2)。

其中, t为运输成本参数, 在本文中, 我们将其

理解为平台之间的差异化程度。

1� 2 � 模型建立
为保证两个平台企业均有用户加入,我们假设

运输成本参数 t大于网络外部性参数�,即 t > �, 否

则将会出现某一平台垄断市场的局面。由 bH > bL ,

可得到 t > bL > (1 - �) bL。

根据以上的假设,位于 x 处的 b 类型的用户只

加入某一平台 i 所获得的净效用为:

Ui = ( x , b, N i ) = v 0 - p i - T i ( x ) + bN i ( i =

1, 2)。

若该用户同时加入两个平台, 即用户多归属时,

所获得的净效用为:

U = ( x , b, N ) = v 0 - p 1 - p 2 - T 1 ( x ) - T 2( x )

+ bN ( i = 1, 2)。

其中, N 代表加入平台用户的总人数, 根据假

设, N = N 1 + N 2 = 1,且有T 1( x ) + T 2 ( x ) = t。则

U = ( x , b, N ) = v 0 - p 1 - p 2 - t+ b。

接下来, 我们将从以下 3 个方面对相关问题展

开讨论。

1� 2� 1 � 平台无互联与用户单归属
用户单归属是指用户仅仅在一个平台上注册并

交易。在此,我们假设所有用户只能在一台计算机

上注册加入一个 IM 平台。根据假设, 可以得到加

入平台 i ( i = 1, 2) 的用户数为N i = �s i+ (1- �) ni ,

则位于 x 处的用户在以下情况下的效用为:

 单归属平台 1时, U 1( x , b, N 1 ) = v 0 - p 1 -

tx + b(�s1 + (1 - �) n1) ;

! 单归属平台 2时, U 2( x , b, N 2 ) = v 0 - p 2 -

tx + b(�s2 + (1 - �) n2)。

由 s2 = 1- s1 , n2 = 1- n1 , 若加入平台 1或平

台 2对于用户来说无差异,即高端用户和低端用户

均认为加入平台 1与加入平台 2无差异, 则有:

U 1( s1 , bH , N 1) = U 2( s2 , bH , N 2 ) ; ( 1)

U 1( n1 , bL , N 1) = U 2( n2 , bL , N 2 )。 ( 2)

由式( 1)和式( 2)解得:

s1 =
1
2
+
p 2 - p 1
2t

+
bH ( p 2 - p 1)
2t( t - �)

,

n1 =
1
2
+
p 2 - p 1
2t

+
bL ( p 2 - p 1)
2t( t- �)

。

又由 �= �bH + ( 1- �) bL , N 1 = �s 1+ (1- �) n1 ,

解得:

N 2 =
1
2
+

p 2 - p 1
2( t - �)

。

此时平台企业的利润为:

 i = ( p i - f ) N i ( i = 1, 2)。

则将 N 1、N 2 分别代入式( 3) , 并分别求出
� 1
�p 1

和
� 2
�p 2 , 解得市场均衡价格:

p
*
N = p

*
1 = p

*
2 = f + t - �。 ( 4)

从式( 4)可以看到, 平台的网络外部性越大, 平

台的定价越低,越能吸引更多用户加入。

企业的均衡利润为:

 
*
N =  

*
1 =  

*
2 =

t
2
-
�
2
。

社会福利为:

W
*
N = U1 ( s1 , bH , N 1 )�s1 + U1 ( n1 , bL , N 1 ) (1 -

�) n1 ) + U 2( s2 , bH , N 2) �s 2 + U2( n2 , bL , N 2) (1 -

�) n2 ) +  
*
1 +  

*
2 。

求得:

W
*
N = v 0 - f -

1
2
t +

1
2
�。

1� 2� 2 � 平台无互联与用户多归属
多归属是指用户同时在多个平台上注册并进行

交易。本文假定用户可同时加入两个平台,在这种

情况下,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假设所有低端用户单归

属,所有高端用户多归属。则有 si = 1, N i = �+ (1

- �) ni ( i = 1, 2) ,位于 x 处的用户在以下情况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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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

