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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本节内容

1 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基本概念

重复囚徒困境的例子

最优惩罚策略与均衡性质

2 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3 理论扩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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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基本概念

完美监督重复博弈 (repeated game with perfect monitoring)

首先考虑完美监督情形，非完美监督介绍见第 3节

给定一个策略形式博弈 Γ = (𝐼 , 𝐴, (𝑢𝑖)𝑖∈𝐼)，𝐼 为参与者集合

参与者 𝐼 每期都重复参与一次 Γ，𝑡 = 0, . . . , 𝑇，Γ称为阶段博弈 (stage game)

𝑇 < ∞：有限期重复博弈；𝑇 = ∞，无限期重复博弈
完美监督：任何参与者都可以在每期结束时观测到其对手的行动，即

𝑎𝑡 = (𝑎1𝑡 , . . . , 𝑎𝐼𝑡)，且所有行动的历史信息 (路径)也是完美的
与完美信息 (perfect information)不同；完美信息是指一个扩展形式博弈中，任意
信息集都是单点集，即任意信息集对应的决策者，都完全确定其对手在之前信息

集所选择的行动；见Myerson (1991, Ch. 4.7, p. 185), Kreps (1990, Ch. 12.3, p. 400)
特别的，同时行动 (simultaneous move)博弈，如前讲的 Cournot、Bertrand博
弈，不是完美信息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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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基本概念

重复博弈的策略

不同于单次博弈 (one-shot game)，对行动历史的完美信息为每一期的参与者做
出策略选择提供了额外的可能性

为明确起见，Γ中的策略集称为行动集 (action set)，𝐴 = 𝐴1 × · · · × 𝐴𝐼

重复博弈中，𝑡 = 0时的策略集 𝑆0 = 𝐴，策略组 𝑠0 = (𝑠10 , . . . , 𝑠𝐼0)对应的行动组
(action profile)为 𝑎0 = (𝑎10 , . . . , 𝑎𝐼0) = (𝑠10 , . . . , 𝑠𝐼0)
对 𝑡 ≥ 1，把过往行动组序列称为 𝑡 时的历史 (history)
ℎ𝑡 = (𝑎𝑡−1 , . . . , 𝑎0) ∈ 𝐴𝑡 ≡ 𝐴 × · · · × 𝐴︸       ︷︷       ︸

𝑡次

；补充定义 ℎ0 = ∅

𝑡 ≥ 1时的策略定义为映射 𝑠𝑡 = (𝑠1𝑡 , . . . , 𝑠𝐼𝑡) : 𝐴𝑡 → 𝐴，ℎ𝑡 ↦→ 𝑎𝑡 = 𝑠𝑡(ℎ𝑡)，其中
𝑎𝑖𝑡 = 𝑠𝑖𝑡(ℎ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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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基本概念

重复博弈的收益

给定所有参与者的策略组 𝑠 = (𝑠(1), . . . , 𝑠(𝐼))，其中 𝑠(𝑖) = (𝑠𝑖0 , 𝑠𝑖1 , . . . )
𝑠 确定了一条行动路径 (path)：ℎ∞ = (𝑎0 , 𝑎1 , . . . )
𝑡 期 𝑖的收益为 𝑢𝑖(𝑎𝑡)；ℎ∞确定了其收益的序列

本课程中总考虑折现重复博弈 (RG with discounting)：所有参与者有同样的折
现率 𝛿 ∈ [0, 1)，策略组 𝑠 决定了路径 ℎ∞，进而决定了 𝑖的折现收益

𝑉𝑖(𝑠) = (1 − 𝛿)
∞∑
𝑡=0

𝛿𝑡𝑢𝑖(𝑎𝑡).

