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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內容 

對食品的銷售而言，食品的製造日期及有效食用的截止日期，是消

費者進入商店站在貨架前，決定是否購買與決定購買多少數量的參考指

標。本研究站在某新鮮性食品銷售商利潤最大化立場，考慮：應如何決

定銷售期間每一時點售價問題。模式之最佳售價函數的性質及其敏感度

分析的管理意涵，為本文模式 1 的主要內容。 

在市場上，同一類產品之劣質品混充優質品的銷售標示不實問題，

已是常見的現象。此欺騙消費者行為，又約可分為二種。一種是其混充

的劣質品對人體健康有害；另一種則是對人體健康無害。本文稱後者問

題為純混充問題，並稱其產品為純混充產品。本文模式2 係針對：純混

充問題所涉及的因素，製作成一個可具體討論的型態。透過此模式進一

步了解，在某一時點廠商利潤最大化之混充比例值是如何影響分食市場

產品的價格與售量；以及受影響的產品價格與售量，在下一時點又如何

回頭來影響廠商利潤最大化之混充比例值。應用前述隨時間而互相影響

的關係，可以了解政府衛生機構之稽核廠商混充行為的預算(單位時間之

稽核次數)，是否足以遏止廠商的不法混充行為發生。 

 

關鍵詞：新鮮、最佳控制、混充、分食、市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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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food sales, the date of manufacture and the date of expiry are two 

reference indices for consumers in deciding whether to purchase a particular 

food product and the quantity to be purchased when they are in front of the 

shelves in a store. This paper looks at pricing of food products from a profit 

maximization perspective, and considers how a fresh food vendor should 

determine prices at each point in the sales period. The main content of Model 

1 consists of the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of the nature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the optimal price function of the model. 

In the market, the problem of false labeling, where inferior products are 

passed off as superior products of the same type, is a commonly observed 

phenomenon. This form of consumer fraud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wo 

types. In the first type, the inferior products are harmful to human health, 

whereas in the second type, the products pose no harm to human health.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latter as a “pure mislabeling problem” and the products 

involved as “pure mislabeled produc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del (Model 

2) that can be discussed specifically based on the factors that bring about or 

affect the problem of pure mislabeling. This model is used to facilitate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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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vendor’s profit maximizing ratio of mislabeled 

products affects prices and sales volumes in a cannibalized market at given 

points in time. Model 2 also shows how the changed product price and sales 

volume in turn influence the profit-maximizing ratio of mislabeled products at 

a subsequent point in time. The above mentioned relationship of mutual 

influence over time facilita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whether a governmental 

health organization’s budget for vendor mislabeling inspection (i.e., the 

inspection frequency per unit time) is sufficient for preventing the occurrence 

of illegal mislabeling among vendors. 

 

Keywords：Freshness, Optimal Control, Mislabeling, Cannibalization,Market 

Equilibrium 



 
 
 
 
 
 
 
 
 
 
 
 

 

 iv 

目 錄 

中文摘要 …………………………………………………………………………… i 
英文摘要 …………………………………………………………………………… ii 
目錄 …………………………………………………………………………… iv 
圖目錄 …………………………………………………………………………… vi 
第一章 緒論……………………………………………………………………… 1 

1.1 問題背景與動機……………………………………………………… 1 
1.2 研究目的……………………………………………………………… 3 
1.3 研究設計與架構……………………………………………………… 4 

 1.3.1 變分法標準型模式…………………………………………… 5 
 1.3.2 標準型模式之最佳解的必要條件………………………… 6 
 1.3.3 本研究架構…………………………………………………… 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1 
2.1 效期影響需求售價控制模式之相關文獻……………………… 11 
2.2 劣質混充優質分食模式之相關文獻…………………………… 12 

第三章 食品效期影響需求之售價控制模式…………………………… 15 
3.1 符號與假設…………………………………………………………… 15 
3.2 模式建立與最佳解… … … … … … … … … … … … … … … … … 18 
3.3 最佳解的敏感度分析……………………………………………… 22 
3.4 討論…………………………………………………………………             26 

第四章 劣質混充優質食品之分食模式……………………………… 28 
4.1 符號與假設…………………………………………………………… 28 
4.2 模式建立與最佳解………………………………………………… 30 

 4.2.1 市場分食與價量關係……………………………………… 31 
 4 .2 .2 最佳混充模式與最佳解……………………………… 37 

4.3 市場均衡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42 
4.4 討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 

第五章 結論………………………………………………………………… 48 
參考文獻 …………………………………………………………………………… 51 



 
 
 
 
 
 
 
 
 
 
 
 

 

 v 

圖目錄 
圖1.1  研究架構…………………………………………………………………10 

圖3.1  食品在 t 點的最佳出售率
*′− tI …………………………………………23 

圖3.2  當 a 增加, c 增加, v 增加或h 減少之最佳解
*′− tI 的變動………24  

圖3.3  食品之最佳售價函數 *
tP 的圖形………………………………………25 

圖 4.1  (4.1)與(4.2)之價格 ip 與需要率 iq 的關係…………………………32 

圖 4.2  ),( 21 vvf 之定義域被產品 1, 2 的分食情況………………………33 

圖 4.3  廠商所選擇之混充比率θ對產品 i價量影響…………………………37 

圖 4.4  混充比率θ 與市場分隔線 θL 的關係圖……………………………… 45 

 



 
 
 
 
 
 
 
 
 
 
 
 

 

 1 

第一章 緖論 

 
食品銷售管理問題的產生約可分為兩部份，分別為食品管理者所面

對的內部控制議題與外部競爭之策略議題。由企業外部往內部觀察，最

常見的為售價控制議題；由內部向外部觀察，最常見的同類異質食品的

分食議題。本文針對前述兩議題，分別構建兩數學模式討論之。其中模

式 1 為食品效期影響需求的最適售價控制模式；模式 2 係針對市場上標

示不實，以劣質食品混充優質食品銷售，欺騙消費者之問題，製作成可

具體討論的數學模式。 

 

1.1 問題背景與動機 

具新鮮性食品，特別是與生產季節有關的食品，其製造完成後之可

銷售期間大致上是固定的；故廠商為求最大利潤，其在各時點售價的決

定與調整，亦須在可銷售時間的區間內全盤考量。Chen and Tsai (2008)

提出，對某種食品之需求者而言，若要確保購入所取得之食品的新鮮性，

最放心的方式就是依據：依據食品可安全被食用的有效日期，反推決定

下訂單預約生產的時間點後，再向生產者要求取得貨品的時間與數量。

對買入賣出之銷售商而言，若要確保其所銷售食品的新鮮品質，不只要

對生產者提出前述要求；也須設法瞭解消費群對食品新鮮性需求的反

應，才能有效規畫如何透過自行生產方式或下訂單方式，決定自生產者

取得貨品之時間點與數量，以確保食品的新鮮品質。 

一般而言，食品在生產與銷售過程，往往很難控制達到前述「絕對

新鮮」的理想狀況。概因須忍受待售全體食品之新鮮度，會隨時間經過

而降低的普遍存在屬性。這種普遍存在的貨品屬性，正是具新鮮特質之



 
 
 
 
 
 
 
 
 
 
 
 

 

 2 

貨品存貨模式的特徵。究竟這種具有食用效期的季節性產品，該訂定何

種價格水準，是產品出售前經常困擾廠商的問題；概因售價提高後，有

恐會造成產品在市場的需求量減少，到底是高售價水準還是低售價水準

會為廠商帶來較多的利潤？如何將產品在食用的有效期間內順利售出，

並得以在期末全數出清存貨，達成預期的最佳化利潤，是執行銷售前內

部管理規劃的策略問題。本文的主要研究內容，即針對廠商在銷售期間，

探討其最佳售價的控制決策效果。如何掌握消費者對於食品新鮮性程度

隨各時點的變化，而有所不同的購買需求反應，是廠商在食品銷售區間

內首要關注的課題。由此可知，研究在銷售區間內如何滿足消費者對於

新鮮性食品的購買需求，達成各時點售價水準與存貨水準的有效控制，

對食品銷售廠商之獲利具有特別的意義。 

對單一潛在消費者而言，物超所值是消費者採取購買行為的必要條

件。當兩種同類不同質產品，皆同時出現物超所值現象時，大都會選購

物超所值較高之產品，此即為產生市場的分食現象來源。廠商在面臨愈

來愈多同類異質產品競相分食，而沒有合法本事可創新差異化，增加產

品價值的情況下，為使成本更低或利潤更多的考量，遂誘其形成產品內

容與標示不實，而以劣質產品充當優質產品銷售的欺騙行為發生。儘管

前述企業不道德行為將造成商譽損失，賠掉消費群體對於企業品牌的信

任，也可能因此面臨法律制裁，而陷入經營危機的不良後果。然而，企

業不道德欺騙行為之傳聞仍層出不窮，總是不能倖免的在全球各地發

生，其中之道理何在？ 

2013 年 10 月台灣爆發大統長基公司不論在製作橄欖油、花生油或沙

拉油，全都加入相當比例的低價低品質棉籽油混充，與富味鄉公司以低

價黃麻油、棉籽油混充芝麻油銷售之欺騙消費者的事件，引起國內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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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食品安全與品牌信任很大的衝擊與震撼。大統長基公司長期以油

品調油配方掠奪低價食品通路與代工市場(售價比同業便宜至少一成)為

策略，達到台灣食用油 10%的占有率；富味鄉公司強調品質優良以高價

策略(售價比同業高出至少二成)，贏得台灣芝麻油 70%的占有率。其中，

富味鄉公司曾獲得代表國家品質保證的磐石獎，及象徵企業最高榮譽的

金商獎。前述兩家公司皆具品牌優勢，卻藉混油壓低成本銷售以提高獲

利，其欺騙行為不僅成為食用油市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真實寫照，更

使得長期食用之國人，渾然不知已造成其健康不良的影響。在這劣質油

混充優質食用油銷售的事件中，除了引起消費群體憤怒，食品安全管理

議題，再度成為全球所關注的焦點外，大統長基持續長達 7 年不法混充

行為，直至今日才被發現的事實，也同時引發政府衛生單位之稽核效率

該如何被檢討的議題。 

 

