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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套餐”优惠几何

摘  要

本文对实际生活中手机“套餐”的优惠问题分析出了不同通话量客户的最优 

“套餐”选择标准、选择不同级别的“套餐”运营商和客户的受益情况、以及选

择不同种类的“套餐”的优惠程度等一系列合理、有效且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首先，本文第一部分通过从简单到复杂的方法，根据客户的通话量和通话类 

型分三种情况讨论，主要采用了线性规划和空间解析几何的方法，结合图形具体 

的给出了北京和上海的两种“套餐”方案的资费计算方法以及所适用的客户群，

即客户可以根据其历史通话记录和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套餐”。

然后，本文通过“边际分析法”、“消费者剩余理论”以及“纳什--伯特兰均 

衡”模型给出了各种“套餐”方案的评价准则和方法。在这部分，我们通过建立 

移动公司的收益和消费者购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具体的分析出了消费者选择 

不同的“套餐”时，运营商所获得的收益的变化情况，即公司的收益是随着消费 

者所选择的“套餐”的级别的升高而呈上升趋势的。我们还通过“纳什--伯特兰 

均衡”模型，在固定成本、变动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得到转换成本的计算公式， 

通过建立并求解此模型给出了移动全球通成本的具体计算方法，是本模型的一大

亮点。

其次，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 一目了然的指出了“被叫全免计划”中隐藏的 

玄机，事实上该计划仅仅对于每月通话费用在50到99元之间且以本地通话为主 

的全球通客户有一定的优惠，但是对于其它的用户并没有任何优惠，实质上该计

划就是一个变相的手机“套餐”。

最后，我们结合实际情况，给出了设计手机资费方案应该考虑到的价格、产

品、促销等因素和原则，并且利用先将各“套餐”项转化为优惠率，然后通过求

解规划问题的方法设计了一个合理的手机“套餐”资费方案。

本文主要通过对基本数据的大量综合分析，从各方面进行考虑，使手机套餐 

的利与弊更加清晰，使原本眼花缭乱的套餐更加直观的展现在客户面前，也使抽

象的问题更加形象具体，同时解决了一个抽象的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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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手机现已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社交、经营等社会活动中必备的工具之一，而 

手机资费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手机“套餐”的花样琳琅满目，面对 

眼花缭乱的业务套餐，消费者无所适从，同时运营商们有时也并不知道哪些套餐 

真正符合客户的需求，哪些套餐真正能给运营商自身带来收益。

我们参照中国移动公司现行的资费标准和北京的全球通“畅听99套餐”、上  

海的“全球同68套餐”方案，需要分析说明以下四个问题：(1)这两种“套餐” 

方案的资费计算方法，针对不同通话量需求的用户，说明各种“套餐”方案所适   

用的用户群；(2)提出我们对各种资费方案的评价准则和方法，并对北京、上海   

推出的“套餐”方案与现行的资费标准作分析、比较并给出评价；(3)评价“被   

叫全免费计划”方案；(4)给出设计全球通手机的资费方案的考虑因素，并用数   

学建模的方法设计一个“套餐”方案。

二、 模型的假设

1. 用户的通话量可以通过以往的经验和统计得到；

2. 用户超出和不超出免费通话时间的概率均为1/2;

3. 用户拨打和接听电话的概率均为1/2;

4. 假定消费者理性地选择定价较低的套餐；

5. 在评价和计算过程中，消费者不发生品牌转换行为；

6. 参与竞争的企业分别只生产一种套餐，套餐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但依然 
有差异；

7. 企业在给出套餐定价时没有相互沟通，独立定价。

三、 问题的分析与解决

北京、上海各“套餐”方案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用户，我们根据实际情况与函 

数图形相结合的方法，可以说明用户如何根据自己的历史通话时间选择适合自己 

的“套餐”,同时给出了各“套餐”的资费计算方法。对各种资费方案进行评价 

时，我们主要采用了边际成本及边际收益与纳什-伯特兰均衡模型的方法。“被叫 

全免计划”的评价则主要采用了图表分析的方法，清晰地表达出了其优缺点。

1. “套餐”适用群组

中国移动的通讯市场自1987年以来经历了蓬勃向上地快速发展时期。现在， 

手机“套餐”花样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下面我们就北京的全球通“畅听   

99 套餐”,上海的“全球通68 套餐”方案来分析说明这两种“套餐”方案的资

费计算方法及其适应群组。

(1)北京全球通“畅听99套餐”。

套餐

号

月基本话 

费

免费通话

时间
超过免费通话后的话费(元

/分钟)