另一种常见的情形为平均收益 (average payoff)：𝑉𝑠(𝑠) = lim𝑇→∞ 1
𝑇
∑𝑇

𝑡=1 𝑢𝑖(𝑎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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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基本概念

重复博弈的均衡

给定 Γ = (𝐼 , 𝐴, (𝑢𝑖)𝑖∈𝐼)，对应的折现重复博弈记为 Γ∞ = (𝐼 , 𝐴, (𝑢𝑖)𝑖∈𝐼 , 𝛿,∞)
记 𝑖 的策略集为 𝑆𝑖，𝑆 = 𝑆1 × · · · × 𝑆𝐼，则 Γ∞也可写作 (𝐼 , 𝑆, (𝑉𝑖)𝑖∈𝐼)
同样的 Nash均衡的定义也适用于 Γ∞；只是此时任何参与者的单方面偏离可以
有非常复杂的形式

𝑖可以在任意时点 𝑡 和任意历史 ℎ𝑡 下偏离均衡策略 𝑠𝑖𝑡(ℎ𝑡)
更一般的，我们希望重复博弈的均衡具有某种时间一致性：给定均衡策略 𝑠，

我们希望当重复博弈从 𝑡 期重新开始时，𝑠 还是均衡

这样的性质也可以大大简化对均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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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基本概念

子博弈完美均衡 (subgame-perfect equilibrium)

给定时间 𝑡 和历史 ℎ𝑡 = (𝑎𝑡−1 , . . . , 𝑎0)，则从 ℎ𝑡 往未来继续的博弈称为 Γ∞的子
博弈，记为 Γ∞ |ℎ𝑡
给定策略组 𝑠 = (𝑠(𝑖))𝑖∈𝐼，称 𝑠(𝑖)|ℎ𝑡 = (𝑠𝑖𝑡(ℎ𝑡), 𝑠𝑖𝑡+1(ℎ𝑡 , 𝑎𝑡), . . . )为参与者 𝑖的策
略在 ℎ𝑡 上的限制；并记为 𝑠 |ℎ𝑡 = (𝑠(𝑖)|ℎ𝑡)

注意，𝑎𝑡 = 𝑠𝑡(ℎ𝑡), 𝑎𝑡+1 = 𝑠𝑡(ℎ𝑡+1) = 𝑠𝑡(ℎ𝑡 , 𝑎𝑡), . . .
称 𝑠 为子博弈完美均衡 (SPE)，若对于任意的历史 ℎ𝑡，𝑠 |ℎ𝑡 是子博弈 Γ∞ |ℎ𝑡 的
Nash均衡

均衡内涵：沿着 𝑠 诱导的均衡路径 ℎ∞，任何时候任何参与者 𝑖都不想偏离其均

衡策略 𝑠(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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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基本概念

子博弈完美均衡 (SPE)的基本性质

为检验一个策略组 𝑠 是否是 SPE，只需要考察是否存在单次偏离 (one-shot
deviation)的可能性

给定参与者 𝑖的策略 𝑠(𝑖) = (𝑠𝑖𝑡)𝑡=0,...,∞，单次偏离是指如下形式的偏离：
𝑠(𝑖)|𝑡 𝑠 = ( . . . , 𝑠𝑖𝑡−1 , 𝑠 , 𝑠𝑖𝑡+1 , . . . )，其中 𝑠 : 𝐴𝑡 → 𝐴𝑖

在绝大部分应用中，我们甚至只需要考虑惩罚策略 (punishment strategy)，亦
称为触发策略 (trigger strategy)

惩罚策略的直观含义：所有参与者都尽可能合作共赢，若有人偏离合作共赢的

行动要求，以机会主义行径 (opportunistic behavior)短期获利，则所有其他参
与者都在未来竭尽所能惩罚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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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重复囚徒困境的例子

示例：重复囚徒困境博弈

阶段博弈为囚徒困境 (prisoner’s dilemma)

𝑃2

否认 招供

𝑃1
否认 5, 5 0, 10
招供 10, 0 2, 2

参与者折现率为 𝛿 ∈ [0, 1)
上述重复博弈的一个 SPE：所有参与者每期都选择阶段博弈 (静态) Nash均衡：
𝑠1𝑡(ℎ𝑡) = 𝑠2𝑡(ℎ𝑡) =招供