1.2 研究目的 

食品銷售商往往為如何在銷售期間控制其售價思考對策，特別是產

品被生產完成後，其可被食用的效期受到限制之農產食品(如夏季可保存

時間長度與冬天不同)更是如此；概因其各時點之售價如何隨市場季節等

環境而調整，為經常發生的決策問題。由於食品在生產與銷售過程中，

必須考慮待售食品之新鮮性(或食用效期)，此新鮮性具有隨時間經過而降

低之屬性，也是具新鮮性產品存貨模式，與其他產品存貨模式最大的不

同點。因而，如何設法在可食用的效期區間內，決定各時間的售價水準，

以使廠商利潤最大，為本研究目的之一。 

當產品之市場價格大於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認知價值(願買價格上限)

時，消費者會採取不購買的行為；而當市場價格小於消費者對於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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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價值時，消費者才有可能會採取購買行為。(只是可能購買，但還不

一定購買；概因它還須要消費者有經濟能力才會購買)。假設市場出現兩

種替代之同類異質產品，(例如沙拉油與橄欖油)提供消費者選購，若兩者

的個別售價水準均同時小於消費者的願買價格上限，則因此消費者無論

購買那一種產品，消費者皆有物超所值的感覺；此時消費者的購買決策

所出現的市場現象，將被稱為市場分食現象。當劣質食品混充優質食品

進入市場後，二替代產品個別的價量將產生何種變化，為本研究目的之

二。另站在維護消費者權益之政府衛生單位立場，如何決定衛生單位稽

核廠商混充行為頻率，每次稽核廠商的樣本數，及稽核廠商混充行為的

平均間隔時間，是政府以有限的稽核成本，達到遏止食品廠商不法混充

行為需考慮的問題(維護消費者權益程度)。這問題是本研究目的之三。 

 

1.3 研究設計與架構 

本文以食品銷售商的立場，針對食品售價控制問題與同類異質食品

的價量競爭問題，分別構建數學模式探討之。其中模式1為：食品效期影

響需求的售價控制模式；模式2為：劣質混充優質食品之分食模式。 

求模式1最佳解的方法，屬於最適控制理論中之變分法(Calculus of 

Variation)，惟模式1的數學模式並非標準型之變分法。因此求最佳解之數

學技巧必須自行研發，其最佳解的必要條件包括尤拉(Euler)方程式及殘值

(Salvage Value)。變分法的發展歷史，及最佳解必要條件的推導過程如下： 

變分法始於擺線(Cycloid)的問題，它是在 1696 年 6 月於教師學報(Acta 

Eruditorum)首次被提到的最速下降曲線問題(Brachistochrone Problem)：若

A 和 B 是垂直平面上給定的兩點，如何尋求運動粒子 M 的路徑 AMB，

使得粒子 M 在自身重力作用下的下降路徑，能在最短時間內由 A 點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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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點。這個對外公開尋解問題之徵答期限止於 1696 年底；經兩次徵答的

結果，共有 5 位數學家解出正確的答案擺線，而解答這個問題的方法，

是引用 Snell 光學折射原理(Snell’s Principle)獲得的。經過數十年擺線最速

下降問題，題型及解法的改變與修正，到了尤拉(Euler) 的手中，才將它

發展成為另一門數學學門，稱之為變分法(Calculus of Variation)。變分法

的另一位鼻祖則是法國數學家拉格朗日(Lagrange, 1736~1813)，他以純分

析的基礎建立變分法模式，並努力下使變分法成為現代分析學的重要學

科。現敘述變分法之標準型模式，及標準型最佳解之必要條件：尤拉(Euler)

方程式如下。 

 

1.3.1 變分法標準型模式 

大致上，我們可將變分法標準型模式表示成 

 dttxtxtF
t

t∫ ′1

0

))(),(,(max                              (1.1) 

  限於 00 )( xtx = , 11)( xtx =  

其中，目標函數 ))(),(,( txtxtFF ′= , ],[ 10 ttt∈ ，具有下列假設 

條件： 

1. 1010 ,,, xxtt 皆為已知常數。 

2. ),,( wvuFF = 為 wvu ,, 之變數的連續函數 v
F
∂
∂

, w
F
∂
∂

皆為連續函 

數，模式(1.1)的目標函數中所出現的 ))(),(,( txtxtF ′ ，是 

),,( wvuF 與 tu = , ),(txv = )(txw ′= 的合成函數。 

3. 我們將用符號 xF 表示 v
xxtxtF

∂
′∂ ))(),(,(

而用符號 xF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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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xxtxtF

∂
′∂ ))(),(,(

。 

4. 模式之可行解的認定條件為， 00 )( xtx = , 11)( xtx = ,且 )(tx′ 在 

[ 10 , tt ]中皆存在且連續(即 ],[ 10 ttcx ′∈ )。 

 

1.3.2 標準型模式之最佳解的必要條件 

    假設模式之最佳解存在，並用符號 )(** txx = 表示其最佳解。 

若 )(txx = 為模式的可行解，則由(1.3.1)之假設條件(4)得知， )(thh = , 

)()()( * txtxth −= , 會滿足條件： ],[ 10 ttch ′∈ , 0)()( 10 == thth 且

)()()( * txthtx += , 為模式的可行解。反之，當 )(txx = 為模式的某一可

行解，若令 )()()( * txtxth −= , 則由(1.3.1)式之假設條件4得知，對任意

實數a , 函數 )()(* tahtx + , 10 ttt ≤≤ , 皆是模式之可行解。因此，任給

定函數 h 後，若令 

        dtthatxtahtxtFag
t

th ))()(),()(,()( 1

0

** ′+−= ∫ ′
 

則易知，函數 gh在 0=a 這點有最大值。 

因而， 

[ ]∫ ′+=′= ′
′

′
=

1

0

)()(),(,()()))(),(,()(0 ****
0

t

t xxa
dtthtxtxtFthtxtxtFag   (1.2) 

 

利用(1.2)式，應可進一步獲得最佳解
*x 的必要條件；為此，我們需要先

介紹一些預備知識如下，即現介紹下列預備定理 A與預備定理 B ，然後

再應用它們至(1.2)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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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定理 A：假設函數為 ],[ 10 tt 上之連續函數，即 ],[ 10 ttcg∈ 。 

若滿足條件： ),( 10 ttch ′∈ , 0)()( 10 == thth 之任意函數h ,等式 

             0)()(1

0

=′∫ dtthtg
t

t 皆成立；則 g 必為 ],[ 10 tt 上的常數函數。 

       證明：令常數 c為 

             dttg
tt

c
t

t
)(1 1

001
∫−

=  

             即常數 c滿足 

             ∫ −= 1

0

])([0
t

t
dtctg  

             令  

             ∫ −=
t

t
dscsgth

0

])([)( ,  

             則  

             ],[)( 10 ttcth ′∈ , 0)()( 10 =− thth                  (1.3) 

                                             

              由預備定理 A之假設條件可得 

              dtthtg
t

t
)()(0 1

0
∫ ′=  

                dtctgtg
t

t∫ −= 1

0

))()((  

              利用(1.3)式得 

                 dtctgctg
t

t∫ −−= 1

0

))()()((  

                 dtctg
t

t∫ −= 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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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ctg =)( , ],[ 10 ttt∈∀ ,為一常數； 

               因此預備定理 A得證。 

 

預備定理 B ：假設二函數 gf , 皆滿足 ],[, 10 ttcgf ∈ 。令函數集合 S 為   

            ],,[{ 10 ttchhS ′∈= }0)()( 10 == thth 。 

            若對 S 中任一元素h ，恆有 

             ∫ =′+1

0

0)]()()()([
t

t
dtthtfthtg             

             則 ],[ 10 ttcf ′∈  且 tgtf ()( =′ ) ],[ 10 ttt∈∀  

       證明：假設 Sh∈ , 由預備定理 B 假設提條件得 

             ∫ ∫ ′+′= 1

0

1

0

)()()()(0
t

t

t

t
dtthtfdtthtg ;利用部份積分 

               ∫ ∫ ′+′−= 1

0

1

0

)()()()(
t

t

t

t
dtthtfdtthtG  

              式中  

             ∫=
t

t
dssgtG

0

)()( ∫ ′−= 1

0

)()]()([
t

t
dtthtGtf  

                 

由預備定理 A得知： 

                ctGtf =− )()( 為一常數函數 

因而            )()()( tgtGtf =′−′  

現將預備定理 B 的結果應用於(1.2)式，可得 

        ],[ 10 ttcFx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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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xtxtF
dx
dtxtxtF xx

′
′

′ = , ],[ 10 ttt∈∀  

    上式即為，標準型模式，最佳解的必要條件：尤拉(Euler)方程式 

 

1.3.3 本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架構如圖1.1所示：第一章為緒論，包含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研究設計與架構。闡述食品銷售管理常見之兩議題，其產生

