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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議題在國際上

不斷的被廣泛檢示，隨著公民意識抬頭，民眾開始發現社會需要改變，CSR 正

是人們關心且需要改善的面向之一，企業也開始花心力在這個面向，而政府亦關

心這個議題，表示備受 CSR 受消費者、企業、政府三方關注。有許多探討投入 

CSR 的多寡對消費者行為影響的文獻，其中大多數文獻所作的實證分析都證明

了廠商有策略的投入 CSR 活動能吸引消費者注意並提高其購買意願，而相對的

提高消費者的願付價格。因此本文研究想要探討異質雙占時，本國廠商可以投入 

CSR 活動的情況下，此設定對政府的最適貿易政策的制定有何影響？本研究強

調本國廠商投入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和產品替代性的作用。研究發現廠商為 

Bertrand 價格競爭的情況下，產品替代性愈大或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愈大時，

會有從出口課稅變成對出口補貼的情況發生，和傳統最適出口政策為對出口課稅

的結果有所不同；Cournot 競爭時，因為產品替代性及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對

出口補貼率皆為正向的影響，因此最適出口政策仍為對出口補貼，亦可得到本國

廠商有 CSR 活動投入的情況下，最適補貼率會高於沒有 CSR 活動投入的情

況。 

 

關鍵字：企業社會責任、異質雙占、策略性貿易政策、產品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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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sue has constantly 

being widely examined internationally. Along with the rise of civic consciousness, the 

public started to realize that the society needs improvement. CSR is one of the aspects 

that the public cares and required to be improved. The enterprises start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in this aspect, and the government also cares about this issue. It showed that 

CSR was the tripartite concern of the consumers, enterprises and the governments. 

This study emphasized on the marginal effect of domestic vendors engaging in CSR 

events and the effect of product substitution. The study showed that in the Bertrand 

price competition, when the product substitution of the vendors is larger or when the 

marginal effect of the CSR events is larger, the export taxation will become export 

subsidies and the export taxation result of applying the traditional optimal export 

policy will be different; in Cournot competition, because when the product 

substitution or the marginal effect of the CSR events both have positive effect against 

the rate of export subsidies, the optimal export policy remains as export subsidies. 

The result can also be that the optimal subsidy rate with domestic vendors engaging in 

CSR events is no higher than the rate without CSR events engagement. 

 

 

Keywor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eterogeneous duopoly, strategic trade 

policy, product sub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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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近年由於企業未能妥善處理環境污染、食品安全、員工權益等問題，不單只

有國人，在國際上對於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議題

更為重視，而社會大眾的重視亦讓企業有動機去更進一步落實 CSR。我們可以

透過企業的財務報表來揭露經營績效，亦可從 CSR 報告書得知企業未來穩定永

續經營的訊息，國際趨勢及社會氛圍下，已有愈來愈多的公司企業會編製 CSR 

報告書，這已是擋不住的風潮。而企業在進行 CSR 相關決策時，其活動影響不

僅是企業整體或利害關係人 (員工、客戶、供應商、投資人、債權人、政府單位

等)，因為成功的 CSR 要有助於企業形象及競爭力的提升，又同時能提高社會

的福祉，這也是為何 CSR 皆受到民眾、企業、政府三方關注的原因。 

然而，CSR 一詞目前並沒有絕對的定義及標準，其廣義泛指企業對社會合

於道德的行為，特別是指企業在經營上須對所有的利害關係人負責，而不只是對

股東負責。最早對於 CSR 的定義主要包括 Bowen (1953) 將 CSR 定義為當企

業出於義務與自發性，並追求符合社會的價值觀並滿足社會所需的所有活動。

Davis (1960) 認為企業不該只考慮直接的經濟利益，CSR 與企業權力應相互取

得平衡，而實施 CSR 並不會導致企業有所損失，甚至可以獲益。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企業的形象及社會觀感已成為消費者購買產品的主要參

考依據，市場機制下，「取之社會，用之於社會」已是每家企業所強調的理念，

然而也勢必要付諸行動投入 CSR 活動，且要有策略並投入最適的 CSR 活動水

準，若沒有策略其結果恐怕會是浪費資源。關於 CSR 的文獻探討的面向非常廣，

如 Cochran and Wood (1984) 研究發現 CSR 規模與財務績效有正向影響關係。

Sen et al. (2006) 認為企業重視環保、大自然環境等問題，並滿足社會的需求投

入資源，能夠提升企業形象。Becker-Olsen and Hill (2006) 發現消費者會依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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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CSR 的規模來建立品牌形象。Robertson and Gatignon (1986) 認為企業形象

能消除消費者購買的不確定性，因此會傾向對形象良好的企業購買產品，提高其

購買意願。以上文獻皆為探討 CSR 與企業內部績效、財務、形象及消費者行為

等之關係。而本文研究的設定是 CSR 活動能提高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及願付價格。

因此，當前愈多企業逐漸國際化並且很重視外銷，本文的目標是在國際貿易市場

中考慮本國廠商可以投入 CSR 活動的情況下，造成消費者對於本國產品的購買

意願提高，並觀察是否對出口貿易政策產生影響及跟傳統文獻結論上有什麼差異，

探討策略性的 CSR碰上策略性貿易理論會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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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關於策略性貿易理論的研究，其中最為重要的文獻為 Brander and Spencer 