给定对手每期都招供，自己的最优选择也是每期招供，不存在单次偏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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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重复囚徒困境的例子

示例：重复囚徒困境博弈

重复的阶段博弈 Nash均衡显然不是这个重复博弈的“最优解”，直观来看，参
与者反复策略互动中，可以出现协调动机 (coordination incentive)

直观推理：如无意外，双方保持“合作”；如果有一方使诈/反水/背叛/掀桌子，
则未来永不合作——以礼还礼，以牙还牙

考虑如下惩罚策略：对任意 𝑡 和 𝜏 ≥ 0

𝑠𝑖𝑡+𝜏 =

否认, 若前一期对手也否认指控

永远招供, 若前一期对手招供

此处的“惩罚”体现在若上一期对方跳反，招供以谋求单期更高收益，则从当

期开始尽所有可能不让对方好过

自损一千，也要商敌一千：核心在于“有仇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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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重复囚徒困境的例子

示例：重复囚徒困境博弈

惩罚策略有可能促使双方有效协调，选择“否认”

从时间 𝑡 开始，持续协调 (coordination)选择“否认”的折现收益为
𝑉 𝑐 = (1 − 𝛿)∑𝜏≥0 𝛿

𝜏5 = 5

时间 𝑡 选择单次偏离 (deviation)，得到收益为 10，后续被对手惩罚，收益永远
为 2，故总折现收益为 𝑉𝑑 = (1 − 𝛿)10 + (1 − 𝛿)∑𝜏≥1 𝛿

𝜏2 = (1 − 𝛿)10 + 2𝛿

𝑉 𝑐 ≥ 𝑉𝑑 的条件为

5 ≥ (1 − 𝛿)10 + 2𝛿 ⇔⇔ 8𝛿 ≥ 5 ⇔ 𝛿 ≥ 𝛿 ≡ 5
8

当 𝛿 < 𝛿时，“永远招供”的惩罚策略，无法支持参与者一直选择“否认”，惩

罚不够大，策略协调失败；也可理解为协调的折现收益不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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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最优惩罚策略与均衡性质

均衡策略与均衡路径

SPE指定了任意历史 ℎ𝑡 下，在 𝑡 期所有参与者根据 SPE均衡策略 (equilibrium
strategy) 𝑠𝑡(·)应当选择的均衡——“最优”——行动 𝑎𝑡 = 𝑠𝑡(ℎ𝑡)
𝑡 期均衡行动 𝑎𝑡 与历史 ℎ𝑡 又构成了 𝑡 + 1期的历史 ℎ𝑡+1 = (𝑎𝑡 , ℎ𝑡)
从起点 ℎ0出发，均衡策略 𝑠 = (𝑠𝑖0 , 𝑠𝑖1 , . . . )𝑖∈𝐼 诱导了一条均衡路径
(equilibrium path) 𝑎 = (𝑎0 , 𝑎1 , . . .)，又称为均衡结果 (equilibrium outcome)
重复博弈中，均衡策略的本质，是通过对均衡外路径 (off the equilibrium path)
上的策略选择，制造足够的反事实威胁/威慑 (counterfactual
threat/deterrence)，迫使对手留在均衡路径上

这是所有扩展形式博弈的共同特征：均衡结果主要取决于均衡外路径上的策略选

择，这也是所有威慑理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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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最优惩罚策略与均衡性质

无威慑，无合作，无共赢

以德报德，以怨报怨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宪问》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老子》第六十三章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兵法·谋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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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最优惩罚策略与均衡性质