的原因及背景。針對食品管理探討常見的，組織內部售價控制與外部分

食競爭策略議題，分別建構數學模式。求數學模式最佳解之研究方法，

分別是：最適控制理論中之變分法，與個體經濟分析法。第二章為文獻

探討，介紹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以瞭解該領域相關學者之研究情形及

發展趨勢。第三章為食品效期影響需求的售價控制模式，其內容包括新

鮮性食品之各時點售價如何控制的問題緣起，如何將問題製作成數學模

式，如何求最佳解性質及如何討論最佳解的敏感度分析。第四章為劣質

混充優質食品之分食模式，此模式是源於台灣社會近期發生不實廠商，

以劣質混充優質品銷售之欺騙大眾事件的構思，找出主要關係變數，並

利用其變數之間的關係製作問題。其目的是期望透過此模式，能有效分

析，純混充產品之廠商最佳混充值與環境變數的關係，及這些關係是如

何扭曲分食市場之產品的價量變化。研究結果顯示：具混充行為之廠商

出入分食市場，將使分食現象可能導致三種不同型態的市場價量均衡狀

態。此三種可能的均衡狀態，是廠商在利潤最大化下，反應各時點環境

變化後(各時點市場售價變動)，而調整其最佳混充比例值，所引起的一連

串交替互動關係。這些互動關係可提供政府衛生單位，編列稽核預算，

製定稽核頻率，及決定每次稽核廠商樣本數等，重要參考依據。第五章

為綜合各章大要及結論，並提出後續研究發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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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整理 

 

問題背景 
提問 

 

構建數學模式 
探討與分析 

相關文獻探討 
研究設計 

效期影響需求 
售價控制模式 

劣質混充優質 
分食模式 

結論 
建議 

廠商最佳混充決策 
市場均衡關係 

最佳解性質 
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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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站在某食品企業管理者的立場觀察，最常見的議題為：售價與存貨

如何隨時間而控制議題，及同類不同質二產品售價水準如何隨時間變動

的議題。其相關文獻，分別陳述如下。 

 

2.1 效期影響需求售價控制模式之相關文獻 

消費者購買決策通常受到產品的品質、願買價格與能買價格所影

響。在諸多可替代的同類不同質之產品中，消費者會選擇購買物超所值

最大的產品。對於具有使用效期限制的季節性食品，尤其會注意購買時

的新鮮程度，作為辨認品質的基礎。即消費者在考量有效被食用之時間

長度還剩多久，及交易成本之考量下，可能增加或減少其原先欲購買之

數量。依據 Mazumdar (1993)研究：影響購買決策的主要因素，是產品認

知價值所形成的購買意願指標。對食品而言，此認知價值還包含食品的

新鮮度所代表的食物品質。 

檢視存貨模式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涉及貨品新鮮性用語之存貨模

式，約可分為下列二類。第一類是根據 Anvari (1987)、Chung (1990)、 Chen 

and Chuang (2000)、Chuang (2001)、Douillet and Rabenasolo (2008)、Shih 

(1973)、Haji and Darabi (2010)等學者研究，其貨品為隨機需求且其銷售

時間為未來某一時點之報童(Newsboy)存貨問題；第二類是根據 Chung 

(2011)、Dye and Chang (2007)、Dye et al. (2007)、Ouyangan and Yen (2009) 

等學者研究，其貨品為具有隨時間而減少(Deteriorate)之退化性存貨問題。 

第一類貨品之所謂新鮮性用語，乃指其貨品的消費效用時間，就如

同報紙是以其出刊時間(日期)為基準，作為有效與無效的二分法區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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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述第一類貨品之新鮮屬性衡量與本文之食品的新鮮屬性衡量不

同。即報童存貨問題之可有效使用指標為二分法指標，而食品存貨問題

之可有效使用指標為連續性指標。前述第二類退化性貨品的所謂新鮮性

用語，乃是用來詮釋：即使在未銷售情況下，其貨品仍會隨時間而導致

數量減少(如汽油等具揮發性貨品)。因此，第二類貨品的新鮮性用語，與

本文之食品的新鮮性用語，二者的實質意義不同。概因食品新鮮度下降

現象，乃是所有待售貨品的品質一起隨時間而降低(食品數量並未隨時間

減少)；而不是如第二類之退化性貨品數量，會隨時間而減少。具新鮮性

食品，特別是與生產季節有關的農產食品；其可銷售期間大致上是固定

的，其售價往往亦須隨時間不同而不同。 

在利潤最大化考量之假設下，Whitin (1955)、Martin (1994)探討價格

水準如何隨存貨成本與訂購成本不同而調整的問題；進而構建各時點價

格皆可能不同的存貨模式。Porteus (1986)則考量對消費者應如何折扣，

可提高消費者訂購數量或降低其訂購成本(降低儲存成本)。雖然以上諸研

究學者皆是針對售價水準，與產品銷售數量及存貨成本之間的關係，構

建其存貨模式；惟皆未考慮各時點售價與存貨量之間變動關係，所形成

的售價控制問題；尤其是具效期因素食品的價格控制問題，更是缺乏被

討論。 

 

2.2 劣質混充優質分食模式之相關文獻 

當食品銷售無法推出自家產品創新與差異化價值，面對市場出現層

出不窮之同類(或替代性)產品與國際物價波動造成的成本提升時，降低成

本或提高售價似乎成為最容易辦到的經營手段。根據市場供需法則，消

費者購買意願會隨價格降低而增加數量，當取得市場愈多類似產品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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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其需求彈性就愈大。例如 A 品牌衛生紙漲價，消費者便轉向其他 B

品牌購買，等到 A 品牌跌價再回頭比價，考慮是否再購買 A 品牌。因此

誘發企業冒險以低品質產品混充高品質產品銷售，以低價取得市場售價

(占有率)競爭地位的動機。 

當市場出現兩個同類不同質產品之競爭現象，為免於獲利的不確定

性，廠商通常會思考是否改變目前銷售產品的品質，同時設法使消費者

感覺出其所支付之市場價格遠小於其價值，來面對市場價量變化關係以

確定獲利。依據 Besanko (1990)、Chen and Yu (2002)研究，所謂分食是指：

兩種產品間潛在市場相互瓜分的現象。因時代的發展趨勢，促使產品生

命週期愈來愈短，新、舊產品競相佔據市場現象變得無可避免，再加上

市場出現新產品的加入，遂使得產生兩種以上之產品的分食市場現象

(Product Cannibalization)變成愈來愈普遍。此普遍現象的發展趨勢，將可

能抵銷或減弱現有市場產品獲利，進而影響現有企業的總利潤。 

Gerstner (1985)、Teas and Agarwal (2000)、Grewal et al. (1998)、Xua et 

al. (2004)、Gourlie (1995)、Zarkin and Anderson (1992)的研究指出：當愈

來愈多產品提供消費者選擇購買時，不熟悉或品質差異不大之產品，價

格就自然成為消費者選購的依據指標。對於難以選擇之同類不同性質產

品，產品標示的確可降低消費者對品質不信任感，也可幫助提高其選購

的決定，因此產品標示內容的呈現，成為銷售商向消費者傳達產品品質

之重要訊號。最近標示不實問題在台灣社會再度引起很大關心與注意，

尤其以食品標示不實問題所引起的健康不良後果，更令人擔心與憂慮。

如此使得消費者對於企業品牌的經營，與政府認證標章的把關失去信

心；不僅影響人民對於政府確保食品安全的信任與國內經濟的發展，也

動搖台灣美食王國的物廉價美的招牌。儘管食品銷售商為追求利潤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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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的行為因違規事件處以罰則，仍然總是在全球各地時而發生。 

2013 年 2 月美國蜂蜜供應商Groeb Farms因標示不實，遭兩百萬美元

罰款換取緩起訴，數月後宣告破產；同年 7 月惠氏藥廠因某款藥物誇大

療效，而被美國以 4 億 9 千萬美元處以重罰。相較台灣 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網站所公開之資料顯示，去年 處分違反食品標示者罰鍰於新

台幣 1.5 萬元至 5 萬元之間，食品藥物管理法新法施行後，標示不實罰款

改為新台幣 4 萬元至 20 萬元，攙偽造假最高罰款 1 千 5 百萬元。然而，

某知名糧商以越南米混充台灣米(以低價產品混充高價產品)銷售，儘管遭

撤銷糧商執照，仍有 8 張執照可繼續營業。  

雖然政府衛生單位對食品糧商以同類低品質產品，混充高品質產品

銷售給消費者的欺騙行為，有一些處罰規定；但前述廠商欺騙消費者行

為仍普遍存在於市場。究其原因，誘導廠商對食品標示不實之原因在於

廠商混充後之成本價差所造成。概因廠商違規之超額利潤所得，相較於

其混充行為被政府發現所需支付之罰款為大。廠商採混充行為所得的超

額利潤，大於其違規被罰的平均損失，是廠商採取混充行為的必要條件。

站在政府衛生單位的立場，如何透過有效稽核，及透過立法院對目前罰

款函數的修訂，來遏止廠商混充行為，實屬全民的殷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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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食品效期影響需求之售價控制模式 

 
一般而言，食品可被有效食用的時間長度，會影響消費者的需求量：

概因一消費者購買食品所付出的代價除價格外，尚包含取得食品所付出

的交易成本(如耗用購買過程中之時間、停車費、汽油等)。若所購買之食

品效期長，則它是單次購買量增加的有利因素(可減少購買頻率，而降低

消費者每產品單位的交易成本)。本模式是針對食品在效期銷售區間內，

探討效期與價格是如何同時影響潛在消費者購買意願；進而如何影響廠

商在利潤最大化下，最佳售價控制函數的決定。最佳售價控制函數具有

那些性質，及這些性質又具有那些管理意涵為本章的主要內容。 

 