(1985)、Eaton and Grossman (1986)，策略性貿易理論自 1980 年代開始掀起的風

潮皆源自這兩篇文獻。Brander and Spencer (1985) 不同於傳統貿易理論，放棄市

場為完全競爭的假設，並修改為雙占市場的分析基礎至今仍為主流，該文假設本

國及外國廠商生產同質的產品，並全數銷往第三國在該國進行 Cournot 數量競

爭。在這些假設下，得到政府的最適貿易政策為對本國廠商進行出口補貼，其做

法可以使本國廠商擴大市場份額，攫取更多利潤並能提高社會福利，其中政府的

最適補貼數額應使本國廠商的產量提升至 Stackelberg 領導者的地位。Eaton and 

Grossman (1986) 延續 Brander and Spencer (1985) 的分析基礎，探討在 Cournot 

數量競爭以及 Bertrand 價格競爭不同競爭型態下的最適貿易政策，該文的主要

結論為，當廠商採取 Cournot 數量競爭時，政府的最適政策為對出口補貼；當

廠商採取 Bertrand 價格競爭時，政府的最適政策為對出口課稅，證明最適貿易

政策會因為兩廠商的競爭形態而有不同。以上兩篇經典的文獻皆證明最好的情況

為政府介入而並非傳統的自由貿易，因此許多探討策略性貿易理論的文獻都以此

兩篇文獻為基礎。 

當中以 Cournot 數量競爭為分析架構，探討關於廠商成本差異的文獻如 De 

Meza (1986) 探討當本國及外國政府皆給予該國補貼時，發現成本相對較低的廠

商能從對手國攫取更多的利潤，因此政府應對生產成本較低的廠商給予較高的補

貼。郭虹瑩、翁堃嵐 (2007) 及 Mai and Hwang (1988) 則延續 De Meza (1986) 的

設定，前者將公司稅制導入 De Meza (1986) 的模型中，透過影響廠商的有效邊

際成本而影響產出決策，進而影響到最適貿易政策，發現邊際有效成本差異很大

時，成本低的廠商會得到較高補貼的結論不必然成立；後者發現兩國最適補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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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與需求曲線之曲度有關，當需求曲線為凸性 (convex) 時，成本較低的廠

商會得到較高補貼的結論無法成立。 

Spencer and Jones (1991, 1992)、Ishikawa and Lee (1977) 等是考慮中間財市

場下，探討政府最適貿易政策的代表文獻。Spencer and Jones (1991, 1992) 該文

發現對最終財課徵進口關稅雖然會使出口國廠商的最終財產量減少，但出口國廠

商可以增加出口中間財來賺取利潤，因此進口國政府可以藉由進口關稅的提高 

(降低) 來降低 (提高) 中間財價格。另外最適的進口貿易政策會受最終財競爭形

態的影響，若最終財的廠商是進行 Cournot 數量競爭則皆同時對中間財與最終

財課徵關稅或者皆同時給予補貼；但若是 Bertrand 價格競爭，則進口國政府應

給予其中一種財貨補貼，另一種財貨則課徵關稅。 

Ishikawa and Lee (1997) 則假設進口國、出口國皆各有生產中間財及最終財

的廠商時，發現進口國政府過度保護生產其中一財貨的本國廠商，反而會損害本

國廠商。因為若進口國對中間財課徵關稅，則會使出口國廠商減少中間財出口，

而增加最終財出口至進口國市場，此時因為出口國廠商的競爭導致進口國最終財

廠商的產量減少，而導致進口國最終財廠商對中間財的需求減少，使進口國中間

財的價格下跌，而隨著進口國國內最終財供給增加，使本國最終財價格下降。若

最終財價格下跌幅度較小，則中間財價格下降會提高最終財廠商利潤，但若最終

財價格下跌較大，則最終財廠商的利潤會降低，因此進口國最終財、中間財廠商

皆受到損失。 

另外以 Bertrand 價格競爭為分析架構，Carmichael (1987) 則考慮了政府與

廠商決策順序是相反的，假定廠商先訂價，政府再決定出口補貼率或稅率並探討

本國政府的最適貿易政策。Neary (1994) 認為政府介入並籌措資金來補貼會有經

濟扭曲成本，則考慮公共基金的邊際社會成本大於 1 及社會成本與廠商成本的

差異，並假設由廠商先訂價再由政府決定出口政策，探討本國的最適出口政策。

楊雅博、黃鴻 (2003) 則分別探討產品為同質及異質之下，本國與外國廠商進行 

Bertrand 價格競爭時的最適出口貿易政策，該文主要結論為異質 Bertrand 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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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政府的最適政策為對出口品課稅；而同質 Bertrand 競爭下，政府的最適政