最优惩罚策略

在囚徒困境的例子中，博弈中的最优惩罚策略，就是无论对手选择什么行动，

自己都选择招供；这一选择能保证对手实现最低收益，受到最大伤害

对于一般的阶段博弈 Γ = (𝐼 , 𝑆, (𝑢𝑖)𝑖∈𝐼)，参与者 𝑖 ∈ 𝐼 的对手

−𝑖 = {1, . . . , 𝑖 − 1, 𝑖 + 1, . . . , 𝐼}联合起来，能对 𝑖带来的最大伤害为

𝑢 𝑖 ≡= 𝑢𝑖
(
𝑎 𝑖 , 𝑎−𝑖

)
= min

𝑎−𝑖∈𝐴−𝑖
max
𝑎𝑖∈𝐴𝑖

𝑢𝑖(𝑎𝑖 , 𝑎−𝑖)

其中 𝑢 𝑖 称为 𝑖的minmax收益 (或minimax收益)，相应的策略选择 (𝑎 𝑖 , 𝑎−𝑖)，
称为minmax策略

给定 𝑡 时历史 ℎ𝑡，针对 𝑖的minmax策略为映射 𝑠𝑖(ℎ𝑡) = 𝑎 𝑖 , 𝑠−𝑖(ℎ𝑡) = 𝑎−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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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最优惩罚策略与均衡性质

最优惩罚策略

最优惩罚策略：一旦发现 𝑖 上期偏离均衡路径，对手 −𝑖 当期开始永远采取
minmax策略，对 𝑖施加最大伤害，此时 𝑖 的折现收益等于

𝑉 𝑖 = (1 − 𝛿)
∞∑
𝜏=0

𝛿𝜏𝑢 𝑖 = 𝑢 𝑖

注意，在完美监督重复博弈中，所有参与者历史行动都是公开信息 (public
information)，故任何偏离都可以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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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最优惩罚策略与均衡性质

无名氏 (folklore)定理

对于重复博弈 Γ∞，定义阶段博弈 Γ中参与者 𝐼 = {1, . . . , 𝐼}的可行收益
(feasible payoff)集合 U：

U = {(𝑥1 , . . . , 𝑥𝐼) ∈ R𝐼 : ∃𝑎 = (𝑎1 , . . . , 𝑎𝐼) ∈ 𝐴 s.t. 𝑥𝑖 = 𝑢𝑖(𝑎),∀𝑖 ∈ 𝐼}

由 𝑉𝑖 = (1 − 𝛿)∑∞
𝑡=0 𝛿

𝑡𝑢𝑖 = 𝑢𝑖 可知，可行折现价值 (feasible discounted value)
集合 V = U，其中 U表示 U的凸包 (convex hull)

再定义满足minmax约束的可行折现价值集合 V∗

V∗ = {(𝑦1 , . . . , 𝑦𝐼) ∈ V : 𝑦𝑖 ≥ 𝑢 𝑖 ,∀𝑖 ∈ 𝐼}

minmax约束代表了每个博弈参与者的个人理性/参与 (individual
rationality/participation)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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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最优惩罚策略与均衡性质

无名氏 (folklore)定理

定理 1 (Folklore Theorem)
对重复博弈 Γ∞ = (𝐼 , 𝐴, (𝑢𝑖)𝑖∈𝐼 , 𝛿,∞)，若 V∗的内点集 (内部)非空，则对任意
(𝑉1 , . . . , 𝑉𝐼) ∈ V∗，存在 𝛿 ∈ (0, 1)，使得当 𝛿 ∈ (𝛿, 1)时，存在子博弈完美均衡 (SPE)
使得对任意参与者 𝑖 ∈ 𝐼，其均衡路径上的折现收益等于 𝑉𝑖

证明.
请见 Fudenberg and Maskin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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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最优惩罚策略与均衡性质

无名氏 (folklore)定理

Folklore意为民歌、民间传说，博弈论学界很早就意识到 Folklore Theorem的
成立，有很多口头讨论、传播，但没有正式陈述与发表，也没有人宣称他/她最
早发现并证明了这个定理