长途话费(元/分

钟 )

1 99 280 0.35 0.1

2 139 560 0.25 0.1

3 199 1000 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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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99 2000 0.15 0.1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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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先考虑单因素，然后再综合考虑复合因素分析的方法。

①假设用户的数据业务流量不超出，只考虑用户每月本地通话量：

已知全球通手机的非套餐的现行资费标准为：基本月租费50元，通话费0.4 

元/分钟。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先写出各手机套餐的函数关系式，然后画出相应 

的函数图象。

设x 表示每月的通话时间(单位：分钟), y 表示手机话费(单位：元)。于

是，非套餐的现行资费的函数关系式为： y=50+0.4x;

套餐1的函数关系式为：

套餐2的函数关系式为：

套餐3的函数关系式为：

套餐4的函数关系式为：

我们在同一坐标系中根据函数关系式画出图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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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象交点的横坐标，可以得到x =122.5,×,=394.3,x,=800,x₄=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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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户类型如下：

A: 表示每月本地历史通话时间在O<x≤122.5的用户；

A₂:  表示每月本地历史通话时间在122.5<x≤394.3   的用户；

A³: 表示每月本地历史通话时间在394.3<x≤800 的用户；

A₄: 表示每月本地历史通话时间在800<x≤1500 的用户；

A₅: 表示每月本地历史通话时间在x>1500 的用户。

注：历史通话时间是指用户以往每月的通话时间，可以通过用户的经验和记 
录获得。

根据图象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第一时段：0<x≤122.5,     即A,型用户不选套餐实惠；

第二时段：122.5<x≤394.3,     即A²型用户选99套餐实惠；

第三时段：394.3<x≤800,     即A₃型用户选139套餐实惠；

第四时段：800<x≤1500,     即A₄型用户选199套餐实惠；

第五时段： x>1500,     即A₃型用户选299套餐实惠。

以上分析情况只考虑了本地通话量，这是一种极限情况。实际发生的可能性 
比较小，但是对于本地通话比例较大，而其他业务较少的用户可以按照此标准选 

择适合自己的“畅听99套餐”种类。

②假设客户数据业务流量不超出，并且只有长途通话量。设x 为客户每月的 
长 途 通 话 时 间 ( 单 位 ： 分 钟 ) :  y 为 客 户 每 月 的 通 话 总 费 用 ( 单 位 ： 元 / 分 钟 ) ,

则非套餐时的函数关系式为： y=50+0.7x;

套餐1的函数关系式为：

套餐2的函数关系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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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3的函数关系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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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4的函数关 

我们可以根据函数关系式在同一坐标中画出图象如下：

由图象交点可得横坐标：  ,x=431.1,x,=857.14,x₄=1666.67

设用户类型为：

B: 表示每月历史长途通话量在O<x≤70 的用户；

B₂: 表示每月历史长途通话量在70<x≤431.1 的用户；

B³: 表示每月历史长途通话量在431.1<x≤857.14 的用户；

B₄: 表示每月历史长途通话量在857.14<x≤1666.67 的用户；

B₅: 表示每月历史长途通话量在x>1666.67 的用户；

由此可得以下结果：

第一时段：0<x≤70,      即B₁型用户不选套餐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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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时段：70<x≤431.1,      即B, 型用户选99套餐实惠；

第三时段：431.1<x≤857.14,      即 B³ 型用户选139套餐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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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时段：857.14<x≤1666.67,      即 B₄型用户选199套餐实惠；

第五时段： x>1666.67,     即 B; 型用户选299套餐实惠。

由分析可知，这也是一种极限情况，对于长途业务比较多的全球通用户可以 
按此选择“畅听99套餐”的方案。

③假设客户数据业务流量不超出，综合考虑本地通话和长途通话量(单位： 

元/分钟);设本地通话时间为t,  (单位：分钟),长途通话时间为t₂  (单位：分钟

); Y 为用户每月的通话费用(单位：元/分钟);则非套餐的正常收费的函数的

关系

式为： Y=50+0.4t₁+0.7t₂;

