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润智·研究生论坛”第五十二期文献汇报笔记

“润智·研究生论坛”第五十二期由研究生孙琴汇报，汇报文献是经济学院

研究生导师推荐阅读文献。本期论坛有 8 名研究生参会，主要是来自于 2017 级

和 2018 级的研究生，杨以文老师受邀参会进行点评。

第一场文献汇报题目

《促销效果、最优促销安排及其福利效应》

报告人：孙琴（2017 级产业经济学专业）

主评论人：唐丹丹、常哲仁

点评嘉宾：杨以文

报告日期：2019 年 3 月 20 日

报告地点：敏行 108

一、研究背景

随着渠道终端竞争加剧，零售商店内普遍存在各种促销活动。作为一种重要

的信息沟通手段，这些促销活动增进了消费者理解，改变了消费者评价，提高了

销售业绩，改进了消费者福利，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促销成本。对于零售业这样

的“微利行业”，如何分摊促销成本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促销效果很

好即需求对促销敏感性很高的产品，零售商的促销意愿较强，因为相对较低的促

销投入就能大幅提升销售量。对于促销效果不太好即需求对促销敏感性不太高的

产品，其促销成本也相对较高，零售商的促销意愿较弱，因为促销这样的产品将

“得不偿失”，这时零售商可能向生产商索要某种额外的促销成本补偿(如通道

费)。只要批发价格高于边际生产成本，零售商促销就会导致生产商“免费搭车”，

所以生产商也愿意支付这笔费用。对于促销效果非常差的产品(比如具有一定技

术含量的新产品)，促销成本相对销售增量来说会非常大，以至于零售商促销索

要的通道费也非常高，生产商支付通道费还不如自己促销更加有利，这便可能出

现生产商促销、零售商支付促销补偿的现象。

本文将基于以上事实观测和直观判断，把促销效果作为关键性的解释变量，

在统一的模型框架中解释渠道内促销责任的最优安排，通道费(或促销补偿)的作

用以及由此导致的消费者福利变化。可能的贡献在于:从前研究把通道费界定为



信息传递机制，源于货架稀缺性，补偿货架成本，具有转移市场风险的作用等，

而本文基于促销作为零售服务抬高消费者评价的事实，把通道费界定为生产商对

零售商促销的补偿形式，并以促销效果为关键变量解释渠道最优的促销安排，以

及通道费作为促销补偿形式的可逆转性。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一）文献综述

根据现有文献研究，有几个问题需要在一致性的框架下给予进一步的解

释:(1)为什么在市场终端会出现生产商促销?(2)通道费是补偿促销成本而强化

促销激励，还是抬高批发价格弱化促销激励?(3)通道费将抬高零售价格还是降低

零售价格，抬高零售价格是否必然导致消费者福利损失?本文构建一个简单的博

弈模型，引入促销效果这一产品属性变量，讨论产品属性如何影响各种促销安排

下的均衡结果。通过比较这些结果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含义，特别是能够得出通

道费作为一种补偿机制的产生条件和适用范围。在本文模型中，对于渠道促销活

动的发生，通道费补偿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在促销效果很好的情

况下，既使没有通道费，零售商也会实施促销；在促销效果很差的情况下，激励

零售商实施促销所需的通道费数额很大，以至于生产商用通道费激励零售商促销

还不如自己促销；只有在促销效果处于某个中间范围时，通道费才有可能成为生

产商对零售商的促销成本补偿机制。在通道费可行的区域内，通道费补偿促销成

本但不会抬高批发价格，抬高零售商价格但同时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因此，通道

费没有弱化促销激励，相反，恰恰缓解了促销激励的扭曲；通道费没有导致消费

者福利损失，相反，由于资助促销活动而改变了消费者评价，增加了消费者购买，

从而间接地增加了消费者福利。

（二）模型

考虑单个生产商向单个零售商供给产品的渠道。构建需求函数和简单的博弈

模型，给出没有促销、零售商促销和生产商促销时的均衡结果。

1.一体化渠道（基准）

此时渠道问题为：

根据一阶条件可得得渠道最优结果为:



随着促销效果下降(ξ上升)，渠道最优的促销努力水平下降，极端情况下将不促

销( lim
�→+∞

���
∗ = 0)，此时渠道最优价格和利润回到没有促销时(q=v-p)的水

平，分别为(v+c)/2 和 �−� 2 4。比较有无促销时的最优利润，通过简单

计算可知，只有当ξ＞1/2 时，促销才有助于增加利润。

2.零售商促销

此时零售商和生产商的利润函数为：

博弈顺序为：首先生产商确定批发价格 w；然后，零售商确定零售价格 p和促销

努力 e，博弈结束。用逆向归纳法求解渠道博弈可得均衡结果为：

3.生产商促销

此时零售商和生产商的利润函数为：

博弈顺序为：首先生产商确定批发价格 w，然后零售商和生产商同时行动，前者

选择价格 p，后者选择促销努力 e，博弈结束。用逆向归纳法求解渠道博弈可得

均衡结果为：

（三）最优促销安排与通道费或促销补偿

1.最优促销安排

比较各种情形下的利润结果，揭示促销效果对最优促销安排的关键性影响，

以及通道费和促销补偿可能起到的协调作用。

通过比较没有促销和有促销时的结果可以看出，促销总体上对零售商、生产

商和渠道总利润都更加有利，这预测了促销活动的出现。因此，讨论最优促销安



排实际上只需在零售商促销与生产商促销之间进行比较即可。直接比较零售商促

销与生产商促销时的渠道总利润、零售商利润和生产商利润可得：

对于渠道总利润，若产品促销效果较好(ξ＜1)，零售商促销时更高，否则

生产商促销时更高。对于零售商利润，若产品促销效果很好(ξ＜
1
3
)，零售商

促销时更高，否则生产商促销时更高。对于生产商利润，零售商促销时始终更高。

得出命题 1:不同的促销安排对不同的渠道成员具有不同的利润结果，整体最优

的促销安排依赖于产品的促销效果，促销效果较好时零售商促销更优，促销效果

较差时生产商促销更优。

2.通道费或促销补偿

a.区域Ⅰ：ξ＜
1
3
。在该区域内，相对于生产商促销，零售商促销更加有利于

提高渠道总利润、生产商利润和零售商自身利润。在产品促销难度足够小、促销

效果足够好的时候，零售商乐于促销。所以零售商促销是最优的渠道安排，无需

通道费形式的转移支付。

b.区域Ⅱ：
1
3
＜ξ＜1；Δ��∗ > Δ��∗ 。随着产品促销效果下降，零售商的

促销成本上升、促销激励弱化，于是要求生产商支付补偿，而此时生产商从零售

商促销中获利较多，也愿意支付这笔补偿。所以在区域Ⅱ，零售商促销是渠道最

优的促销安排，通道费帮助实现了这种安排。

c.区域Ⅲ：ξ＞1； Δ��∗ ＞Δ��∗ 。随着产品促销效果进一步下降，零售商促

销时索要的通道费将超过生产商所得利润增量，但生产商促销时索要的促销补偿

小于零售商所得利润增量，所以在区域Ⅲ，生产商促销是渠道最优的促销安排，

而促销补偿则帮助实现了这种安排。

得出命题 2:通道费之所以出现，不一定或不完全是为了传递产品质量及需



求信息或实现零售商议价权力，而是作为渠道成员间的转移支付机制，激励促销

活动，补偿促销成本，增加渠道总利润，帮助实现渠道最优的促销安排。

（四）福利效应

将对没有促销、零售商促销和生产商促销三种情况下的福利效应进行比较。

社会福利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企业福利，可用渠道利润来表示，上文已经进

行阐释，此处不做介绍；另一部分是消费者福利，可用消费者剩余来表示。由于

本文假定了斜率为“－1”的需求函数，所以消费者剩余为：

根据前文模型的均衡结果直接比较��0
∗
、���∗和���∗ 可得:

零售商促销或生产商促销时消费者剩余始终高于没有促销时的水平，并且在促

销效果较好时(ξ＜1的左边区域)零售商促销导致更高的消费者剩余，在促销效

果较差时(ξ＞1的右边区域)生产商促销导致更高的消费者剩余。因此说明消费

者福利效应与企业福利效应的变化趋势一致，对企业最优的促销安排对消费者也

是最优的。

进一步讨论销售量和价格的变化。销售量与图 3中消费者剩余的变化趋势一致。

根据前文模型的均衡结果很容易得到:��∗ > ��∗；��∗ > ��∗；当ξ＜1时，

��∗ > ��∗ ；当ξ＞1 时，��∗＜��∗ 。零售价格与图 3 中消费者剩余的变化

趋势也是一致的。这说明促销导致了零售价格上升，但不能说明零售价格上升与

通道费有关，他们都是促销的结果，后者是由于补偿促销成本的需要，前者是由

于促销提供更多的零售服务。再者，即便没有通道费，比如在ξ＜
1
3
或ξ＞1的

情况下，促销也会导致更高的零售价格。

得出命题 3:促销活动不改变批发价格，抬高零售价格，增加销售量和消费者



剩余，总体上改进了消费者福利。但通道费(或促销补偿)并不必然导致零售价格

上升，只是帮助实现最优的促销安排，间接地改进了消费者福利。

三、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简单的博弈模型分析了产品促销效果对渠道最优促销安排的影响。