该定理的含义可理解为：阶段博弈中任何可以通过行动协调实现的收益，在折

现因子足够接近 1，即折现率 (𝑟 = 1/𝛿 − 1)接近 0时，都可以通过重复博弈的
子博弈完美均衡及相应策略得以实现

动态策略互动，可以促成策略合作，协调参与者策略，实现 Pareto占优结果
当 𝑉 = (𝑉1 , . . . , 𝑉𝐼) ∈ V∗ 且 𝑉𝑖 > 𝑢 𝑖 ,∀𝑖 ∈ 𝐼 时，折现收益组合 𝑉 严格 Pareto优于
𝑉 = (𝑉1 , . . . , 𝑉 𝐼)，所有参与者得到收益提升
更重要的是，V∗往往存在收益 (及相应行动)组合 𝑉 = (𝑉𝑖)𝑖∈𝐼 ∈ V∗，使得 𝑉𝑖 严格

大于阶段博弈Nash均衡中每个 𝑖的收益 𝑉NE
𝑖 ，即相对Nash均衡，重复博弈也可

实现福利改进，原因就在于惩罚策略能克服策略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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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本节内容

1 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2 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隐性合谋

寡头价格竞争

寡头产量竞争

3 理论扩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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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隐性合谋

重复博弈 SPE的问题
无名氏定理说明，重复博弈的 SPE数目可能非常多

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均衡多重性称为不定性 (indeterminacy)，重复博弈 SPE具有
严重的不定性

在众多 SPE中，缺乏明显的焦点 (focal point)均衡，参与者未必能有效协调各
自的策略选择

Nash均衡的本质是各个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的策略预期，如果只有一个备选均
衡，那么策略预期很容易聚焦，从而实现策略协调；如果有多个均衡，则可能存

在 𝑖选择了均衡 A中的策略，而 𝑗却选择了均衡 B中的策略

不过在寡头竞争的博弈中，有一个备选均衡，容易成为焦点均衡，即所有参与

者合谋 (collude)以实现行业总体的垄断利润，此时称为合谋 (collusion)均衡
无论各个寡头厂商如何分配利润，行业能实现垄断利润，总是一个占优

(dominating)选项

刘岩·武大金融 第 7讲：重复博弈 第 21 / 36页



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隐性合谋

隐性合谋

寡头合谋以实现垄断利润，是现代各国反垄断法律与规制的主要查处对象，因

此，任何直接的合谋协议，都不是寡头厂商的可行选项

寡头厂商可以选择隐性合谋 (tacit collusion)，以此规避反垄断监管与惩罚

静态单期寡头竞争下，Nash均衡无法支撑隐性合谋的均衡结果
重复博弈下，隐性合谋是可能的

具体依赖于行业条件、厂商折现率等参数

重复博弈下，若隐性合谋均衡是可能，则该均衡容易成为聚焦点，参与者有动

力协调策略选择，以实现这一最优 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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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寡头价格竞争

寡头价格竞争重复博弈

单期 (阶段)博弈设定

𝑁 个厂商生产同一个产品，单位成本均为 𝑐 ≥ 0，市场需求函数为
𝐷(𝑝) = 𝐴 − 𝑝，𝐴 > 𝑐，𝑝为商品成交价

价格竞争：𝑁 个厂商出价为 𝑝𝑖 ,∀𝑖 ∈ 𝑁，成交价为最低价 𝑝 = min{𝑝1 , . . . , 𝑝𝑁 }，
出价最低厂商平分市场需求

𝑦𝑖 =


1

#{ 𝑗∈𝑁 :𝑝 𝑗=𝑝}𝐷(𝑝), 若 𝑝𝑖 = 𝑝

0, 若 𝑝𝑖 > 𝑝

单期博弈的 Nash均衡：𝑝𝑒𝑖 = 𝑐,∀𝑖 ∈ 𝑁，𝑦𝑒𝑖 = (𝐴 − 𝑐)/𝑁，𝜋𝑒
𝑖 = 0

此时行业总产出为 𝑦𝑒 = 𝐴 − 𝑐，行业利润 𝜋𝑒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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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寡头价格竞争