 单归属平台 1时, U1( x , b, N 1) = v 0 - p 1 -

tx + b[ �+ (1 - �) n1 ]。

!单归属平台 2时, U2( x , b, N 2) = v 0 - p 2 -

t(1 - x ) + b[�+ (1 - �) (1- n1 ) ]。

∀多归属时, U = ( x , b, N ) = v 0 - p 1 - p 2 - t

+ b。

同样,由 U 1( n1 , bL , N 1 ) = U 2( n2 , bL , N 2) 解得

n1 = 1/ 2+ ( p 2 - p 1) / 2[ t- (1- �) bL ] , 平台企业的

利润  i = ( p i - f ) [�+ (1 - �) n i ]。

根据前面解法,解得 P
*
M = P

*
1 = P

*
2 = f + (1+

�) [ t- (1- �) bL ] / (1- �) ,企业的均衡利润  
*
M =  

*
1

=  *2 = (1 + �) 2 [ t/ ( 1- �) - bL ) / 2,社会福利 W
*
M

= v 0 + �b H - ( 1+ �) f - ( 3/ 2+ 4�+ 5�
2
/ 2) bL - ( �

+ 1) t/ 2。

1� 2� 3 � 平台互联
假设平台实行互联的成本为 F , 当平台实行互

联时,位于 x 处的用户在以下情况的效用为:

 单归属平台 1时, U1( x , b, N 1) = v 0 - p 1 -

tx + b。

! 单归属平台 2时, U 2( x , b, N 2 ) = v 0 - p 2 -

t(1- x ) + b。

∀ 多归属时, U( x , b, N ) = v 0- p 1 - p 2 - t+ b。

� � 比较以上 3种情况下的用户的效用函数可知,

由于平台互联,多归属的用户不会获得额外的网络

外部性收益,反而会承担额外的成本,从而导致多归

属时的效用反而低于单归属时的效用。因此,在平

台实现互联互通的情况下,理性的用户会选择单归

属。

此时,平台企业的效用  i = ( p i - f ) [�s i+ (1-

�) n i ] - F。根据前面的解法,解得 s1 = n1 = 1/ 2 +

( p 2 - p 1 ) / 2t。由 n2 = s2 = 1- n1 ,此时的均衡价格

p
*
C = p

*
1 = p

*
2 = f + t ,企业的均衡利润  

*
C =  

*
1

=  *2 = t/ 2 - F ,社会福利 W
*
C = v 0 + �- f - t/ 2

- 2F。

2 � 结论分析

根据前文对模型的分析,我们得出表 1。

表 1� 3 种情况下平台企业的定价、利润与社会福利

分类 定价公司 企业利润 社会福利

平台无互联且

用户单归属
f + t - �

t

2
-

�
2

v 0 - f -
1
2
t+

1
2
�

平台无互联

用户多归属
f +

1+ �
1- �

[ t- ( 1- �) bL ]
( 1+ �) 2

2
(

t

1- �- bL )

v 0+ �bH - ( 1+ �) f - 3
2
+ 4�+ 5

2
�2 -

1
2
(�+ 1) t

平台互联 f + t
t

2
- F v 0 + �- f -

1
2
t - 2F

� � 比较以上 3种情况下企业的定价、利润与社会

福利,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对于企业来讲,平台之间的差异程度越高, 平

台的定价与利润就会越高。因此,平台企业可以通

过提高平台的差异化程度来增加利润, 这也是企业

要不断进行创新的原因所在。在平台无互联的情况

下,网络外部性越强,平台的定价和利润越低。而当

平台实行互联时,加入每个平台的用户所得到的网

络外部性都相同,此时网络外部性对平台的定价与

利润没有影响。

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 平台差异化程度的提高

将会降低社会福利。这是因为平台差异化程度的提

高剥夺了用户的消费者剩余, 从用户的收益函数可

以看出这一点。而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提高了社会福

利,这是因为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增加了用户的消费

者剩余。

2)当平台无互联的情况下, 用户多归属时企业

的定价与利润均高于用户只能单归属的定价与利

润。并且多归属的用户越多,均衡时的价格与厂商

的利润越高。但是因单归属用户的存在而产生的网

络外部生又会抑制价格的上升。由 p
*
M - p

*
N = f +

1 + �
1 - �

[ t - (1 - �) bL ] - f + t- �= (
1+ �
1- �

- 1) [ t -

(1- �) bL ] + �bH , 由前面的假设及分析可知, t > bL

> (1- �) bL ,因此有 p
*
M - p

*
N > 0,同样可得到 

*
M -

 *N > 0。

企业利用高端消费者同时选择两个平台的需求

向该消费者索取较高的价格, 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但是,低端消费者的存在又会抑制该价格的上升。