3.1 符號與假設 

本模式的假設，及所使用之參數(模式中的常數)、給定函數，與決策

變數之意義如下： 

 

v：食品能被有效使用的時間上限。 

    v為從進貨時點0開始起算，至該食品能被有效使用(有效食用 

    或使用截止日)的時間長度。 

T ：代表此食品可能銷售之時間長度。即此食品的銷售區間為 ],0[ T ， 

    T 為模式的參數，其中 vT ≤ 。 

h ：單位食品在單位時間內之儲存成本。 

c：單位食品之進貨或生產成本。 

A：整備成本 (The Setup Cost)。 

)( pr ：消費者對售價 p 所反映的潛在需求率(單位時間需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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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潛在需求率就是食品需求者，在獲得售價水準為 tp ，但未考慮 

其食用效期為何的需求率。本模式假設 )( pr 為售價 p 的線性函數：

bpapr −=)( ，其中 0>a , 0>b 且皆為參數，參數 a 將被稱為潛在需

求率上限(因售價 p 下降至0 時，潛在需求率 )( pr 上升至 a )； ba / 將被

稱為售價上限(因售價 p 上升至 ba / 時，潛在需求率 )( pr 下降至 0 )。 

即 

       +→0
lim
p

apr =)(  且
−→ )(

lim
b
ap

0)( =pr                    (3.1) 

 

tp ： tp 函數為時間 ],0[ T 上的決策函數，其中 tp 值, ],0[ Tt∈ 為 t 時 

     點的售價水準。      

)(tθ ： )(tθ 為消費者在 t 時點進入銷售展示場，並獲知售價為 tp 而成為

潛在需求者後，當其察覺食品能被有效使用之剩餘時間為 )( tv −

時，仍願意購買之比率；其中 )(tθ 為時間 t 的遞減函數且滿足 

,1)(0 ≤≤ tθ  0)( =vθ , 1)0( =θ                      (3.2) 

 

若假設 )(tθ 為 t 的線性函數，則由(3.2)可得 

      v
tvt −

=)(θ , ],0[ vt∈                               (3.3) 

 

本模式可假設    

           0)( ≥+− Thc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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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理由如下：因 Tp 為T 時點之售價， )( Thc + 為T 時點出售之單位

成本(含單位進貨成本 c 及儲存成本Th )，故T 時點售出食品之單位利潤

須滿足  

          0)( ≥+− ThcpT  

 

(概因若 0)( <+− ThcpT ，則表示食品銷售商可以在其他條件不變下，

減少原進貨計劃之期初進貨量，而縮短食品被售完的時間長度，以增加

利潤)。 

因此，由(3.1)式可得下列不等式 

        0)()( ≥+−≥+− ThcpThc
b
a

T                       (3.4) 

 

tI ： t 時點待售食品的數量， ],0[ Tt∈ ,其中 tI 為 t 的遞減函數。 

     即- tI ′為時點 t 的銷售率。 

由(3.1)式、(3.2)式及(3.3)式可得 

        - )()( tprI tt θ=′   

           0)( ≥
−

−=
v

tvbpa t , vTt ≤≤≤0                 (3.5) 

 

從(3.5)式可得 tp 與 tI ′有下列關係 

        b
a

tvb
Ivp t

t +
−
′

=
)(  , ],0[ Tt∈ ],0[ v⊂  , vt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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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以符號 L 代表食品銷售商在時間 ],0[ T 內的利潤。由於 tI ′− 為 t

時點的銷售率， )
)(

(
b
a

tvb
Iv t +
−
′

為 t 時點的售價， thI 為 t 時點的存貨成

本， )( 0 AcI + 為時點 0 的總進貨成本(不含存貨成本)，故 L 可表示成 

        AcIdthII
b
a

tvb
IvL tt

tT
−−−′−+

−
′

= ∫ 00
]))(

)(
([            (3.7) 

 

3.2  模式建立與最佳解 

    應用(3.5)式、(3.6)式及(3.7)式得知：若銷售商欲在時間 ],0[ T 內決定

各時點 t 的售價 tp (或稱決定各時點的出售率 tI ′− )以求 ],0[ T 內之總利潤

最大；則其最佳控制模式為 

        AcIdthII
b
a

tvb
IvILMax tt

tT

I −−−′−+
−
′

= ∫ 00
]))(

)(
([)(  

        受限於 tI ′存在且為 t 的連續函數, ],0[ Tt∈ ; 0≤′tI , ],0[ Tt∈∀  

        0=′TI ; 0I 具自由性(即 0I 值可隨可行解 I 不同而不同)  (3.8) 

 

    由於模式(3.8)式之可行解 tI 須滿足限制條件： 0≤′tI , ],0[ Tt∈∀ 而

使得模式(3.8)式不是典型的變分法問題(參見 1.3.1)。因而求(3.8)式最佳解

時，不能直接套用典型變分法問題之最佳解必要條件(參見 1.3.2)來求解，

這種非典型變分法問題之最佳解必要條件為何，是首先須克服的問題。 

 

本文採取下列二個步驟，求(3.8)之特殊型變分法問題的最佳解。 

步驟 1：先忽略(3.8)式可行解的下列限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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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tI , ],0[ Tt∈∀  

        而考慮下列典型變分法問題 

        AcIdthII
b
a

tvb
IvILMax tt

tT

I −−−′−+
−
′

= ∫ 00
]))(

)(
([)(      

        受限於 tI ′存在且為 t 的連續函數 

        0=′TI ; 0I 具自由性                                (3.9) 

 

步驟 2 ：假設
*
tI , ],0[ Tt∈ 為 (3.9)的最佳解，並思考下列問題：        

a , b ,T 與 v 等模式參數值須具備何種關係，才可使得典型變

分法問題(3.9)式的最佳解
*
tI ，同時也是非典型變分法問題(3.8)

的最佳解。 

 

    鑒於(3.8)的任一可行解 tI ，同時也是(3.8)的可行解，但(3.9)的可行解

未必是(3.8)的可行解。若能證明(3.9)的最佳解
*
tI 滿足(3.8)特有的限制條

件： 0≤′tI , ],0[ Tt∈∀ , 則由步驟 2 可得
*
tI 同時也是(3.8)的最佳解。因

此，以下本模式將採取上述步驟 1 及步驟 2 思維方法追尋(3.8)的最佳解。 

    求得(3.8)的最佳解屬於典型變分法問題，應用現有變分法理論可得

(3.9)最佳解之一階必要條件如下：將(3.9)式之 I 與 I ′分別看成(1.1)式之 x

與 x′，並令 

tt
t

tt hII
b
a

tvb
IvIItF −′−+
−
′

=′ ))(
)(

(),,( , 殘值函數 00 )( cI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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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1.1)之討論可得：(3.9)最佳解
*I 的必要條件如下 

1. 尤拉(Euler)方程式條件(Kamien & Schwartz , 1981, pp.14) 

    ]
)(

2[ ***

b
aI

tvb
v

dt
dF

dt
dFh tII −

−
−

===− ′
′ , ],0[ Tt∈∀        (3.10) 

   其中 ttI IItFF ),,( *** ′=  

 

   經積分後可得 

            







−

−
−

=+− ′

b
aI

tvb
vkht t

*

)(
2

, ],0[ Tt∈∀          (3.11) 

   其中， k 為積分數。 

 

2. 0I 具自由性(Salvage Value)條件(Kamien & Schwartz, 1981, pp.66)  

        c
b
aI

tvb
vGF

t
tIIItI −








−

−
−

=+=
=

′

==′

0

*

0

*

)(
20 *

00
0 , t∀  

        c
b
aI

b
−−

−
= ′*

0
20                        

        即      

            c
b
aI

b
=−

− ′*
0

2
                                (3.12) 

 

    將 t =0 代入(3.11)式可得 

            



 −
−

= ′

b
aI

b
vk *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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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此式與(3.12)式比較後可得 

            ck =  

 

代入(3.11)式可得 

           b
aI

tvb
vcht t +
−

=− ′*

)(
2

, ],0[ Tt∈∀  

 

因此最佳銷售率
*′− tI 為 

    0)])([(
2

* ≥−−+=− ′ tvhtc
b
a

v
bIt , ],0[ Tt∈∀             (3.13) 

 

因此，利用(3.13)式及上述步驟2得證：(3.9)式的最佳解
*
tI 同時也是(3.8)

式的最佳解。 

考慮(3.12)式對 t 積分可得 

]
32

)()[(
2

32
*
0

* ththvc
b
avtc

b
a

v
bIIt +++−+

−
=− , ],0[ Tt∈∀     (3.14) 

 

因 0* =TI ，利用(3.14)之 Tt = 的情況，可得 

]
32

)()[(
2

32
*
0

ThThvc
b
avTc

b
a

v
bI +++−+=−                 (3.15) 

 

將(3.15)式代入(3.14)式得知： t 時點之存貨量
*
tI 為 

]
32

)()()[(
2

3322
* tThtThvc

b
atTvc

b
a

v
bIt

−
+

−
++−−+= , ],0[ Tt∈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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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3.6)式及(3.12)式可得：  

    b
a

tvb
vIp t

t +
−

=
′

)(

*
*

 

b
atvhtc

b
a

v
b

tvb
v

+−−+
−
⋅

−
= )])([(

2)(  

      = −  b
ahtc

b
a

+−+ )(
2
1

 

      )(
2
1

2
1 c

b
aht −+= , ],0[ Tt∈                              (3.17) 

    從以上得知：控制各 t 時點之最佳售價水準
*
tp 與最佳存貨

*
tI ′ 具有一

體兩面的關係。 

    

3.3  最佳解的敏感度分析 

    從(3.5)式得知：食品最佳出售率
*′− tI 為 t 的減函數。從(3.13)式可得 

食品在 t 的點之最佳出售率
*′− tI 為時間 t 的二次多項式： 

        )])([(
2

* tvhtc
b
a

v
bIt −−+=− ′

 

             



 +++−+= 2)()(

2
htthvc

b
avc

b
a

v
b

  

 