策應為自由貿易，因此該文認為 Eaton and Grossman (1986) 在產品同質的情況

下，最適貿易政策為對出口課稅的結論是不成立的。 

關於 CSR 對消費者之影響相關文獻有 Goldberg and Hartwick (1990) 研究

指出，企業形象良好則消費者會相信企業的廣告及發布的訊息，並願意購買其產

品。Sen and Bhattacharya (2001) 該文建立消費者購買意願模型，其實證結果證

明企業投入 CSR 與消費者的購買意願為正相關，因此企業在 CSR 表現愈耀眼

愈能吸引消費者購買產品。McWilliams and Siegel (2001) 認為企業投入 CSR 就

像投資 R&D能受到消費者的關注，因此該企業及競爭對手的產品會產生差異，

會讓消費者對有投入 CSR 之企業產品的願付價格會提高。Kopel (2009) 認為廠

商投入 CSR 對消費者而言是產品品質的提高而能提高消費者的願付價格，因此

建立以 Bertrand 價格競爭為基礎的模型，而在兩廠商之逆需求函數中導入 CSR 

策略變數，並且先由一方決定 CSR 活動決策，探討廠商投入最適 CSR 活動後

的效果，並比較兩廠商利潤的差異。Laroche et al. (2001) 研究發現對於有子女消

費者，會因為關心子女未來的生活環境條件而傾向購買可替代的綠色產品，甚至

願意付出較高的價格購買綠色產品。 

而寡占市場下廠商投入 CSR 活動的相關文獻有 Liu et al. (2015) 在異質雙

佔市場下分析廠商皆會有污染排放的情況下，競爭型態的不同對於廠商投入環境

企業社會責任 (ECSR) 的策略與社會福利有何影響，研究發現，Cournot 數量競

爭下廠商均衡產量較低，但相對的價格會較高，廠商會投入較多的 ECSR，總污

廠排放會較少，因此 Cournot 數量競爭下社會福利會高於 Bertrand 價格競爭。

Alves and Santos-Pinto (2008) 該文在 Cournot 數量競爭下考慮一個二階段的賽

局，廠商先同時決定 CSR 的投入水準，再接著決定最適產量，研究發現，當廠

商的產品為互補品時，廠商皆會投入 CSR 活動；產品為替代品時，廠商可能不

會投入 CSR 活動。Balboni and Balboni (2008) 在異質 Bertrand 價格競爭下，考

慮兩國廠商的區位選擇，而兩國廠商分別為較偏好投入 CSR 活動的道德廠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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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廠商，而在區位的選擇下兩國廠商分別決定不同的 CSR 活動水準，研究發

現，若無區位選擇的情況下，中立廠商會選擇投入最低國際標準的 CSR 活動；

兩國廠商區位選擇取決於兩國廠商投入 CSR 活動的成本；此外道德廠商投入 

CSR 活動的水準會受消費者的偏好影響，中立廠商則不會受消費者的偏好影響，

依然只會投入最低國際標準的 CSR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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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本模型 

 

遵循一般策略性貿易模型的設定，並引用 Kopel (2009) 一文認為廠商投入 CSR 

活動的水準愈高，消費者會認為產品的品質愈好而會提高願付價格的設定，考慮

一個三國兩廠商的開放經濟體系模型，本國與外國均僅有一家廠商分別將其生產

的異質產品全數出口至第三國，並在第三國市場進行異質的 Bertrand 價格競爭

抑或是 Cournot 數量競爭。由於本模型可視為一個兩階段的賽局 (two-stage 

game)，第一階段本國政府決定最適貿易政策以極大本國社會福利水準；第二階

段給定本國政府最適貿易政策，各國廠商將所生產的異質商品全數銷往第三國，

並在第三國市場上進行異質 Bertrand 價格競爭或是 Cournot 數量競爭。 

為了求解子賽局完全均衡 (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以下採取由後往前

解 (backward induction)，依序求解兩國廠商之市場均衡，以及本國政府的最適貿

易政策。與傳統策略性貿易文獻不同的是，在本文的設定之下，本國廠商除了一

般的生產活動外，還會投入 CSR 活動以提高第三國市場的消費者對其所生產的

產品之需求，至於外國廠商則無進行 CSR 活動。換言之，本國廠商除了決定自

身價格 (或產量) 變數外，還包括 CSR活動的決策。首先，探討異質 Bertrand 價

格競爭的情況，之後再進行 Cournot 數量競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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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異質 Bertrand 價格競爭下最適貿易政策 

 

假設第三國的效用函數為如下： 

,)(
2
1)()(

22
mqqKqqqqqA,qqU hfhfhfhfh    (4-1) 

首先，上式中 0A 為市場規模；m代表一中性財 (neutral goods) ；上標 h、 f 分

別代表本國及外國廠商， hq 及 fq 分別代表本國以及外國廠商的產量； 0K 為

兩國產品的替代性，其值愈大代表替代程度愈高， 10  K ；若 0K 代表兩國

產品為獨立財； 1K 表示兩國的產品為完全替代； 1K 則表示兩國的產品為異

質。如上所述，本國廠商除了一般的生產活動外，還會投入 CSR 活動來提高第

三國市場的消費者對其所生產的產品之需求。(4-1) 式中的 0 代表本國廠商投

入 CSR 活動的水準。 hq ，捕捉的是，本國廠商 CSR 活動的投入對第三國消

費者的效用水準造成的影響。為一參數，代表消費者對於 CSR 活動的邊際效

果，值愈高，其邊際效果愈強；當 0 時，則代表廠商所投入的 CSR 活動並

不會對消費者的效用水準產生任何的影響。 

其次，分別以 hp 及 fp 代表兩國廠商所生產的產品之價格，藉由求導 (4-1) 