寡头价格竞争重复博弈

单期行业垄断结果

行业利润函数 𝜋(𝑝) = (𝑝 − 𝑐)𝐷(𝑝) = (𝑝 − 𝑐)(𝐴 − 𝑝)
求解垄断利润max𝑝 𝜋(𝑝)，可得垄断价格 𝑝𝑚 = (𝐴 + 𝑐)/2 > 𝑐 = 𝑝𝑒，垄断利润

𝜋𝑚 = 𝜋(𝑝𝑚) = (𝐴 − 𝑐)2/4 > 0 = 𝜋𝑒

垄断产出 𝑦𝑚 = 𝐷(𝑝𝑚) = (𝐴 − 𝑐)/2 < 𝐴 − 𝑐 = 𝑦𝑒

单个厂商平分产出与利润：𝑝𝑚𝑖 = 𝑝𝑚，𝑦𝑚𝑖 = 𝑦𝑚/𝑁，𝜋𝑚
𝑖 = 𝜋𝑚/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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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寡头价格竞争

寡头价格竞争重复博弈

重复博弈：厂商共同折现率为 𝛿 ∈ (0, 1)
每期开始时，所有厂商同时出价 𝒑𝑡 = (𝑝1𝑡 , . . . , 𝑝𝑁𝑡)
重复博弈中，𝑡 时的历史可表示为 ℎ𝑡 = (𝒑𝑡−1 , . . . , 𝒑0)，所有厂商都知晓 ℎ𝑡

考虑 (对称)惩罚策略 𝑃𝑖𝑡(ℎ𝑡)：

𝑃𝑖𝑡(ℎ𝑡) =

𝑝𝑚 , 若 𝑝 𝑗𝑡−1 = 𝑝𝑚 ,∀𝑗 ∈ 𝑁

𝑝𝑒 , 若 𝑝 𝑗𝑡−1 < 𝑝𝑚 , ∃𝑗 ∈ 𝑁

若上期无人偏离垄断定价，则本期继续垄断定价；若上期有人偏离垄断定价，

则本期开始永远选择单期 Nash均衡定价 𝑝𝑒 = 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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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寡头价格竞争

寡头价格竞争重复博弈

若 𝑖每期按照 𝑝𝑚 出价，则与其他厂商分享垄断利润，在任意时期 𝑡 开始，其折

现价值为

𝑉𝑚
𝑖 = (1 − 𝛿)

∞∑
𝜏=0

𝛿𝜏
𝜋𝑚

𝑁
=

𝜋𝑚

𝑁

若 𝑖 在 𝑡 偏离，选择杀价 𝑝𝑚 − 𝜖，则从 𝑡 + 1起所有对手 −𝑖选择最优惩罚策略
𝑝−𝑖𝑡+𝜏 = 𝑝𝑒，使得每期利润为 𝜋𝑒 = 0，故 𝑖 偏离后的折现收益为 (𝜖 → 0)

𝑉𝑑
𝑖 = (1 − 𝛿)𝜋𝑚

故当 𝑉𝑚
𝑖 ≥ 𝑉𝑑

𝑖 ⇔ 𝜋𝑚/𝑁 ≥ (1 − 𝛿)𝜋𝑚 ⇔ 𝛿 ≥ 𝛿 ≡ 1 − 1
𝑁 时，没有厂商有动力偏

离垄断定价

此时均衡结果：各厂商每期都选择垄断价格 𝑝𝑚，平分垄断利润，形成隐性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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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寡头价格竞争