因而，最佳出售率
*′− tI 之圖形為一拋物線。 

上式中，當 0=t 時，得  

        )])([(
2

*
0 vc

b
a

v
b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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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c
b
ab
+=  

             )(
2
1 bca +=  

而當 Tt = 時，得       

        )])([(
2

* TvhTc
b
a

v
bIT −−+=− ′

 

             )])([(
2
1

v
TvbhTbca −

−+=  

 

    因而，
*′− tI 圖形如圖3.1所示。由上式可得，最佳出售率函數

*′− tI 的

性質及其敏感度分析如下。 

1. 性質： t 時點之最佳出售率
*′− tI ，從期初之出售率

*
0
′− I 隨時間點 t 增  

加而下降至期末出售率
*′− TI (參見圖3.1)。 

 

 

         

)(
2
1 bca +  

 

 

         

 

)])([(
2
1

v
TvbhTbca −

−+  

T 
t  

*′−
t

I  

0 
 

 

 
圖3.1 食品在 t 時點的最佳出售率

*′− tI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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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敏感度分析：當潛在需求率上限a 增加，或進貨單價成本 c 增加，或

食品效期v 增加，或單位時間內之儲存成本h 減少，會使任一給定的

t 時點之最佳出售率
*′− tI 增加(如圖3.2之曲線往上移)。又當食品能被

有效使用時間上限v 增加或單位時間的儲存成本h 減少，皆會使得期

末出售率
*′− TI 增加，而期初銷售率

*
0
′− I 維持不變。 

 

              *′− tI  

 

       )(
2
1 bca +  

 

 

              

 

 

)])([(
2
1

v
TvbhTbca −

−+  

T 
t  

0 

 
 

 

各時點最佳售價
*
tp 之性質與其敏感度分析如下。 

1. 性質：由(3.17)式得， t 時點之最佳售價
*
tp ，為斜率h/2之 t 的線性函

數 

        )(
2
1

2
* c

b
athpt −+=  , ],0[ Tt∈∀  

當期初 0=t 時， )(
2
1*

0 c
b
ap −= ，其值為價格上限 ba / 減去成本 c後之

圖 3.2 當 a 增加, c 增加, v 增加或h 減少之最佳解
*′− tI 的變動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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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又 t 時點之售價水準將隨時間增加而增加。 

2. 敏感度分析：從上述 t 時點之最佳售價函數
*
tp 得其敏感度分析如下 

   (參見圖3.3)。 

(1) 當潛在需求率上限 a 增加、食品進貨單價成本 c減少，或需求函數斜 

率b 減少(其他參數條件不變)，皆會使得函數
*
tp 的圖形向上等距平

移(如圖3.3之實曲線往上等距平移成虛線)。 

(2) 當潛在需求率上限 a、食品進貨單價成本c、需求函數斜率b 均給定  

不變，單位時間內之儲存成本h 增加時，將使得函數
*
tp 的圖形向上 

移動。 

 

 

         tp  

 

 

 

 

 

 

(當 a , b , c 給定,且 h 增加時) 

(當 h 給定,且 a 增加,或 c 減

少或b 減少時) 

T 

)(
2
1

2
c

b
aTh
−+  

)(
2
1 c

b
a
−  

*
tpy =  

t  
0 

 

 

 

 

 

圖3.3 食品之最佳售價函數 *
tP 的圖形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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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討論 

    本章構建具新鮮性食品之最佳售價控制模式，它是探討廠商在銷售

前，思考如何擬定各時點售價的計畫問題。透過數學模式之求解過程，

得各 t 時點之最佳售價水準
*
tp 與最佳出售率- *′

tI 的具體數學式，以及它

們隨諸環境變數變動而變動的關係。從模式最佳解性質得知：各時點 t 之

最佳售價水準
*
tp ，與各時點 t 之最佳存貨

*
tI 具有一體兩面的密切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即使在銷售期間需求率與供給等條件，皆不變情形下，

單憑食品效期會影響需求之因素考慮，亦可得廠商之利潤最大化之最佳

解屬性為：消費者在愈靠近期初購貨，不僅食品愈新鮮且其價格也會愈

便宜。這表示消費者愈早進場(愈靠近時間點 0=t 進場)購買食品，不但

價格愈低，且所購買之食品的新鮮度也愈高(因其可食用之有效期 ][ tv −

愈大，故稱其新鮮度愈高)。從模式之最佳出售率- *
tI ′ ，與售價水準

*
tp 的

敏感度分析，可得下列性質： 

1. 如圖3.1與圖3.2所示，銷售廠商在 t 時點之最佳出售率，將隨時間 t 增

加而下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若潛在需求率 a 增加，或單位

進貨成本 c 增加，將會使得期初及期末之出售率皆隨之提升；又當食

品能被有效使用時間上限 v 增加，或單位時間的儲存成本 h 減少，皆

會使得期末出售率增加，而期初銷售率維持不變。由於新鮮性食品具

有隨時間而腐敗性質(Perishable)，若廠商能降低食品易腐敗的速度(需

增加成本)，即能延長食品可食用的效期，則廠商將會因食品效期增加

而提升其銷售收入，惟在前述增加成本與增加收入之間的關係中，何

者可增加淨利潤，尚需進一步研究。 

2. 如圖 3.3 所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若當潛在需求率上限 a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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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或或需求函數斜率 b− 增加，或進貨單價成本c減少，將會使得各時

點最佳售價水準向上等距提升；而在其他條件均不變，當單位時間的

儲存成本h 增加時，將使得各時點最佳售價水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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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劣質混充優質食品之分食模式 

 

    觀察消費者購買行為是瞭解消費者購買決策，進而贏得市場占有率

與順利售出產品的重要依據。廠商取得利潤之過程，不僅要注意同類不

同質產品的市場分食現象，更須分析同類不同質個產品價格變化，導致

市場供需變動之價量關係。當廠商追求利潤成為首要行為目標時，其更

換待售產品類別或採產品標示不實之不法行為的選擇，正考驗著廠商的

智慧。廠商一旦採行以劣質品混充優質品之欺騙消費者行為，當其為所

獲取的平均利潤高於其不採混充行為時，將導致廠商會繼續強化其標示

不實的程度，甚至會導致廠商最後會採取全面混充之最壞的不法行為。

本模式針對廠商在利潤最大化下，將其所觀察分食市場的價量資訊後，

分析廠商可能會調整之劣質品混充優質品比例。並推測在各環境參數變

動後廠商之最佳混充比例的調整方向。在同類不同質二產品之分食市場

價量尚未處於均衡前，廠商的最佳混充比值的改變，又如何在下一時點

影響市場價量。這些將是本章的主要內容。 

 

4.1 符號與假設 

    本模式所使用之參數(模式中的常數)、給定函數與決策變數之符號意

義與假設條件如下： 

 

1c ：優質產品之單位成本。 

2c ：劣質產品之單位成本，其中 2c < 1c 。 

1p ：優質產品之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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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 ：劣質產品之售價，其中 2p < 1p 。 

1q ：優質產品之(單位時間)需要量。 

2q ：劣質產品之(單位時間)需要量。 

i ：產品別， i =1代表優質， i =2 代表劣質。 

11π ：優質產品(單位時間)總利潤。    

22π ：劣質產品(單位時間)總利潤。 

21π ：劣質混充優質產品(單位時間)總利潤。 

ip ：分食市場價量均衡時之產品售價， i =1或2。 

iq ：分食市場價量均衡時之產品銷售量， i =1或2。 

θ  ：廠商所選擇劣質混充優質品的混充比例值。 

N ：潛在消費量(者)數，即銷售價格降低至0時，廠商仍有機會 

     使得消費者願意持有之產品量。 

M ：銷售同類產品之廠商數。 

T ：政府稽核廠商混充行為的平均稽核間隔時間長度。 

S ：政府衛福單位每次稽核廠商混充行為之隨機抽樣數。 

L ：在M ,T , S 等參數給定下，若廠商有混充行為發生，被政府發 

     現的平均時間長度。 

)(θp ：被政府衛生單位發現具標示不實行為所受之罰緩。(混充劣質品

之比例值為θ ，混充優質品之比例值為 )1( θ− )。 

),( 21 vv ：同一位潛在消費者分別對於優質產品與劣質產品之願意購買(且

有能力購買)價格的上限，其中 21 v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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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vvf ：為潛在消費群在願買價格上限為 ),( 21 vv 的分配密度， 21 vv ≤∀ 。    

 

    在市場上銷售標示不實問題中，同類產品以劣質混充優質，欺騙消

費者的行為可分為二種。一種是混充的劣質品對人體健康有害；另一種

則是對人體健康無害。本研究稱後者問題為純混充問題，並稱其產品為

純混充產品。當廠商以純混充產品進入市場，而形成兩種可替代產品的

分食現象時，無論其特質為產品2(劣質)或產品1(優質)，其需要量皆同時

與價格有關，即兩產品之需要量與價格同時各自相關。在一般情況下，

消費者購買人數與購買數量不一定相等(除非是耐久財)，即一位潛在消費

者可能同時購買許多某個產品。為釐清本文論述，避免形成單位時間之

消費者數量與產品數量不同的困擾，本章將使用下列假設：若一潛在消

費者在單位時間內，比較兩種產品之物超所值的感覺強度後，購買 i個單

位的產品1；則本文將視他為：具有同樣偏好之 i位各購買1單位產品的潛

在消費者。 

 

4.2 模式建立與最佳解     

    本文以符號 ),( 21 vv 表示，一位潛在消費者對產品願意購買價格之上

限；其中 21 vv > 。函數 ),( 21 vvf =0, 21 vv ≤∀ ，為潛在消費群在願買價

格上限 ),( 21 vv 的分配密度。本文以數值： )( ii pv − ， i =1, 2，代表一位

潛在消費者對產品 i 之物超所值的感覺強度，其中潛在消費者在產品1與

產品2之間，至少會購買一產品的必要條件為： )( 11 pv − 與 )( 22 pv − 中，

至少有一大於0。因此，潛在消費者選擇購買產品別之決策為：

)max{( 11 pv − , )}( 22 pv − ，這表示：當潛在消費者分別衡量兩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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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超所值的感覺強度後，將選購其中物超所值較大之產品，如圖4.1。 