在不同的促销安排下，零售商和生产商有不同的利润最大化选择，而产品促销效

果对渠道最优的促销安排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于促销效果较好的产品，更有可

能出现零售商促销的现象。但随着促销效果下降，为了激励零售商实施促销活动，

生产商可能向零售商支付通道费作为补偿，以提高渠道总利润和渠道成员利润。

因此，本文通过引入促销效果这一变量，在比较均衡分析中给出了通道费的另一

种解释:资助促销活动，补偿促销成本，帮助实现最优的促销安排。对于促销效

果很差的产品，更有可能出现生产商促销的现象。但此时零售商可能向生产商支

付促销补偿，只是由于渠道总利润增量很小，这种反向补偿很可能表现为零售商

向生产商提供一些场地、设备、人员、结算等方面的便利，而没有实际的现金支

付。针对消费者剩余的扩展分析表明，渠道最优的促销安排与消费者福利最大的

促销安排是一致的，渠道成员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消费者福利最大。

针对通道费的政策规制问题，由于缺乏有力的经验证据，只能得出几点启发

性的政策含义。针对通道费现象应该采取选择性的规制政策，不能搞“一刀切”，

具体要看通道费是否被零售商用于实现其议价权力，或是零售商议价权力的必然

结果。零售商收取通道费也许是为了提供更多的促销服务，生产商支付通道费也

许是为了补偿和激励零售商提供这些服务。然而，如引言部分所述，现实中很难

界定通道费与促销服务的对等性，地方政府对通道费的规制态度各不相同，本文

虽然从理论上支持了商务部《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中允许“收取促

销服务费”的规定，但从政策操作层面上看，如何界定“促销服务费”还有待进

一步的讨论。

四、汇报点评

点评 1：文献引入促销效果的博弈模型，分析没有促销、零售商促销和生产

商促销这三种情况下渠道博弈的均衡结果，发现：1.促销总体上对零售商、生产

商和渠道总利润都更加有利，因而促销活动势必出现。2. 不同的促销安排对不

同的渠道成员具有不同的利润结果，整体最优的促销安排依赖于产品的促销效果，



促销效果较好时零售商促销更优，促销效果较差时生产商促销更优。3.通道费之

所以出现，不一定或不完全是为了传递产品质量及需求信息或实现零售商议价权

力，而是作为渠道成员间的转移支付机制，激励促销活动，补偿促销成本，增加

渠道总利润，帮助实现渠道最优的促销安排。4. 促销活动不改变批发价格，抬

高零售价格，增加销售量和消费者剩余，总体上改进了消费者福利。但通道费( 或

促销补偿) 并不必然导致零售价格上升，只是帮助实现最优的促销安排，间接地

改进了消费者福利。

文献创新性地提出通道费的另一种解释：作为促销成本的一种补偿，具有可

逆转性，而不是通常所界定源于货架稀缺性，补偿货架成本的一种费用。同时，

文献从消费者福利角度分析通道费作为一种促销补偿，在最优促销安排下，对消

费者福利产生影响，与前人根据零售价格来判别消费者福利变化有所不同。但是，

文献所构建的模型是建立在单一渠道下的分析，较为简单，用来验证现实多渠道

情况缺乏说服力。

点评 2：本文选题十分新颖，他敏锐的捕捉到了一个目前存在的经济现象，

也就是店内促销既可以让零售商负责，也可以让生产商负责，但是不负责促销的

销售人员通过搭便车的行为却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福利，而产品之间的互相转移支

付却可以让这种激励被扭曲，从而双方可以获得共赢。通道费由来已经，通道费，

是大型零售企业资本化其市场的手段。这种策略加强了大型零售商的价格优势，

使其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高的市场份额。通道费，还抬高了市场力量较弱的其他

零售商的进货价格，使他们的利润和市场份额降低，通道费中一次性支付的部分

全部由供货商承担，而其中与销售量成比例的部分可以被转接，转接的对象是其

市场力量比较弱的零售商及他们的顾客。本文通过了博弈论的方法，从消费者剩

余开始论证，从而探究出了产品促销效果对渠道最优促销安排的影响。针对通报

费的研究，本文还着重强调了通道费来源于商品稀缺程度，紧俏商品更有可能让

零售商进行促销，但是随着商品买卖火热程度下降，导致了厂家不得不通过给予

他们通道费换取更多的支持。

但是虽然本文问在博弈模型中通过引入促销效果这一新变量进行全新的解

释，并且每个变量都得到了合理的经济学解释，但是本文缺少了强有力的实证，

也就是说本文虽然探讨到了部分业界的数据，但是所得到数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并且数据的数量还不能做强有力的实证。并且所谓的通道费之间的转移支付，目

前业界并没有一个具有十分精确地定义，也没有十分权威的数据进行观测，因此

如何衡量转移支付，我们目前只能提出一个大概的范围而不能给出一个十分具体

的数值，因此本文实证十分难做。并且目前，还可以引入诸如创新指标、电商数

据等流行数据，从而更好地丰满本文的写作思路，给未来实证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五、个人感想

因现实中存在生产商促销的情况，本文基于促销效果这一关键性变量，来探

索在渠道促销时谁来促销会使得渠道利润及渠道成员利润最大化。在通道费可行

的区域内，通道费补偿促销成本但不会抬高批发价格，抬高零售商价格但同时增

加了消费者剩余。因此，通道费没有弱化促销激励，相反，恰恰缓解了促销激励

的扭曲；通道费没有导致消费者福利损失，相反，由于资助促销活动而改变了消

费者评价，增加了消费者购买，从而间接地增加了消费者福利。

在研究促销成本函数时引入了促销效果这一关键性参数，可以换个角度，比

如创新性水平等。本文研究的是单一的双边垄断市场，可以结合现实情况引入线

上、线下两种零售商来讨论通道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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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道费的补偿作用[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8(0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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