惩罚强度的意义

前例的均衡策略中，偏离合谋的惩罚为转回阶段博弈的 Nash均衡

给定同质产品价格竞争的设定，阶段博弈 Nash均衡本身意味着 𝜋𝑒 = 0，这正
好也是任意的偏离方 𝑖的minmax收益

Nash均衡收益，通常大于minmax收益，这会导致合谋更难出现

延续前例，但假设阶段博弈Nash均衡的收益 0 < 𝜋𝑒 < 𝜋𝑚，则单方偏离后续的

路径中，预期的未来收益折现为 (1 − 𝛿)∑𝜏≥1 𝛿
𝜏𝜋𝑒 = 𝛿𝜋𝑒，则偏离的总收益为

𝑉𝑑
𝑖 = (1 − 𝛿)𝜋 + 𝛿𝜋𝑒

此时 𝑉𝑚
𝑖 ≥ 𝑉𝑑

𝑖 ⇔ 1/𝑁 ≥ 1 − 𝛿 + 𝛿𝜋𝑒/𝜋𝑚 ⇔ 𝛿 ≥ 𝛿 ≡ (1 − 1/𝑁)/(1 − 𝜋𝑒/𝜋𝑚)
此时，若 𝜋𝑒 ≥ 𝜋𝑚/𝑁，则 𝛿 ≥ 1，故不存在 𝛿 < 1使得重复博弈中存在合谋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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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寡头产量竞争

寡头产量竞争下的惩罚策略

单期阶段博弈

考虑 Cournot产量竞争作为阶段博弈，需求与生产函数与前例相同

𝑁 个企业同时选择各自的产量 𝑦𝑖 ≥ 0,∀𝑖 ∈ 𝑁，总产量为 𝑦 = 𝑦1 + · · · + 𝑦𝑁，价

格为 𝑝 = 𝐴 − 𝑦

企业 𝑖 的利润为 𝜋𝑖(𝑦𝑖 , 𝑦−𝑖) = (𝐴 − 𝑦𝑖 − 𝑦−𝑖 − 𝑐)𝑦𝑖，其中 𝑦−𝑖 =
∑

𝑗≠𝑖 𝑦 𝑗，即对手

产量总和

企业 𝑖 的最优选择为 𝑦𝑖 = (𝐴 − 𝑦−𝑖 − 𝑐)/2 ⇔ 𝑦𝑖 + 𝑦 = 𝐴 − 𝑐，由此可得

𝑦𝑒𝑖 = (𝐴 − 𝑐)/(𝑁 + 1)，𝑦𝑒 = 𝑁(𝐴 − 𝑐)/(𝑁 + 1)，𝑝𝑒 = (𝐴 + 𝑁𝑐)/(𝑁 + 1)，
𝜋𝑒
𝑖 = (𝐴 − 𝑐)2/(𝑁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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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寡头产量竞争

寡头产量竞争下的惩罚策略：Cournot惩罚

若以阶段博弈 Nash均衡，作为惩罚策略中对偏离合谋路径的惩罚，则惩罚强
度有限

先计算 𝑡 时刻厂商 𝑖偏离合谋产量 𝑦𝑚𝑖 的最优选择：此时 −𝑖都选择
𝑦𝑚𝑖 = 𝑦𝑚/𝑁 = (𝐴 − 𝑐)/(2𝑁)，则 𝑖 最大化利润函数的产量选择为

(𝐴 − 𝑐 − 𝑦𝑖 − (𝑁 − 1)(𝐴 − 𝑐)/(2𝑁))𝑦𝑖 ⇒ 𝑦𝑑𝑖 = 𝑁+1
4𝑁 (𝐴 − 𝑐) > 1

2𝑁 (𝐴 − 𝑐) = 𝑦𝑚𝑖

此时的单期偏离利润为 𝜋𝑑
𝑖 =

(𝑁+1)2
16𝑁2 (𝐴 − 𝑐)2

相应的，偏离合谋带来的总折现收益为

𝑉𝑑
𝑖 = (1 − 𝛿)𝜋𝑑

𝑖 + (1 − 𝛿)
∑
𝜏≥1

𝛿𝜏𝜋𝑒
𝑖 = (1 − 𝛿) (𝑁 + 1)2

16𝑁2 (𝐴 − 𝑐)2 + 𝛿
1

(𝑁 + 1)2 (𝐴 − 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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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寡头产量竞争