     

4.2.1 市場分食與價量關係 

    若依各個潛在消費者之 ),( 21 vv 在平面上的座落點不同，而將消費群

劃分區域，可表示為： 0R 區、 1R 區、 2R 區、 31R 區、 32R 區，如圖4.2。 

1. 當 021 ),( Rvv ∈ 時， 0)( 11 <− pv 與 0)( 22 <− pv 皆成立，表示座落

於 0R 區域之每單位潛在消費者，既不會購買產品1也不會購買產品2。 

2. 當 121 ),( Rvv ∈ 時， 0)( 11 >− pv > )( 22 pv − ，表示座落於 1R 區域之

每單位潛在消費者，只選擇購買產品1。 

3. 當 221 ),( Rvv ∈ 時， 0)( 22 >− pv > )( 11 pv − ，表示座落於 2R 區域之

每單位潛在消費者，只會選擇購買產品2。 

4. 當 323121 ),( RRvv ∪∈ 時，不等式 0)( 11 >− pv 與不等式 0)( 22 >− pv  

同時成立；因此落於 3231 RR ∪ 之每單位潛在消費者，無論選購產品1

或產品2，皆有物超所值的感覺。此時，潛在消費者將選購其中物超所

值較大之產品別，所出現的購買決策為： )max{( 11 pv − , )}( 22 pv − 。 

     

綜合上述之第2及4點得：當 31121 ),( RRvv ∪∈ 時，此潛在消費者只

會購買產品 1，而不會購買產品 2；綜合上述之第 3及 4點得：當

32221 ),( RRvv ∪∈ 時，潛在消費者只會購買產品2，而不會購買產品1。

由此得知，座落於( 31R ∪ 32R )區域之潛在消費群體的分布，是形成分食

原因所在，即市場出現分食現象的來源。當潛在消費群之 ),( 21 vv 的分布



 
 
 
 
 
 
 
 
 
 
 
 

 

 32 

函數 f 給定後，區域 iR 愈大表示落於 iR 區域之消費群體數量愈多。惟市

場分食現象的產生，將造成個別廠商之間市場價格競爭，此售價隨時會

調整的動態變化，將使得廠商因而必須分神注意力，觀察其市場價量關

係之變化，以期設法有效立即做出售價隨市場供需狀況而調整的決策。 

 
 
                                  ),( 21 v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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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4.1)與(4.2)之價格 ip 與需要率 iq 的關係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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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所討論的分食現象，以數學方式表示如下： 

若單位時間內潛在消費者人數為 N (產品 1 或產品 2 之潛在售量)；潛在消

費群願意購買之價格上限的人數密度為 ),( 21 vvf ，在其定義劃分區域為 

： 3231210 RRRRR ∪∪∪∪ ，其(單位時間)之潛在銷售量可以被二重積

分數學式表示成 

        ∫ ∫ ∪∪∪∪
=

3231210 RRRRR
N

2121 ,),( dvdvvvf  

 

利用富必尼(Fubini)定理，可得下列性質： 

        1]),([ 12210 0

1 =∫ ∫
∞

dvdvvvf
v

  (因 0),( 21 =vvf  )21 vv ≤∀  

圖4.2 ),( 21 vvf 之定義域被產品1, 2的分食情況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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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211 ,),(),(
311

dvdvvvfNppq
RR∫∫ ∪

=  

            1221

)(

0
]),([

1

211 dvdvvvfN
p

ppv

∫ ∫
∞ −−

=               (4.1) 

 

   2121212 ,),(),(
322

dvdvvvfNppq
RR∫∫ ∪

=  

           122)( 11221 )),((]),([(
1

1

211

1

2

1

2

dvdvvvfdvdvvvfN
p

v

ppv

p

p

v

p ∫ ∫∫ ∫
∞

−−
+=    (4.2) 

 

其中(4.1)式之 1q 與(4.2)式之 2q 分別為單位時間購買產品 1 與產品 2 的數

量。考慮(4.1)式對產品 1 價格 1p 之一階偏導數，並利用微積分基本定理

(The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可得： 

    ),( 211
1

ppq
p∂
∂

 

    0))(,(),( 1211120 21
1

2 <



 −−+−= ∫∫

∞
dvppvvfdvvpfN

p

p

      (4.3) 

        

從(4.3)式得知：當 1p 增加時， 1q 會減少；即當產品 1(優質)之售價水準

提高時，同時會造成產品 1(優質)單位時間的需要量降低。 

考慮(4.1)式對產品 2 價格 2p 之一階偏導數，並利用微積分基本定理可得： 

    ),( 211
2

ppq
p∂
∂

 

0))(,( 12111
1

>−−= ∫
∞

dvppvvfN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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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4)式得知：當 2p 增加時， 1q 會增加；即當產品 2(劣質)之售價提高

時，同時造成產品 1(優質)單位時間的需要量增加。 

考慮(4.2)式對產品 2 價格 2p 之一階偏導數，並利用微積分基本定理可得： 

    ),( 212
2

ppq
p∂
∂

 

0))(,(),( 12111121
1

1

2

<



 −−+−= ∫∫

∞
dvppvvfdvpvfN

p

p

p      (4.5) 

 

從(4.5)式得知，當 2p 增加時， 2q 會減少，即當產品 2(劣質產品)之售價

提升時，同時造成產品 2(劣質產品)單位時間的需要量降低。 

考慮(4.2)對產品 1 之價格 1p 之一階偏導數，並利用微積分基本定理可得 

),( 212
1

ppq
p∂
∂

 

0))(,(),(),( 12111221221
1

1

2

1

2

>



 −−+−= ∫∫∫

∞
dvppvvfdvvpfdvvpfN

p

p

p

p

p  

0))(,( 12111
1

>−−= ∫
∞

dvppvvfN
p                         (4.6) 

 

從(4.6)式得知，當 1p 增加時， 2q 會增加，即當產品 1(優質)之售價提升

時，同時造成產品 2(劣質)單位時間的需要量增加。 

    由上述得知，當市場出現同類不同質之兩種產品的市場分食現象

時，單位時間的需要量與價格形成互相影響的關係。若二產品價格皆由

市場決定(個別廠商無法掌控價格)，則二產品各自市場價格均受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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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影響，而隨時間變動。例如當橄欖油價格上升，則橄欖油需要量降

低，同時使得沙拉油需要量增加，經過市場供需自動調節一段時間後，

轉為沙拉油價格上升，因而沙拉油隨之需要量降低，同時造成橄欖油需

要量增加。其數學式表示： 

假設二產品市場價格分別為 21, pp ，若令 11π 與 22π 分別為產品 1 與產品

2 之單位時間利潤，則 

    ),()(),( 2121 ppqcppp iiiii −=π  , i =1, 2        

 

    因此，在產品 i 價格變動導致市場產品 1 與產品 2 之供需同時變動

下，廠商會進而思考是否改變銷售的產品類別，以達到其利潤最大化。 

    若市場出現產品 1(優質)總利潤 11π >產品 2(劣質)總利潤 22π 的情

況，則原銷售產品 2 的廠商會意圖改為銷售產品 1，因而造成產品 1 價格

1p 下降，產品 2 之價格 2p 上升現象。即若產品 1(優質)之總利潤較產品

2(劣質)之總利潤佳時，市場上其他廠商也踴躍追逐跟進，將造成產品 1

因市場量多而價格隨之降低，同時使得產品 2 之價格 2p 隨之而上升。同

理，若出現 11π < 22π  情況，則市場會隨時間調整其產品 1 與產品 2 的

價量關係。即原銷售產品 1 的廠商會意圖改為銷售產品 2，因而造成產品

1 價格 1p 上升，產品 2 之價格 2p 下降現象。這表示若產品 2 之總利潤較

產品 1 之總利潤佳時，市場上其他廠商也踴躍追逐跟進，造成產品 2 因

市場量多而價格隨之降低，同時使得產品 1 之價格 1p 隨之而上升。 

    最後形成無論是銷售產品 1 或產品 2 的總利潤都相等之市場均衡狀

態。即 ),(),( 21222111 pppp ππ = , 其中 1p 與 2p 分別為市場處於均衡狀

態之產品 1 與產品 2 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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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廠商試圖改變銷售的產品類別，並以混充行為達到目的(即以產

品 2 混充產品 1 銷售)，將造成廠商因混充比例值θ 增加而得到超額利潤，

進而增加產品 1 數量 1q 並降低產品 1 價格，而 1p 價格又由於 1q 增加，導

致圖 4.3 直線 0L 移動位置，進而造成諸 iR 區域變動。只要 0L (廠商無混

充行為時之直線)位置移動到 θL (廠商採混充比例θ 時所對應之直線)，新

的價格 1p 與 2p 隨即跟著調整。同時導致 1R 區域的積分範圍變大，又再

度引起產品 1(優質)與產品 2(劣質)的價格變動，價格一旦變動又影響廠商

混充比例值，廠商混充比例值變動又會影響市場供需，市場供需變動又

產生對於產品 1(優質)與產品 2(劣質)之價格變動有新的影響，如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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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最佳混充模式與最佳解 

    假設產品 1(優質)之價格 1p 與產品 2(劣質)之價格 2p ，皆由市場(可

能包含國外市場)供需決定，個別廠商對 1p 值與 2p 值只能接受，而不能

      圖4.3 廠商所選擇之混充比率θ對產品 i價量影響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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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或操控之。若廠商以比值為θ 之產品 2 混充產品 1，即混充後之單位