式中的效用極大化之一階條件，可求得本國及外國產品的逆需求函數分別為： 

, fhh KqqAp  (4-2) 

.hff KqqAp   (4-3) 

由 (4-2) 式可知，本國廠商 CSR 活動的投入將會對消費者的需求函數產生正面

的影響，當其 CSR 活動的投入愈高時，消費者對其產品的願付價格也將會愈高。

接著，為了進行 Bertrand 價格競爭的分析，將以上兩式重新整理，即聯立求解 hq

及 fq ，可得兩國廠商之需求函數分別為 (4-4) 式及 (4-5)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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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Dq fhfhhh














  (4-4) 

.
111

1

1
),,(

222 K

K
p

K

K
p

KK

A
ppDq hffhff














  (4-5) 

其中 01 2 K ，因此 0)1(1 2  KpDDpDD fff

f

hhh

h
為需求法則；令

fhh

f pDD  、 hff

h pDD  ， 0)1( 2  KKDD f

h

h

f
，表示當對手廠商價

格上升時，消費者對自身的產品需求也會增加； 0)1( 2  KDD hh  ，則

表示本國廠商有 CSR 活動投入時，由 (4-5) 式可知，給定 hp 、 fp ，除非 0K ，

即兩國產品為獨立財，否則外國廠商的直接需求函數也會受到本國廠商 CSR 活

動的影響。其中，當兩國產品的替代性愈高時，本國廠商 CSR 活動的投入水準

愈高，消費者對國外產品的需求也將愈高。換言之，當產品替代性愈大，消費者

會愈傾向購買本國產品，對外國產品的需求會減少愈多，因此本國廠商 CSR 活

動將會對外國廠商造成負的外部性。 

假設本國及外國廠商的生產技術皆為固定邊際成本，分別為
hc 、 fc ，且固定

成本皆為零，而本國廠商 CSR 活動的成本設定為一簡單的凸函數 22 ，因此本

國及外國廠商的成本函數分別為 2),( 2  hhhh qcqC 、 ffff qcqC )( 。依循傳

統策略性貿易文獻的設定，假設只有本國政府實施出口貿易政策，出口稅率為

0t ，當 0t 則為出口補貼，且僅有本國廠商會從事 CSR 活動，外國廠商則無。 

為了求解此一子賽局完全均衡，以下利用回溯法，先求解第二階段寡占市場

結構下的市場均衡，包含本國、外國兩國廠商的最適產量決策以及本國廠商最適

的 CSR 活動水準。給定第一階段本國政府對本國廠商的出口稅率為 t，從上述

的說明可知，本國與外國廠商的利潤函數分別為如下： 

,
2

))(,,(
2

  tcpppD hhfhhh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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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fhff cpppD    (4-7) 

 

至於本國與外國廠商利潤極大化的一階條件如下： 

,0)( 



tcpDD

p

hhh
h

h

h

h
 (4-8) 

,0)( 








 tcpD hhh

h

 (4-9)  

.0)( 


 fff
f

f

f

f

cpDD
p


 (4-10) 

為了簡化分析，假設二階條件成立。將 (4-8)、(4-9)、(4-10) 三式聯立求解，可

得市場均衡下兩國廠商之均衡價格以及本國廠商最適的 CSR 活動水準分別為 

(4-11)、(4-12)、(4-13) 三式所示：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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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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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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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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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0. )(
1

),,( *

2

* 


 tcp
K

tcc hhfh 
  (4-13) 

市場均衡 *hp 、 *fp 、 * 如以上 (4-11)、(4-12)、(4-13) 式，由 (4-13) 式可

知邊際利潤 0 )( *  tcp hh ，則本國廠商就會選擇投入 CSR 活動 0* 。 

根據 (4-11)、(4-12)、(4-13) 式，可得以下的比較靜態分析結果： 

,
)2()1)(4(

)2()1(2
2222

222

KKK

KK

dt

dph









 (4-14) 

,
)2()1)(4(

)1(
2222

2

KKK

KK

dt

dp f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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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2(
 

2222

2

KKK

K

dt

d









 (4-16) 

由於 01  K ，因此 242 K 。此一結果隱含，當 0  時，消費者不在乎

廠商是否有投入 CSR 活動，則廠商就不會選擇投入 CSR 活動時，結果將退化

為楊雅博與黃鴻 (2003) 所獲致的結果，即 10  dtdph ， dtdp f0 。也就是說，

在不存在 CSR 的活動下，本國出口稅率的上升將會同時提高本國以及外國廠商

的價格。然而，一旦考慮本國廠商可能進行 CSR 活動，在該活動的邊際效果不

是很大的情況下，亦即 )2()1(20 22 KK  ，則 0dtdph ，且與呈負相

關 ； 當 )2()1)(4()2()1(2 22222 KKKKK   ， 0dtdph ； 當

)2()1)(4( 222 KKK  ， 0dtdph 。 同 理 ， (4-15) 式 隱 含 當

)2()1)(4( 222 KKK  時， 0dtdp f ；當 )2()1)(4( 222 KKK  時，

0dtdp f 。結合兩式可知，當 )2()1(20 22 KK  時， dtdph 與 dtdp f 兩

者同號，且皆為正；當 )2()1)(4()2()1(2 22222 KKKKK   時，兩

者異號，前者為負、後者為正；當 )2()1)(4( 222 KKK  時，前者為正、後

者為負。 

 