套餐1的函数关系式为：

套餐2的函数关系式

套餐3的函数关系式为：

199+0.1t₂
199+0.2(t₁-500)+0.1t₂

套餐4的函数关系式为：

t₁<500,t,<500

t₁>500,t,<500

ti≤500,tz≥500
4     

500,t,       500

我们将Y 分别与Y,Y₂ ,Y₃ ,Y₄           分别联立，在同一坐标系中做出图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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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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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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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令y=Y₁  得 (1)

(1)式是一种边际情况，表示的是现行资费与套餐1 的基本包月费相等时，

用于本地通话的时间t 和长途通话时间t,之间的关系。

令y≥Y 得
(1)'

(1)'式说明了当用户本地通话时间tt 与长途通话时间t₂ 满足49≥0.4tt+0.6tz

时，不订制“套餐”合适，而其他情况则订制“套餐”合适。

令y=Y₂  得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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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式是一种边际情况，表示的是现行资费与套餐2的基本包月费相等时，

用于本地通话的时间t 和长途通话时间t,之间的关系。

令y≥Y₂得到  (2)'



9

(2)'式说明了当用户本地通话时间t 与长途通话时间t2满足时不订制“套餐”

合适，而其他情况则订制“套餐”合适。

令y=Y₃  得到   (3)

(3)式是一种边际情况，表示的是现行资费与套餐3的基本包月费相等时，

用于本地通话的时间t,和长途通话时间t₂ 之间的关系。

令y=Y₃  得到 (3)'

(3)'式说明了当用户本地通话时间t 与长途通话时间t₂ 满足时不订制“套餐”

合适，而其他情况则订制“套餐”合适。

(4)

(4)式是一种边际情况，表示的是现行资费与套餐4的基本包月费相等时，

用于本地通话的时间t 和长途通话时间t₂ 之间的关系。

(4)'

(4)'式说明了当用户本地通话时间t₁ 与长途通话时间t₂ 满足时不订制“套餐”

合适，而其他情况则订制“套餐”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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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全球68通套餐”

套餐号 月基本话费

(元)

免费通话时间

(单位：分钟)

超过免费通话后

的话费(元/分钟)

1 68 360 0.18

2 128 800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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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88 1200 0.13

表9

由于本套餐只涉及本地通话时间，所以与上述我们分析的北京“畅听99套

餐”中①种情况类似。设x 表示用户每月的本地通话时间(单位：分钟), y 表

示用户每月话费(单位：元)。非套餐的正常收费的函数关系式为： y=50+0.4x。

套餐1 的函数关系式为：

套餐2的函数关系式为：

套餐3的函数关系式为：

根据函数关系式在同一坐标系中画出图象：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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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象交点的横坐标，可以得到：  x=45,  ,x₃=1175 ; 设 用

户类型为：

C:  表示每月的本地历史通话时间在0<x≤45 的用户；

C2:   表示每月的本地历史通话时间在45<x≤693.33    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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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表示每月的本地历史通话时间在693.33<x≤1175 的用户；