產品含有產品 2 的比例為θ ，而含有產品 1 之比例為 )1( θ− ，則廠商在

混充行為未被政府發現前之單位時間利潤為 

        ),()])1(([ 211121 ppqccp θθ −+−  

        其中 ),( 211 ppq 如(4.1)所示                           (4.7) 

 

    模式中， 0=θ 代表廠商之產品完全沒有混充；θ 值愈靠近 1 時，表

示廠商混充產品的標示不實程度愈嚴重。 1=θ 則代表廠商產品完全用劣

質品混充優質產品。由上述得知，廠商出現混充行為而未被政府發現之

單位時間利潤，將因混充行為而降低成本，而增加其原有之利潤。其中

利潤值將隨其混充比例值增加而增加。  

    若政府隨機抽驗發現廠商有違法混充行為之罰金，是隨其劣質品混

充優質品之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則在罰金準則函數 )(θp 給定下，政府檢

查廠商混充行為的抽驗頻率，是如何影響廠商的最佳混充比例值，又是

如何影響分食市場價量的均衡，將被具體的展示如下。 

    假設政府在未增加檢測資源的情況下，對於廠商有混充行為之懲

罰，是以廠商混充行為被發現的次數(被發現一次罰一次款)作為懲罰的依

據。其中，檢測產品是否有混充現象，是以每隔一段時間，隨機抽取銷

售同類產品之廠商檢查之。若用符號 L 表示視廠商有混充行為發生，至

廠商混充行為被政府發現的平均時間長度。因而，若銷售同類產品(產品

1 或產品 2)之廠商數為M ，政府衛生單位檢驗混充行為之平均間隔時間

長度為T ，每次檢測之隨機抽取廠商數為 S ；則可計算 L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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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M
S

為廠商的混充行為，在政府第一次抽樣檢驗就被發現的機率；而

M
S

M
SM
⋅

−
為廠商的混充行為，在政府第一次抽樣檢驗時沒被發現，而

在第二次抽樣檢驗才被發現的機率；依此類推， M
S

M
SM i ⋅

− −1)( 為廠商

的混充行為恰在第 i 次抽樣檢驗，才被發現的機率。透過微積分等基本運

算，得知 L 可以被T , M , S 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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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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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因此，每隔多少時間T 檢測一次，與每次檢測之隨機抽樣廠商數 S 的

大小，皆可以看成政府維護消費者權益的程度。即政府每間隔多少時間

檢驗之T 值愈小，或每次隨機抽樣廠商數 S 值愈大，表示政府維護消費

者權益的強度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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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項政府可用來維護消費者權益的手段為 )(θp ，政府發現廠商有

混充行為時之法定罰金，與廠商混充值θ 的關係如下：若政府發現廠商

有混充比例θ 之行為，則以對應於θ 值的罰金額度來懲罰廠商。此罰金

額度對廠商而言，即是被政府懲罰混充行為，所付出的代價，也是廠商

的一項損失。若將廠商混充行為被發現一次的損失，記作 )(θp ，則 )(θp

除包含前述罰金外，尚包含其商譽損失。其中， )(θp 值應隨廠商混充比

例θ 增加而增加。又因在政府稽核員很難得知，廠商單位時間之出貨量(除

非廠商自己吐實)，故政府對具有混充行為之廠商的罰金計算，只好以廠

商之混充比例θ ，及其混充行為被檢核發現的次數，作為罰金額度的計

算基礎，而不以其出貨量，作為罰金額度的計算基礎。因此 )(θp 應滿足

下列條件： 

0)0( =p , 0)( >′ θp , 0)( >′′ θp , ]1,0[∈∀θ                

 

應用(4.7)式、(4.8)式，可將廠商唯利潤考量之最佳混充比率
*θ 的數學模

式製作如下(給定 1p 與 2p 值，決定θ 值，使得廠商單位利潤 )(21 θπ 值最

大)： 

STM
pppqccp

/
)(),()])1(([)( 21112121

10
max θθθθπ

θ
−−+−=

≤≤
      (4.9) 

 

式中， )(21 θπ 為廠商以比例θ 之劣質品混充優質品的單位時間利潤。一

旦政府衛生單位決定了處罰函數 )(θp ，廠商為追求單位時間淨利潤最

大，就會尋得對其最有利之混充比例θ 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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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4.9)式對θ 微分可得：  

TM
Spppqcc

d
d )(),()()(

21121
21 θ
θ
θπ ′−−=                         (4.10) 

 

0)()(
2

21
2

<′′−=
TM

Sp
d

d θ
θ
θπ

 ]1,0[∈∀θ                        (4.11) 

 

    由(4.10)式與(4.11)式模式得知，廠商在追求利潤最大化之過程，必須

參考政府所決定的處罰函數 )(θp ，來決定其利潤最大化的 *θ 值。 

若以符號 *θ 代表(4.9)式最佳解，則由(4.9)式,(4.10)式,(4.11)式可得下列性

質： 

推論 1  若 0)(

0

21 ≤
=θθ

θπ
d

d
 , 即 )0(),()( 21121 p

S
TMppqcc ′≤

−
 

         則 <
θ
θπ

d
d )(21 0)(

0

21 ≤
=θθ

θπ
d

d
, ,0[∈∀θ ]1 因而 0* =θ     (4.9.1) 

         ( 0* =θ 代表廠商採用完全不混充行為) 

 

推論 2  若 0)(

1

21 ≥
=θθ

θπ
d

d
, 即 )1(),()( 21121 p

S
TMppqcc ′≥

−
 

 

         則 >
θ
θπ

d
d )(21 0)(

1

21 ≥
=θθ

θπ
d

d
, ,0[∈∀θ ]1 ,因而 1* =θ  (4.9.2) 

         ( 1* =θ 代表廠商採行完全混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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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論 3   若 0)(

0

21 >
=θθ

θπ
d

d
 且 0)(

1

21 <
=θθ

θπ
d

d
 

          即   )1(),()()0( 21121 p
S

TMppqccp ′≤
−

<′  

          則  S
TMppqccp ),()()( 21121* −

=′ θ , )1,0(* ∈θ         (4.9.3) 

          ( *θ 介於 0 與 1 之間，代表廠商採行部分混充行為)   

 

    由因上述得知， )(θp′ 隨θ值不同而不同，而 S
TMppqcc ),()( 21121 −

值與θ

無關，故由上述推論1,2,3得知：在諸 )(θp′ 中使 )(θp′ 與 S
TMppqcc ),()( 21121 −

距離最近之θ值，即為
*θ 值。 

 

4.3 市場均衡分析 

    上述(4.9)式的構建方式乃是為了分析廠商混充行為的方便性，而在

(4.9)式中暫將產品 1 與產品 2 價格 1p 與 2p 固定。事實上，市場上的產品

價格 ip ，依循供需法則而隨時間改變。假設時間點 t 給定，廠商每隔一段

時間長度∆觀察產品市場價格 ip 一次(∆為某給定的正數，i =1, 2)，並在

下列各時點之數列 t , ∆+t , ∆+ 2t ,.., ∆+ nt ；獲得產品市場價格數列，分別

記作 )(tpi , )( ∆+tpi ,..,...； )( ∆+ ntpi ,...；並假設廠商是以時點 ∆−+ )1(nt

之市場價格 ∆−+ )1( ntpi ，為參考依據所獲得的 iq ，而決定其最佳混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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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1−nθ ，且廠商持續在時間區間 ∆−+ )1(( nt , )∆+ nT 內採行混充比例

1−nθ ，直到時點 )( ∆+ nt 才以新觀察到的價格為基礎，重新計算出新的最

佳混充比例 nθ , n =1, 2,.....。   

    在上述假設下，分食市場將出現下列三種市場價量調整功能型態： 

型態 1：在所有廠商皆無混充行為時，即不等式(4.9.1)式成立時，銷售產

品 1 之(單位時間)利潤 ),( 2111 ppπ 與銷售產品 2 之(單位時間)利潤

),( 2122 ppπ ，將隨著時間經過而趨於相等，達到分食市場價量關係之穩

定狀態。 

型態 2：當廠商以時間點 ∆−+ )1(nt 之市場價格 ∆−+ )1(( ntpi 為依據，

在時間區間 ∆−+ )1([ nt , ]∆+ nt 持續採用廠商當時認為最佳混充比例

*
1−nθ  , ∈−

*
1nθ (0,1)時，將使得廠商採混充行為的單位時間利潤，超過不採

混充行為的利潤，進而使得部份廠商在 ∆−+ )1([ nt , ]∆+ nt 時間之區間範

圍內，從未銷售混充產品，轉而改為以混充產品而銷售產品 1。如此將使

得產品 1 之單位時間供給量 1q 過多，造成在時間點 ∆+ nt 之產品 1 價格

)(1 ∆+ ntp 下降，即 )(1 ∆+ ntp < ))1((1 ∆−+ ntp ，同時使產品 2 價格

)(2 ∆+ ntp 上升，即 )(2 ∆+ ntp > ))1((2 ∆−+ ntp ；進而使 1q 上升，而 1q 上

升又造成(4.15.3)所對應之θ 上升，即 ∆+ntθ  > ∆−+ )1(ntθ 。這表示在分食市

場價量之調整功能與廠商混充比例之調整功能，相互交替影響下，將出

現下列現象。其中，符號   代表其值隨時間而下降；符號   代表其值

隨時間而上升；而符號極限值 1p 與 2p ，分別代表當n 趨近∞，市場處於

均衡狀態時之價格與數量。極限值θ ，稱為市場處於均衡狀態之廠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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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混充比例。至於廠商在(4.9)式之各時點最佳混充比例 *θ 的變化如下： 

