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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外部性的理论渊源

Marshall是外部性问题的鼻祖，他

在 1890 年提出了“外部经济”这一概

念，其外部经济概念是指由于外在因素

如市场供求、技术进步等导致单个企业

的成本下降等。庇古则提出了“外部不

经济”概念，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

企业成本上升。网络外部性的突破性研

究是 1985年，Katz和 Shapiro发表的题

为《网络外部性、竞争与兼容性》的论

文。Katz 和 Shapiro （1985，1986） 的

研究侧重于供给方面，分析了供给方的

规 模 经 济 。 Farrdl 和 Saloner （1985，

1986）则集中于需求方面的研究，他们

提出了过大冲力和过大惰性的概念。

Choi（1994，1997）分别研究了在网络

外部性条件下产品的“有计划废止”

(planned obsolescence)问题和在向新的

不兼容技术转移过程中的（双向）转换

器提供问题。Takeyama （1994） 分析

了在存在网络外部性时知识产权非法复

制 的 福 利 意 义 。 KatZ 和 Shapiro

（1994）概述了网络效应对系统竞争的

影 响 ， 并 针 对 Liebowitz 和 Margolis

（1994）对网络外部性概念的质疑进行

解释。Bental和Spiegel （1995）探讨了

网络外部性对产品质量改进的影响。

二、网络外部性的含义和分类

（一）网络外部性的含义

网络外部性是外部性在网络经济中

的一个特例，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是指某

个市场主体，给其他市场主体带来了有

利或不利的影响，但却不会为此而遭受

损失或得到收益。外部性可分为正的外

部性和负的外部性，无论哪种外部性都

会带来市场失灵，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

网络外部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

解，主流的观点倾向从市场主体中的消

费者层面来认识。这种观点给出了一个

明确的定义：当一种产品对用户的价值

随着采用相同产品、兼容产品的用户或

互补产品数目增加而增大时，就出现了

网络外部性。也就是说，由于用户数量

的增加或互补产品数量增加时，原有的

用户免费得到了产品中所蕴涵的新增价

值而无需为这一部分的价值提供相应的

补偿。

（二）网络外部性的分类

网络外部性可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

的外部性。如随着手机新用户的加入，

原来在网内的老用户获得的价值增加

了，这是正的网络外部性。如果新用户

加入，导致网络出现了拥塞、掉线等现

象，就产生了负的网络外部性。不过由

于正的网络外部性要大于负的网络外部

性，因此，一般情况下，所说的网络外

部性都是正的。无论是正的还是负的，

都是从单个消费者和厂商的角度而言

的，从长远和整体看，对市场效率都会

产生破坏，造成次优技术占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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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的分类外，还可将网络外部性分为直接和间接