C₄:    表示每月的本地历史通话时间在x>1175 的用户；

由图表可得如下结果：

第一时段：0<x≤45,        即 Cl 型用户不选套餐实惠。

第二时段：45<x≤693.33,  即 C,  型用户选68套餐实惠；

第三时段：693.33<x≤1175,  即 C₃ 型用户选128套餐实惠；

第四时段： x>1175,   即 C₄ 型用户选188套餐实惠。

以上1、2我们是利用统计用户历史通话量来分析的“套餐”的资费计算方 

法。事实上，利用以上分析，用户确实可以通过以往的经验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套 

餐，而运营商则必需对用户消费历史 ARPU  进行精确分析，才能确保在用户获 

得优惠的同时，得到业务收入的净增，从而达到“共赢”。

2.资费的估算与套餐的优劣

(1)“边际分析法”评价资费

随着电信市场的日益成熟和竞争的愈加充分，电信运营企业摒弃单纯的价格 

竞争，利用价格歧视理论进行差异化定价。差异化定价策略是电信运营企业采取 

非价格竞争手段的有益尝试。价格歧视是指企业在出售完全一样的或经过差异化 

的同类产品时，对不同的顾客索取不同的价格。由于这些价格并不完全反映其产 

品的真实价值，所以价格歧视运用了非线性定价策略。价格歧视作为一种理论， 

属于定价策略的范畴，无任何褒贬之意。价格歧视如果被垄断者所用，依靠其垄 

断地位采取高于单一价格的歧视性高价时，将会造成对消费者的掠夺，使社会福 

利受到损失，同时会削弱竞争，进一步加强垄断。这一行为应当受到政府部门的 

禁止和管制。但在垄断市场上，在具有较多竞争对手、竞争激烈的行业里，价格 

歧视以各种各样的灵活形式被广泛运用。它是一种有效的价格策略，不仅有助于 

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其经营目标，并且顺应了消费者的心理差异，满足了消费

者多层次的需要。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于1920年提出，根据歧视程度的高低，价格歧视可以分 

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北京移动公司的全球通“畅听99”以及上海移动公司“全 

球通68 套餐”等方案实行的是二级价格歧视策略。二级价格歧视是企业把产品 

分成几组，按组制订差别价格。电信运营企业可以对其产品按照消费数量的多少 

和消费时间的不同进行分类。在二级价格歧视下，消费者随着购买量的不同，其 

所支付的价格也不同。 一般来说，购买量越大，支付的平均价格越低。在移动通 

信市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都有规定，用户的通话费或通话时间在一定范围内 

必须支付一个比较高的价格，超过这个范围则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折扣，如果通 

话费更多或通话时间更长，还可以享受更大的折扣。对于用户来讲，通话时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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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均价格就越低。电信运营企业按照二级价格歧视制订价格以增加企业

利润， 不但没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反而使部分消费者享受到更加便宜的电信

产品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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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资费套餐有一个套用的模式：主要根据目前用户的话务量、话费总额、 

标准资费水平、通话习惯等进行相关的成本核算。还要把历史的套餐设置状况、 

竞争对手的套餐设置状况以及政府监管因素作为套餐设置的参照系数。但是，运 

营商不能确定推出的套餐在市场运行中一定盈利，特别是对于一个市场跟随者来 

说。某运营商推出套餐后，与之竞争的运营商为了保住既有的用户不转网，几乎 

不会考虑投入产出盈利状况，就会推出类似的甚至更加优惠的套餐。经济学中， 

均衡是用以分析考察经济中若干变量之间的关系,以解释经济现象及其变化的 

概念或分析方法。在供求论中，均衡指需求和供给两种相反力量处于一致或平衡 

的状态，使买卖双方都满意并愿意接受和保持下去的状态， 一种不再变动或没有 

必要再变动的状态。

以下是模型分析所用的方法：由于利润是厂商收益与成本的差额，所以，只 

要已知厂商的收益曲线(函数)和成本曲线(函数),就能够求得厂商利润最大 

的解。衡量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的方法为边际分析法。边际分析法是拿边际 

收益与边际成本进行对比的分析方法。具体来说，经济学家给出的利润最大化的 

标准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当企业生产的产品使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 

时，这种产量就实现了利润最大化。这是根据企业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规律，同时 

也可以用数学方法证明。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若厂商生产产品，此时是 

得大于失，所以应生产。而当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若厂商生产产品，此时 

是得小于失，所以不应生产。

以下是对北京移动公司的全球通“畅听99 套餐”以及上海移动公司“全球 
通68套餐”所做的分析。

为分析上的需要，给出假设：消费者都是理性的，为达到效用的最大化，恰 

好消费完月基本费中包括的全部免费的通话时间，并不消费超出基本费以外的业

务。

① 北京移动公司的全球通“畅听99套餐”

由获得280、560、1000以及2000分钟的免费通话时间，需每月支付99元、139

元、199元以及299元，可得到各个套餐的每分钟通话费依次可近似为0.35元、0.25

元、0.2元以及0.15元，叫每分铀通迁弗与日其木费 → 问的兰系加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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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从图18中可以看出，每分钟通话费与月基本费之间呈线性关系或近似线性  

关系的变化趋势，显然随着购买量(选择套餐的种类，支付月基本费越高理解为 

购买量越多)的增大，每分钟通话费是减少的。

将消费者支付的各个套餐的月基本费作为移动公司的收益来计，可得出公司

收益关于消费者购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也就是移动公司的收益函数关系如下图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147005152032006063

https://d.book118.com/147005152032006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