因为企业发现偏离高价策略,使价格低于对手, 不但

可以使得部分多归属的高端用户放弃选择注册竞争

对手的平台,而且高端用户的加入会增加低端用户

的网络效用, 从而吸引更多的低端用户。用户多归

属行为的存在使得两家企业不得不权衡向高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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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高价产生的收益和降价争夺低端消费者所带来

的收益。

3)当用户只能单归属时, 若平台互联成本满足

F < �/ 2时, 企业将有动机实行平台互联互通,而当

互联成本 F < �/ 4时, 社会规制者将有动机促进平

台互联。

在用户单归属时, 若有  
*
C >  

*
N , 企业将从平

台互联中获得更多的利润。此时有 F < �/ 2, 即若

平台互联的成本小于企业因网络外部性而得到的损

失的一半时,企业将有动机实行平台互联。而对于

社会规制者,即政府部门来说,社会福利最大化是其

追求的目标,若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部分福利能够

弥补平台互联的成本时, 社会规制者将有动机促成

企业实现平台互联。

4)用户多归属降低了平台企业实行互联的动

机。

用户多归属使得各个企业的用户数有所增加

(本文假设高端客户全部多归属, 相比于单归属时,

两个企业都增加了另一企业的高端客户数) , 且利润

随之增加。而当平台实行互联互通时, 用户将不再

多归属(因为用户多归属不会增加其网络外部性收

益,反而会承担更多的成本)。因此,若多归属能增

加企业的利润, 则企业将没有动机实行平台互联。

这一结论与 Doganoglu 和 Wright
[ 1]
通过研究双边

平台中用户多归属和平台兼容的关系及胥莉 [ 2]研究

通过银行卡平台的兼容性和互联互通等问题得出的

结论相似。

而对于社会规制者政府来讲,当W
*
C > W

*
M 时,

政府将有动机促成平台互联。即 �+ �f - �bH +

(3/ 2 + 4�+ 5�2 / 2) bL + �t / 2 > F, 此时的情况与各

参数的大小有关。

根据以上的结论,结合我国目前的互联网个人

即时聊天市场的情况, 我们不难理解各个平台之间

为什么不能互联互通以及用户多归属现象的存在的

原因。但是,我们知道,平台的互联互通不仅可以减

少用户同时管理几个 IM 程序的麻烦, 而且也可以

降低系统资源的占用等等, 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便

利。因此,我们认为当互联成本在一定的范围内, 政

府规制者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来促进 IM 平台

的互联互通,以增加消费者的便利性,提高社会的福

利。

3 � 总结

平台企业的定价和社会福利分析一直是学者们

研究的重点,其影响因素很多,本文针对互联网即时

聊天平台市场,结合信息经济学与网络经济学的相

关理论知识,从平台互联与用户的归属行为等方面

建立了模型,重点对平台的差异化程度、网络外部性

等因素对各种情况下对定价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

时,本文的结论也给政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且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我们相信, IM 平台的互联互

通在一定的成本内是可以实现的, 而这些平台之间

是否愿意实现互联互通, 更多的是取决于企业的意

愿。但遗憾的是, 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 IM 平

台之间不愿意实现互联互通, 如腾讯 QQ 就曾经拒

绝过其他厂家提出的互联互通的要求。因此,在依

靠市场力量难以推动 IM 平台之间实现互联的情况

下,应该通过政府干预来推动互联互通,为用户创造

更加便利的条件[ 3] 。

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一些相关的假设, 而这些假

设不能完全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 对

于相关的问题, 仍有几个重要的方面值得探讨。本

文假设所有企业的定价方式一致, 且假设平台互联

情况下的跨平台交易与本平台的交易的价格一致,

而在现实生活中, 企业之间的定价方式往往存在着

差别;同时, 本文考虑的成本因素跟现实生活中有一

定的差距,在互联网即时聊天市场中,企业的成本最

主要的是固定成本, 用户每次交易所产生的成本是

相当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 最后, 本文的研究

是基于两个规模相当的企业,且从同时定价即从静

态博弈的角度进行的探讨,而未对企业之间的动态

博弈过程进行相关分析。因此, 在以后的研究中,可

以从以上几个因素对相关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

讨,希望得到更符合实际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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