的网络外部性。直接的网络外部性是指一种商品对消费者的

价值取决于使用这种商品的消费者的数量。就是说，消费者

数量越多，商品的价值越大。这是因为这里不仅有商品的自

有价值还有因为网络规模的扩大而带来的协同价值。如果只

有一个人有电子邮箱，则这个电子邮箱的价值为零；但随着

电子邮箱使用者数目的增加，这个人电子邮箱的价值越来越

大，因为他可以给更多的人发邮件，也可以收到更多人的邮

件。而整个网络的整体价值和使用者人数的平方成正比。如

果网络中每个电子邮箱值 1美元，那么电子邮箱使用者数目

增加 5倍，网络的总价值会增加约 25倍；如果使用者数目增

加50倍，那么总价值会增加约2500倍，这是网络经济三大规

律之一的梅特卡夫法则。再比如，一个消费者从购买和使用

一部手机中所得到的效用和拥有手机的消费者的人数成正

比。可以设想，若全世界只有某一个人持有一部手机，那么

他从该手机所得到的效用将近似为零。

间接网络外部性与“硬件—软件模式”（Hardware-soft-

ware paradigm）相对应，是指随着购买和使用某产品的消费

者数量的增加，其互补产品的种类增多、供给量增加、价格

降低等对该产品消费者产生的正外部性。比如，PC机电脑软

件是PC机的互补产品，其种类和供给量与PC机的销售量显

然正相关，这样，即使购买PC机的消费者之间没有什么直接

的联系，但PC机销售量增加所促成的可供使用的电脑软件的

增多也会使得消费者获得额外的效用与收益。间接的网络外

部性是由互补产品引起的。如网络和网络上的网站，两者是

一种互补品，即只有同时使用才能给使用者带来效用。当互

联网用户数目增加时，网络价值增大，会有更多人到网上建

立新网站，使网站数量增加，质量提高，用户获得新价值

——协同价值，这就是间接的网络外部性。

三、网上银行的定价策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可以说是吸引客户的一个重要

手段。目前，在网络银行尚处于初始阶段的商业银行的网络

银行产品和服务大致有两种基本的定价策略。

（一）提供免费或带价格折扣的服务

在网络银行的发展初期提供免费服务或象征性地向交易

者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是一种不得已的定价策略。在这一阶

段，由于传统的银行产品和服务仍然占据着市场的主流，消

费者对于网络银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非常敏感。因此，许多

银行在现阶段并不对网络银行在短期内赢利抱有太高的期

望，而是更注重市场份额的开拓，培育消费市场。由于消费

者总是希望把钱存到高利率、低收费的银行，而网络银行又

具有低管理和运营成本的天然优势，这就为许多网络银行在

短期为客户提供免费或带价格折扣的服务，提供了一种必然

性和可能性。可以看到，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FNB）所提供

的服务许多都是免费的，而且还声称它的利率在美国银行界

是最高的。目前我国网络银行提供的服务基本上都属于传统

银行柜台服务在网上的延伸，此时向客户提供免费或带价格

折扣的服务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二）捆绑式定价策略

使用捆绑式定价策略的前提是，被捆绑在一起销售的产

品和服务，无论是将传统银行业务延伸到网上，还是在网上

制造的新的网络银行产品和服务，对于消费者来说，本质上

必须是互补品的关系而不能是替代品的关系。比如银行卡业

务也是传统商业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利用传统的银行卡支

付工具开展网上支付，同时并不向消费者额外增加新的收

费，甚至降低结算费用，就是一种捆绑式定价策略。再比如

为支持网上支付服务，许多网上支付解决方案都要求在消费

者终端上安装电子钱包软件，而这种电子钱包软件消费者一

般都可以免费下载。

四、网络外部性和网上银行的定价策略

（一）网络直接外部性与网上银行的低价或免费策略

网上银行提供的网上转账、网上购物等服务具有较强的

网络直接外部性，即客户对网络银行服务的效用评价会随着

用户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我们可建立如下模型。

U是客户 x的效用，n是网络中客户的人数，x是客户在

网上银行客户中的先后次序，对 n和 x标准化，x离 0越近，

表示客户越早成为网上银行的客户，p为网上银行服务的价

格。由于协调机构的存在，我们将整个银行业看成一个卡特

尔，因此，它试图实现垄断利润的最大化。

1．考虑网上银行外部性的情况下，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那么假设最后一位客户X加

入时，对其来说，加不加入都无差别，因此 0=n(1-x)-p；由

于X表示的是客户在网上银行客户中的先后次序，故网上银

行的客户数量是n=x，从而有 。对

网上银行来说，其利润最大化必定要满足客户的约束条

件 ： ， 问 题 简 化 为 ：

， 其 一 阶 和 二 阶 条 件 分 别 为

， 。显然，当 X=0 时，

即没有消费者成为网上银行用户时，银行利润为零；同样，

当X=1时，网上银行利润仍然为零；当X=2/3时，网上银行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此时价格为2/9。

2．不考虑网上银行外部性的情况下，消费者效用与客户

数无关，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u=1-x-p，最后一位客户 x加入

时，对其来说，加不加入都无差别，因此有 1-x=p。对网上

银行来说，其利润最大化必定要满足客户的约束条件:

问题简化为： ，其一阶和二阶条件分

别为 。显然，当 X=0 时，即没有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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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成为网上银行用户时，银行利润为零；同样，当 X=1

时，网上银行利润仍然为零；当X=1/2时，网上银行实现利

润的最大化，此时价格为1/4。

因此，不存在网络外部性的价格1/4大于存在网络外部性

的价格2/9，市场占有率则从1/2上升到2/3，这说明银行为实

现利润最大化应采取低价或带折扣的战略，以占领较大的市

场份额，这与实际情况相符。

（二）网络间接外部性和网上银行的捆绑定价销售策略

网上银行提供的银行卡和ATM、POS之间存在着互补关

系。POS或ATM数量增加，会提高银行卡的价值，因为客户

刷卡消费，存取现金更方便了；同样，当持有银行卡人数增

加时，POS 或 ATM 的使用频率会增加，相应提高了 POS 或

ATM的价值。以银行卡和ATM机为例，建立模型。

1．考虑网上银行外部性的情况。设银行卡和ATM机之

间存在一个最佳比率B，并且始终保持这一比率则客户的效

用函数在存在网络外部性情况下为：

U=DMAX（C,BA）

C代表银行卡的数量，A代表ATM机的数量，D反映由

于网络外部性带来效用增加比率，D>1，银行提供银行卡和

自动柜员机的总成本为C，C1、C2分别为银行卡和自动柜员

机的单位成本，则问题转化为：

MAXU=DMIN（C，BA），s.t.C=C1×C+C2×A

则U/D=C=BA，解得U=CD/（C1+C2/B）。

也可换个角度，建立如下模型：

MINC=C1×C+C2×A，s.t. U=DMIN（C，BA）

解得C=U×（C1+C2） /D

2．不考虑网上银行外部性的情况。客户的效用函数为：

U=MAX（C,BA）

C代表银行卡的数量，A代表ATM机的数量，银行提供

银行卡和自动柜员机的总成本为C，C1、C2分别为银行卡和

自动柜员机的单位成本，则问题转化为：

MAXU=MAX（C，BA），s.t.C=C1×C+C2×A

则U =C=BA，解得U=C/（C1+C2/B）。

也可换个角度，建立如下模型：

MINC=C1×C+C2×A，s.t. U=DMIN（C，BA）

解得C=U×（C1+C2）

可以看到，在成本相同时，考虑网络外部性，客户获得

的效用大于不考虑网络外部性时的效用。或者说实现同样的

效用，考虑网络外部性所需的成本比不考虑网络外部性的成

本要小。

因此，银行从提高客户效用或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会

尽可能多发银行卡，将银行卡和银行的其他一些业务绑定，

只要开户就免费或低价发放银行卡，这与实际是相符的。

五、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网络银行外部性的存在，银行的定价策

略发生了变化，传统经济时代“物以稀为贵”的理念，在网

络经济时代不再适用。银行为了在竞争中获胜，首要目标是

提高市场份额，拓展客户。只有市场份额增大了，网络外部

性带来的协同价值才会增加，当这一份额达到某一临界值

时，在网络外部性和供给方规模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就会产

生正反馈，这时银行提高服务价格，实现赢利，弥补初期实

施捆绑和低价策略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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