輔助定理 1：當 )2()1(20 22 KK  時， tph  與 tp f  兩者同號，且皆

為正；當 )2()1)(4()2()1(2 22222 KKKKK   時， tph  與 tp f  兩

者異號，前者為負、後者為正；當 )2()1)(4( 222 KKK  時， tph  與 tp f 

兩者異號，前者為正、後者為負。 

 

因此在本國廠商可以進行 CSR 活動的設定下，可能會產生 0dtdph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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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dtdp f 的情況。此一結果有異於傳統策略性貿易文獻 Eaton and Grossman 

(1986) 以及楊雅博與黃鴻 (2003) 所獲致的結果。 

 

命題 1：當廠商進行異質 Bertrand 價格競爭時，在本國廠商可以進行 CSR 活

動的設定下，出口稅率的增加，不必然會導致本國與外國廠商的訂價提高。 

 

此外，(4-16) 式表示在 )2()1)(4( 222 KKK   時 0dtd ，出口稅率的提

高，將會導致本國廠商 CSR 活動的投入減少。其經濟意涵為當出口稅率增加 1 

單位，由上述說明可知本國價格調升會不足 1 單位或者本國價格會調降，因此

出口稅率增加，必會使本國廠商的單位利潤減少，所以相對的本國廠商應減少 

CSR 活動的投入以降低成本，亦可由 (4-13) 式可知投入 CSR 活動的邊際成本

為，邊際收益為單位利潤之函數  )1()( 2Ktcp hh  ，當出口稅率的提高，

導致投入 CSR 活動的邊際收益小於邊際成本，則廠商勢必會減少 CSR 活動的

投入。 

 

政府的最適決策 

在本文的設定之下，本國廠商生產的產品全數銷往第三國，因此本國的社會福利

函數為本國廠商利潤與政府的關稅收入之總和： 

 

.hfhhh tq,t),p(pπSW   (4-17) 

從社會福利的觀點來看，由於對本國廠商課徵的稅賦，對本國福利水準而言

都只是一種所得間的移轉，可知本國社會福利函數相當於本國廠商課稅前利潤，

因此可將 (4-17) 式本國政府所面對的最適化問題改寫為如下： 

.cpppDSW hhfhhh

t 2
))(,,(   max

2*
**** 

   (4-18) 

接著求導本國社會福利極大化的一階條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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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為了簡化分析，假定上述問題的二階條件成立，即 022  tSW h 。由 (4-8) 式

可知， )( tcpDD hhh

h

h  ，並將其及 (4-13)、(4-16) 式代入 (4-19) 式，整理

可得： 

.cp

Kt

p
DD

t

p
D

hh

h
hh

h

f
h

f

)(

1
)(

 t *

2

*

*




















 (4-20) 

由 (4-20) 式可知，當 0 時，即廠商會選擇不投入 CSR 的活動，此時結

果將退化為楊雅博與黃鴻 (2003) 所獲致的解，即 0)()(t  f

ff

h

h

hhf

fh

h

f DcpD  。

然而，當 0  時，由於 tph  、 tp f  的正負號並不明確，因此無法保證 (4-20) 

式之符號。因為 0h

fD 、 0  hh cp ，由輔助定理 1 可知，當

)2()1)(4()2()1(2 22222 KKKKK   時， 0 tph 、 0 tp f ，假

若此時 )1()()( 2KtpDD hhh

h  
，將導致 (4-20) 式為負；或者當

)2()1)(4( 222 KKK  時， 0 tph 、 0 tp f ，也有可能導致 (4-20) 式

為負。換言之，在這兩種情況下最適的出口貿易政策會發生由對出口課稅轉為對

出口補貼。 

接著將第二階段中得到的市場均衡 (4-14)、(4-15)、式代入 (4-20) 式中可

得： 

 

 
.

K
K

K

KccKKKAK fh

2

2

22

22

2
1

)2(
4

)2()2)(1(
 t




















 

(4-21) 

上述分析將由後面的數值模擬分析的方式來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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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分析 

因為 (4-21) 式最適出口稅率和產品替代性 K及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對

最適出口稅率的比較靜態分析1符號都無法確定，所以利用數值分析來探討兩國

廠商產品替代性K及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對最適出口稅率的影響，因為式子

中皆出現 2 的效果，而 為的單調遞增轉換函數，所以對 2 做比較靜態分析，

與對做比較靜態分析的符號方向不變。 

 

 
圖 4-1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較大時，產品替代性對最適出口稅率之影響 

 

 

圖 4-2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較小時，產品替代性對最適出口稅率之影響 

 

                                                       
1 詳見(A1)、(A2)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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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無投入 CSR 活動下( 0 )，產品替代性對最適出口稅率之影響 