)(1 tp   )(1 ∆+tp   )(1 ∆+ ntp   ⋅⋅⋅ 1p                        (4.10) 

 

)(2 tp   )(2 ∆+tp   )(2 ∆+ ntp   ⋅⋅⋅ 2p                        (4.11) 

 

)(1 tq    )(1 ∆+tq    )(1 ∆+ ntq     ⋅⋅⋅  1q                    (4.12)  

 

)(2 tq    )(2 ∆+tq    )(2 ∆+ ntq    ⋅⋅⋅ 2q                      (4.13) 

 

))(),(( 21
*

1 ∆+∆+= tptpθθ    2θ = ))(),2(( 21
* ∆+∆+ ntptpθ   ⋅⋅⋅  

 

)))1((),)1((( 21
*

1 ∆−+∆−+=− ntpntpn θθ     ⋅⋅⋅ θ              (4.14) 

 

1θ , 2θ ,…, 1−nθ ,…的變化，如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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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θ        ( 0L 請參考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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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L  

 

 

型態 3：當廠商之最佳混充比例
*θ 在某時間點 t 達到其上限值 1 時，即

1* =θ 時，即不等式(4.9.2)式成立時)，則仿上述型態 2 的討論，市場之價

格 ip 與數量 iq 關係應自動調整，而造成(4.9.2)左式中之 iq 增加，進而維

持不等式(4.9.2) 式仍然成立，亦即廠商在下一個時間點之最佳混充比例

仍是 1* =θ 。 

    從上述型態 1,2,3 的討論得知，此分食市場有三種不同型態的均衡狀

態。其中，型態 1 均衡狀態是：當初始點之 0* =θ 時，市場本身機制就

能維持不等式(4.9.1)始終成立，即任一時點之
*θ 值皆為0，而造成市場的

價量均衡。型態 3 均衡狀態是：當初始點之 1* =θ 時，市場本身機制就能

維持不等式(4.9.2)式始終成立，即任一時點之
*θ 值皆為1，而造成市場的

價量均衡。型態 2 均衡狀態是：市場之價量關係趨近於均衡狀態過程中，

圖4.4 混充比率θ 與市場分隔線 θL 的關係圖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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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價量 ip 與 iq 調整功能與廠商最佳混充比例
*θ 的選擇，始終交替影

響，而漸漸地趨近穩定值。這表示，型態 1 與型態 3 之均衡狀態的形成，

皆只依賴市場價量之調整功能，就能達成，故稱其均衡為「純市場功能

均衡狀態」。型態 2 之均衡狀態的形成，是在市場價量調整功能，與廠商

混充比例選擇功能，交替影響下達成，故稱其均衡「雜市場功能均衡狀

態」。 

 

4.4 討論 

    本章構建諸廠商在追求各自利潤最大化，以劣質品混充同類優質品

行為，對分食市場的影響分析模式。研究政府維護消費者權益所採行之

檢驗廠商非法混充稽核率，與懲罰廠商混充行為之罰款額度，是如何影

響廠商對非法混充程度的選擇，而得下列研究結果： 

1. 當市場出現同類不同質之可替代之兩產品時，若其中一產品因售價降

低而增加其需要量，則另一產品即可提供其超額需求量。 

2. 廠商處在具有同類不同值二產品的分食市場中，不同質產品價格變動

所導致的市場供需變動，是廠商改變銷售產品別，或誘導其違法以劣

質品混充優質品的原因。 

3. 一旦廠商嘗試採行非法之混充行為而得到超額利潤，竟未被政府發現

而加以處罰，將是廠商勇於增加其非法混充比例的主要原因。如此劣

幣趨逐良幣之惡性循環將可導致市場處處充斥標示不實之混充產品，

消費者權益嚴重受損。 

4. 由於處罰處罰廠商不法混充行為之損失函數 )(θp ，制定涉及到立法程

序及關連到公平交易法、背信法等相關法律之罰則輕重的全盤考慮，

不是政府衛生單位可以獨立決定的。因而站在衛生管理單位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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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針對稽核廠商不法混充頻率 TM
S

考慮其管理手段。 

   假設稽核率： TM
S

中的T 值與 S 值是政府衛生單位可自行決定的變

數(T 代表政府平均每隔多少時間檢測的長度， S 代表每次隨機抽樣廠商

數，M 代表銷售同類產品之廠商數)。惟每隔多少時間T 檢驗與每次隨機

抽樣廠商數 S 之決定，皆會涉及衛生單位當年度預算的多寡而定。而當

衛生單位在稽核預算考慮下，所決定的每隔多少時間檢測值與每次隨機

抽樣廠商數值，將使得不等式(4.9.1)完全不混充雖不成立，但卻差一點成

立，即稽核預算使混充行為被政府查到的平均時間長度再多一點，完全

不混充就成立，而促成型態1之「純市場功能均衡狀態」之 *θ 在時間演

變中始終維持為0。然而，若因稽核預算不足，有可能出現每隔多少時間

檢測值T 與每次隨機抽樣廠商數值 S 數值小，導致無法及時查獲廠商不

法混充行為，造成「差之毫釐」卻產生型態2之「雜市場功能均衡狀態」

的市場價量交替影響狀況，最終產生θ 接近1或等於1之「失之千里」情

況。本研究結果發現，混充行為在初期衛生單位沒有嚴格抑制，將會造

成流行氾濫成災，此種現象猶如傳染病，最終使所有的廠商皆採100%全

面混充的最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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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本研究針對單一食品在各時點的售價控制與同類不同質二食品的分

食市場議題，分別構建食品效期影響需求的最適售價控制模式，與同類

不同質食品之劣質混充優質的分食模式。前模式是站在某新鮮性食品銷

售商的立場，構建其在銷售期間利潤最大化，各時點售價的最佳化控制

模式。由於此售價控制模式製作的數學問題，是非典型變分法問題，經

過本研究自行發現的數學技巧與將最佳解求出，並將最佳解與各參數關

係，製作成可以具體討論的型態。本文所展示之最佳解性質，不僅可幫

食品銷售商製定各時點的售價，且可協助廠商了解其各時點最佳售價是

受到些因素影響，更可解釋某些食品新鮮性與售價間變動關係的迷惑

點。例如，基於公平交易的思維原則，有許多人直覺上認為：在其他條

件不變下，新鮮度較高食品的售價，應高於新鮮度較低食品的售價，而

本研究卻顯示：站在廠商利潤最大化的立場，其最佳售價控制的性質說

明了前述推論不一定成立，反而是本研究結果強化了一項正確的常識：

勸導民眾食用時令蔬果的正當性，例如夏天吃西瓜比較冬天吃西瓜量多

且便宜，因它不但新鮮且價格低廉。 

一般而言，食品效期愈長，消費者再次購買量會愈增加，概因每次

購買量多可以減少其購買的頻率，而降低消費者每產品單位的交易成

本。上述消費者的反應行為，是消費者很自然的市場反應。供應貨架上

之新鮮性食品，從產地、包裝到貨架上的產品展示，事實上是歷經許多

儲存冷藏及包裝技術及消費者購買後須採用的保存方式，而估計出來的

有效使用日期。儲存冷藏包裝等科技成果，促使食品之產地與銷售地愈

來愈不受時間與距離空間的限制。這表示全球的消費者，比以前更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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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更有彈性選購其經濟能力可實現之產品。這表示透過各式儲存或包

裝技術，可使產品可食用的效期延長。至於有關產品效期延長，對廠商

各時點最佳出售率及各時點最佳售價有何影響，是未來值得研究的議題。 

在食品標示不實問題中，本研究主要以不法混充產品為對象，探討

以低成本低售價，混充高成本高售價銷售，謀取利潤最大之行為。例如

以越南米混充台灣米，以大陸茶混充台灣茶，以沙拉油混充橄欖油等。

造成廠商鋌而走險採混充行為的原因，大致為超額利潤勝於罰金損失所

造成。即廠商未被政府發現混充行為前，投機所取得的超額利潤成為下

一時點變本加厲違規混充的鼓勵因素。本研究針對市場價量變化因素，

分析廠商混充決策在分食市場價量調整功能交替之互相影響，從推理

中，得到三種不同類型的市場均衡狀態可能出現的現象。研究結果發現，

在政府對廠商混充行為之處罰函數給定下，因檢驗混充之稽核率不足，

有可能出現：差之毫里，卻失之千里的現象，即出現廠商混充值，隨時

間愈來愈嚴重現象；而此現象的產生可能只因政府衛生單位，在檢驗時

間之起始點的檢驗混充預算稍加不足造成。若我們將政府檢測產品是否

有混充行為之稽核率，看成政府維護消費者之權益：(當平均每隔時間長

度相對於銷售同類產品之廠商數愈小、或每次隨機抽樣之廠商樣本數相

對於廠商數愈大，此會將使得稽核率愈大)。研究結果顯示：在前述稽核

率給定下，同類不同質二產品中，優質產品之單位成本愈大、劣質產品

之單位成本愈小，或潛在消費群願買價格上限之分配密度值下降，皆會

使得廠商採用不混充行為之可能性增加。 

    本文的後續研究，擬討論產品效期延長，對廠商各時點最佳出售率

及各時點最佳售價之影響。此未來擬研究的議題，對下列問題應有某種

程度的幫助：政府如何利用公權力獎罰並進，促使食品廠商思考，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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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食品有效使用日期是否真實可信。若其真實可信，則廠商應考慮其

食品，採用新的儲存或新的包裝方式，而增長食用效期的影響效果。本

研究結果，在政府正積極參與簽訂國際自由貿易協定的此時，思考如何

處置進口食品中含有混充或食品標示不實時，如何處罰之問題，應有某

種程度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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