寡头产量竞争下的惩罚策略：Cournot惩罚

相比之下，合谋给 𝑖带来的垄断收益为 𝑉𝑚
𝑖 = 𝜋𝑚

𝑖 = (𝐴 − 𝑐)2/(4𝑁)
故 𝑉𝑚

𝑖 ≥ 𝑉𝑑
𝑖 的条件为

(𝐴 − 𝑐)2
4𝑁 ≥ (1 − 𝛿) (𝑁 + 1)2

16𝑁2 (𝐴 − 𝑐)2 + 𝛿
1

(𝑁 + 1)2 (𝐴 − 𝑐)2

⇔ 𝛿 ≥ 𝛿𝑒 ≡
(𝑁+1)2
16𝑁2 − 1

4𝑁
(𝑁+1)2
16𝑁2 − 1

(𝑁+1)2

由 (𝑁+1)2
16𝑁2 > 1

4𝑁 > 1
(𝑁+1)2 ,∀𝑁 > 1可知 𝛿𝑒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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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寡头产量竞争

寡头产量竞争下的惩罚策略：最优惩罚

阶段博弈 Cournot均衡作为惩罚，不是最优惩罚

容易计算，厂商 𝑖的单期minmax收益 𝜋𝑖 = 0：

𝜋𝑖 = min
𝑦−𝑖

max
𝑦𝑖

(𝐴 − 𝑦𝑖 − 𝑦−𝑖 − 𝑐)𝑦𝑖 = 0, 给定 𝑦−𝑖 = 𝐴 − 𝑐

在此最优惩罚之下，偏离合谋带来的总折现收益为

�̃�𝑑
𝑖 = (1 − 𝛿)𝜋𝑑

𝑖 = (1 − 𝛿) (𝑁 + 1)2
16𝑁2 (𝐴 − 𝑐)2

故 𝑉𝑚
𝑖 ≥ �̃�𝑑

𝑖 的条件弱化为 𝛿 ≥ 𝛿𝑜 ≡ 1 − 4𝑁
(𝑁+1)2

可验证，𝛿𝑒 > 𝛿𝑜 ,∀𝑁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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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扩展概要

本节内容

1 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

基本概念

重复囚徒困境的例子

最优惩罚策略与均衡性质

2 最优 SPE：寡头竞争隐性合谋
隐性合谋

寡头价格竞争

寡头产量竞争

3 理论扩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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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扩展概要

重复博弈的理论扩展

隐性合谋理论的起始：Friedman (1971)
早期称作超博弈 (supergame)，而不是重复博弈

重复博弈理论在 80年代出现一个发展高潮，奠定了动态条件下策略互动的诸多
理论框架

折现重复博弈的基础理论，特别是最优惩罚策略的简单结构：Abreu (1986, 1988)
利用动态规划思想对重复博弈均衡结构的刻画 (许诺价值法, promised value
approach)：Abreu et al. (1986, 1990)
上述一般方法同样使得分析动态最优政策问题成为可能：重复 Stackelberg政策博
弈，见 Chari and Kehoe (1990), Stokey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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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扩展概要

重复博弈的理论扩展

在重复博弈中引入非完美监督

需求冲击造成的价格不确定性，引起周期性价格战：Porter (1983), Green and
Porter (1984)
价格战本身在均衡路径上发生，并不仅是均衡路径外的威胁；“以怨报怨”是可能

实际发生的

成本冲击：Athey and Bagwell (2001), Athey et al. (2004), Athey and Bagwell
(2008)

完美监督情形下引入随机冲击，策略选择具有状态依赖性

需求冲击引起竞争强度的周期性变化：Rotemberg and Saloner (1986), Kandori
(1991), Bagwell and Staiger (1997)
利率冲击：Bó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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