我們可得到當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較大，產品替代性K不斷增加時，最適

出口稅率 t會先遞增 ( 0 Kt ) 再遞減 ( 0 Kt )，甚至在產品替代性大到

接近1時，最適稅率為負變成出口補貼的情況 (見圖 4-1)。而當 CSR 活動的邊

際效果較小，產品替代性K不斷增加時，最適出口稅率 t亦為先遞增再遞減 (見

圖 4-2)，但不會變成補貼的情況和楊雅博與黃鴻 (2003) 一文中本國廠商完全沒

有投入 CSR 活動的情況下雷同 (見圖 4-3)。 

 

 
圖 4-4 替代性較大時，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對最適出口稅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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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替代性較小時，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對最適出口稅率之影響 

 

另外可知當產品替代性較大時，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愈大，最適出口稅率

會先遞增，在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較大時會遞減 (見圖 4-4)，然後由正轉負變

成對出口補貼的情況。而當替代性較小時，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愈大，最適出

口稅率會先遞增再遞減 (見圖 4-5)，亦會發生變成補貼的情況，但和產品替代性

較大時相比較 (見圖 4-4)，隨著 2 持續增加，替代程度較小時會較緩慢出現由正

轉成負的情況，即較緩慢出現補貼的情況。 

從以上結果可得到命題 2。 

 

命題 2：在異質 Bertrand 價格競爭下，當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較大時，最適

的出口貿易政策可能轉為對出口補貼而非課稅。 

 

所以由上述圖形中可知，分別都在產品替代性K及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

較小時，最適出口稅率皆在提高即  0 Kt 、  02  t 。其中的經濟涵義可

從兩國廠商面對之需求函數 (4-4) 式中發現，當中前項 )1( KA  會隨K 值提高

而下降，而後項 )1( 2KK  會隨K值提高而增加，從數值分析可知當K值較小時，

隨著K值不斷增加前項減少的效果較大，這代表本國需求 ),,( fhh ppD 會減少，

廠商都會降價求售以爭取較高的市占率，此時政府會提高出口稅率來緩和廠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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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過度競爭。2反之K值較大時，隨著K值不斷增加後者增加的效果較強，代

表需求 ),,( fhh ppD 會增加，廠商會提高價格，所以政府會降低出口稅率。換言

之，本國需求減少時，為了避免廠商訂價過低，政府會提高出口稅率；本國需求

增加時，為了避免廠商訂價過高，政府會降低出口稅率。 

重要的是本文考慮本國廠商投入 CSR 活動，所以本國廠商面對之需求函數

會多出一項會讓需求增加的效果 )1( 2K ，所以在K值較小時，會減緩政府提

高出口稅率的幅度，在K值較大時，則會加強政府降低出口稅率的幅度，所以在

產品替代性K或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很大時，會有變成對出口補貼的情況發

生。 

  

                                                       
2 參考 Eaton and Grossman (1986) 一文中第 389頁或楊雅博與黃鴻 (2003) 一文第 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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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異質 Cournot 數量競爭下最適貿易政策 

 

筆者接著考慮本國及外國廠商於第三國進行 Cournot 數量競爭，同樣僅只有本

國廠商及政府進行 CSR 活動及出口貿易政策，在 Cournot 競爭時我們假設出

口補貼率為 s，若 0s  則為出口課稅，除了廠商決策變數不同外，其餘模型設

定與 Bertrand 價格競爭情況相同。 

利用回溯法先求解第二階段 Cournot 競爭下的市場均衡，給定第一階段本

國政府對本國廠商的出口補貼率 s，產品的逆需求函數為 (4-2) 式及 (4-3) 式，

可知本國及外國廠商的利潤函數分別如下： 

  ,
2

),,(
2

  hhfhhh qscqqp  (5-1) 

  .),( fffhff qcqqp   (5-2) 

由以上 (5-1)、(5-2) 式可知，因為本國廠商之 CSR 活動未出現在外國廠商

之逆需求函數，所以與 Bertrand 競爭不同的是外國廠商利潤函數與本廠商之 

CSR 活動水準無關。 

同 Bertrand 競爭模型需要注意的是，本國廠商的 CSR 活動水準亦為內生

變數，所以本國廠商亦需決定最適的 CSR 活動水準，因此本國與外國廠商利

潤極大化的一階條件為： 

 

,0


 hh

h

hh

h

h

qpscp
q


 (5-3) 

,0










hh
h

q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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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ff

f

ff

f

f

qpcp
q


 (5-5) 

為了簡化分析，假設二階條件成立。令 01 fff

f

hhh

h qppqpp 為需

求法則； 0 
hh pp ，則表示投入 CSR 活動時，可以提高需求價格。 

將 (5-3)、(5-4)、(5-5) 三式聯立求解，可得兩國廠商之均衡產量及本國廠商 

CSR 活動的最適決策分別為 (5-6)、(5-7)、(5-8) 三式所示： 

,
24

)()(2
),,(

22

*






K

cAKscA
sccqq

fh
fhhh  (5-6) 

  ,
24

)())(2(
,,

22

2
*










K

scAKcA
sccqq

hf
fhff  (5-7)  

.),,( ** hfh qscc    (5-8) 

市場均衡 *hq 、 *fq 、 * 如以上 (5-6)、(5-7)、(5-8) 式。 

根據 (5-6)、(5-7)、(5-8) 式，可得以下的比較靜態分析結果： 

,
24

2
22 


Kds

dqh

 (5-9) 

,
24 22 




K

K

ds

dq f

 (5-10)  

.
24

2
22 






Kds

d
 (5-11) 

 

由於 01  K ，因此 242 K 。此一結果隱含，當 0  時，代表廠商投入 

CSR 活動不會有任何效果，因此廠商會選擇不投入 CSR 活動，結果將退化和

Brander and Spencer (1985) 的結論相同，即 0dsdqh ， 0dsdq f 。也就是說，

在不存在 CSR 的活動下，本國出口補貼率的上升將會提高本國廠商的產量，但

是將會降低外國廠商的產量。然而，一旦考慮本國廠商可能進行 CSR 的活動，

因為由本國廠商均衡產量 (5-6) 式中可知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只出現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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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因此為了避免本國廠商均衡產量為負，因此 (5-6) 式分母應皆為正，因此該

活動的邊際效果不會很大，亦即 2)4(0 2K ，則 0dsdqh ，且與呈正

相關。同理，(5-10) 式隱含分母不為負時 0dsdq f ，且與呈負相關。因此在本

國廠商可以進行 CSR 活動的設定下，會得到與傳統策略性貿易文獻相同的結

論。 

 

此外，(5-11) 式表示出口補貼率對於本國廠商 CSR 活動投入的影響，兩者

呈現同向變動，因此當 2)4(0 2K 時出口補貼率的提高會讓本國廠商的 

CSR 活動投入增加，其經濟意涵由 (5-4) 式可知廠商投入 CSR 活動的邊際成

本為，邊際利潤為 hq ，而補貼率的上升會導致本國廠商的成本減少，因此相

對會提高本國廠商的生產數量，因此投入 CSR 活動的邊際利潤亦會提高，所以

本國廠商會繼續增加 CSR 活動的投入以獲取最大的利潤。  

 

政府的最適決策 

在本文的設定之下，本國廠商生產的產品全數銷往第三國，由於消費者皆在

第三國，因此本國的社會福利函數為本國廠商利潤減去政府的補貼支出： 

.hfhhh sq,s),q(qπSW   (5-12) 

從社會福利來看，由於對本國廠商給予的補貼，對本國福利水準而言都只是

一種所得間的移轉，可知本國社會福利函數即為本國廠商的補貼前利潤，因此可

將 (5-12) 式本國政府所面對的最適化問題改寫如下： 

  .qcqqpSW hhfhhh

s 2
),,(   max

2*
**** 

   (5-13) 

接著求導本國社會福利極大化的一階條件可得： 

.
ss

q
cpq

ss

q

q

p

s

q

q

p

s

SW h
hhh

f

f

hh

h

hh

0)( 
*

*
*

*
***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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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簡化分析，假定上述問題的二階條件成立，即 0 22  sSW h 。由本國

廠商最適決策 (5-3) 式可知， hh

h

hh qpscp  ，並將其及 (5-8)、(5-11) 式代入 

(5-14) 式可得： 

.q

s

q

s

q
p

h

h

f
h

f

0s *

*

*











  (5-15) 

從上述說明可知，因為產量不能為負的情況下，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不會

很大，所以 0dsdqh ， 0dsdq f ，因此會和 Brander and Spencer (1985) 所獲

致的結果一致， 0s ，最適貿易政策為對出口補貼。只是本文和 Brander and 

Spencer (1985) 不同的是，本文模型設定多考慮本國廠商可以投入 CSR 活動及

兩國廠商生產之產品為異質的情況，即兩國廠商面對的需求函數不同 fh pp  ，

1 f

f

h

h

f

h

h

f ppKpp ， 而 產 品 同 質 情 況 為 ppp fh  ， 

1 ppppp f

h

h

f

f

f

h

h 。上述可知本文即使考慮本國廠商投入 CSR 活動及

產品異質的情況，最適貿易政策仍為對本國廠商出口補貼，和 Brander and Spencer 

(1985) 之結論相同。 

 

接著將第二階段中得到的市場均衡及比較靜態 (5-9)、(5-10) 式代入 (5-15) 

式中整理可得最適出口補貼率 (5-16) 式： 

.
K

cAKcAK fh

)2(4

)]()(2[
s 

22

2




  (5-16) 

由上式可知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與最適補貼率呈正相關。 

 

命題 3：當廠商進行異質 Cournot 數量競爭時，在本國廠商可以進行 CSR 活

動的設定下，出口補貼率會高於無進行 CSR 活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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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替代性K及 CSR 活動效果參數對最適出口補貼率的比較靜態如下： 

,
)2(2

)]()(2[2

)2(2

)(
2

3
)(2

 
222

3

22  





















K

cAKcAK

K

cAKcAK

K

s fh

fh

 
(5-17) 

.0
)2(4

)]()(2[
 

222

2

2











 K

cAKcAKs fh

 (5-18) 

上述比較靜態分析，可由後面的數值模擬分析的方式來討論。 

 

數值分析 

由 (5-17) 式可知產品替代性 K對最適出口補貼率的比較靜態分析符號無

法確定，所以利用數值分析來探討兩國廠商產品替代性對最適出口補貼率的影

響；由 (5-16) 式可知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只出現在分母，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當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提高，會導致本國的出口補貼率提高，即 02  s ，

因為上式中皆出現 2 的效果，而 為的單調遞增轉換函數，所以對 2 做比較

靜態分析，3與對做比較靜態分析符號方向不變。 

 

 

圖 5-1 Cournot 競爭下，產品替代性對最適出口補貼率之影響 

 

                                                       
3 數值分析皆設定在 2)4( 2K 的情況下。 

2

較小時 

  

 

 

較大時 

無 CSR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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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Cournot 競爭下，CSR 活動效果參數對最適出口補貼率之影響 

 

我們可以得到在產品替代性K不斷增加時，最適出口補貼率
2 會逐漸遞增 

(見圖 5-1)，而在 2 較大時的斜率會比 2 較小時來的大，即在相同的K下， 2 較

大時的補貼率會比較高。  

另外可知當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愈大，最適補貼率會逐漸遞增 (見圖

5-2)，而在K較大時隨著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愈大其斜率愈大，截距亦比K較

小時來得大，因此在 2 相同的情況下，K較大時的補貼率都會比K較小時高。 

 

 

圖 5-3 產品替代性對本國廠商產量之影響 

 

較小時 

  

 較大時 

 

Cournot 

 
 

Stackelberg leader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4 

 

圖 5-4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對本國廠商產量之影響 
 

 

所以由上述圖形中可知，當產品替代性K及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提高時，

都會導致最適出口補貼率提高即 0 Ks 、 02  s 。其經濟涵義為政府決定

的最適出口補貼率會使本國廠商的生產數量提高至恰好等於 Stackelberg 領導者

的生產數量， 4因此出口補貼率是否會提高取決於 K 或 2 增加是否會增加 

Stackelberg leader 
5及 Cournot 均衡之間的差距，若兩者的均衡產量差距擴大，政

府則應提高出口補貼率使本國廠商產量達到 Stackelberg 領導者地位。由 (5-6) 式

可知，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  0s 為 Cournot 均衡，因此我們由數值分析可以得

到隨著K提高，本國廠商的 Cournot 均衡產量會遞減 (見圖 5-3)，而對應該產量

的 Stackelberg leader 均衡產量會隨著K的提高先遞減後遞增，代表K的增加會導

致兩者的均衡愈偏離，因此政府應提高出口補貼率才足以達到 Stackelberg leader 

均衡的產量。可知K的提高代表廠商間競爭程度愈激烈， Stackelberg leader 的先

發優勢 (first mover advantage) 愈明顯。另外若隨著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愈大，

Cournot 及 Stackelberg leader 均衡的產量皆會遞增 (見圖 5-4)，但前者增加的速

度較後者慢，因此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的增加會使兩者的均衡差距愈大，可知 2

的提高會使 Stackelberg leader 的先發優勢愈明顯，因此政府應提高出口補貼率至

本國廠商達到 Stackelberg 領導者地位，此時補貼額度方為最適的出口補貼。 

                                                       
4 參見 Brander and Spencer (1985) 命題三。 
5 本文本國廠商 Stackelberg leader 均衡產量為 )224()]()(2[ 22  KcAKscA fh 。 

Cournot 

  

 

Stackelberg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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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文於楊雅博、黃鴻 (2003) 一文考慮本國廠商投入 CSR 活動之情況，並

引用 Kopel (2009) 一文中對消費者而言投入 CSR 活動是產品品質的提高，並

將 CSR 活動導入消費者效用函數，建立一個三國兩廠商的貿易模型並分別探討

在異質 Bertrand 價格競爭及異質 Cournot 數量競爭不同的競爭型態下，討論其

對最適貿易政策的影響並和傳統結果比較。研究發現，在消費者效用函數中導入

本國廠商的 CSR 活動，會影響本國廠商面對的需求函數及利潤函數，進而影響

社會福利函數並改變最適貿易政策的制訂。本文強調在政府的最適貿易政策下，

本國廠商投入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和產品替代性的作用。我們得到若干的結論， 

列舉如下。 

首先，在 Bertrand 價格競爭第二階段的市場均衡時，當 CSR 活動的邊際

效果不是很大的情況下，出口稅率提高仍然會使本國與外國廠商的訂價提高；和

傳統策略性貿易文獻不同的是當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相對較大時，出口稅率的

增加，會導致本國與外國廠商的訂價降低，因此會影響政府最適貿易政策的制訂。

其次，在政府決策為最適時，產品替代性愈大或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愈大時，

會有從出口課稅變成對出口補貼的情況發生，得到異於楊雅博、黃鴻 (2003) 及 

Eaton and Grossman (1986) 的結論，即最適貿易政策為對出口補貼。 

再者，在 Cournot 數量競爭時，因為產品替代性及 CSR 活動的邊際效果對

出口補貼率皆為正向的影響，因此得到與 Brander and Spencer (1985) 及 Eaton 

and Grossman (1986) 相同的結論，即最適貿易政策為對出口補貼，亦可知本國廠

商有 CSR 活動投入的情況下，最適補貼率會高於沒有 CSR 活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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