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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卖店市场与地摊市场的价格比较 
— — 从交易费用角度进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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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图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对同一收入层的消费者在购买同一种商品时的不同选择现象 

做出解释，指出造成这种选择差异的原因在于不同消费者在货币与时闻和精力上的相对优势的差 

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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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不同的消费者购买同一种商品①时会选择去不 

同的市场@，在购买同一种商品时，有的消费者选择 

在可以讨价还价的市场上购买，有的消费者则选择 

在由卖方定价的市场上买。甚至收入水平相同的不 

同消费者在购买同一种商品时也会有不同选择。是 

什么原因导致不同的消费者做出这些不同的选择? 

本文试图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工具，从交 

易费用的角度对消费者的这一现象进行理论阐释。 

一

、专卖店市场与地摊市场 

通过对现实经济活动(市场)的观察，一般 日常 

消费品普遗存在两种市场，一种是专卖店市场(商品 

成交价格由卖方单一决定)，另一种是地摊市场(商 

品成交价格由买方和卖方共同决定)。专卖店市场和 

地摊市场分别有各自的特征。专卖店市场的特征为： 

商品成交价格由卖方决定，买方要么接受卖方所确 

定的价格购买商品，要么拒绝，买方不能与卖方进行 

讨价还价。在这种市场中，商品的价格与质量之间存 

在正相关关系(1Zp商品的价格代表商品的．质量，高价 

格商品就表明是高质量商品)，专卖店市场中不存在 

道德风险(卖方不存在欺骗行为，不会高价格卖低质 

量商品)。地摊市场的特征为：商品成交价格由卖方 

和买方共同决定，双方可以讨价还价，最终共同确定 

一 个双方均可接受的成交价格。在这种市场中，商品 

的价格和质量之间不一定存在正相关关系，价格的 

高低往往不能表明商品质量的好坏，仅从价格买方 

得不到有关该商品质量的完全信息0，因此；地摊市 

场中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EI-I 

为什么专卖店市场和地摊市场会有不同的市场 

特征呢?这主要是因为两种市场的形成过程不同。为 

了便于说明，我们假设最初只存在一个非常理想的 

市场，在市场中不存在任何道德风险，商品价格为商 

品成本与正常利润之和，买卖双方都会在这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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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商品仅指一般的日常消费品，不包括奢侈品和耐用消费品。 

② 本文中的市场概念指狭义的市场．即指具体的市场。而非广义的市场。 

③ 这里我们假设消费者只能通过价格信号获得有关商品质量的信息，也就是说。在这里消费者无法通过价格 爿断商 

品价格是否与商品质量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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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下分另q实现效用最大化①和利润最大化。由于 

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是趋利避害的， 

那么这个理想市场中任何一个经济主体也是趋利 

的。出于利益最大化目的，有些卖方认为可以通过高 

价格售卖低质量商品，即通过商品价格与商品质量 

的不一致以及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使其利润最大 

化。但这是一种欺骗行为，对买方而言就是一种道德 

风险，必然给买方带来收益的减少。同样出于趋利 目 

的，买方为了消除道德风险、实现利益最大化，就会 

与卖方进行讨价还价，尽量压低价格。这样，卖方通 

过高价格售卖低质量商品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 

买方与卖方进行讨价还价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趋向 

导致地摊市场出现。有些卖方认为只有通过制定与 

商品质量相一致的合理价格，才能在市场中形成良 

好的信誉并赢得消费者，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从买 

方来讲，消费者更愿意到价格更合理和信誉更好的 

市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这样，买卖双方的利益 

最大化动机和减少因重复的讨价还价而增加交易费 

用的目的共同导致专卖店市场出现。E1．--．3-] 

二、前提假设 

为了便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给出四个假设： 

1．买方对质量和价格的偏好相同。这个假设说 

明买方对价格的偏好程度与对质量的偏好程度相 

同，排除了偏好因素对购买选择的影响，即排除了买 

方偏好质量，只要质量好就不考虑价格的高低 ；或者 

偏好价格，只要价格低就不考虑质量的好坏。 

2．在两个市场上买方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这个 

假设排除了预算因素对购买选择的影响，买方不会 

因为专卖店市场上 自己想要购买的某商品价格高于 

自己的预算而选择去地摊市场购买同一种商品，因 

此，买方在选择市场购买商品时不考虑预算约束。 

3．在购买时点上两种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均为均 

衡价格。这个假设说明消费者在做出商品购买选择 

时，其所购买商品在两种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是均 

衡的。 

4．在两个市场上，买方最终都能买到他所要的 

商品。这个假设一方面指出买方想要购买的商品在 

两个市场上均有出售，另一方面也说明地摊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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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风险可以消除，只要买方花费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使 自己获得完全的信息。[3][4] 

三、理论分析 

从买方角度讲 ，商品的成交价格由成本价格和 

购买商品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两部分构成．消费者所 

购买的同一种商品在两个市场上的成本价格相同， 

具体表现为相同量的货币；在两个市场上也存在一 

定的交易费用，但交易费用的表现形式不同：在专卖 

店市场购买商品产生的交易费用表现为内含在成交 

价格中的一定量货币，在地摊市场购买商品产生的 

交易费用表现为买方同卖方进行价格博弈所耗费的 

时间和精力。 

由假设 4可以知道，在地摊市场上，买方必须花 

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寻找到想要购买的商品以实现效 

用最大化，因而要不断讨价还价压低商品价格，只要 

买方花费足够长的时间，支出足够多的精力，就可以 

获得商品的完全信息，消除地摊市场的道德风险。 

故地摊市场上交易费用表现为买方同卖方进行价格 

博弈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专卖店市场上的商品价 

格由卖方决定，买方不能够讨价还价，所以尽管在专 

卖店市场上购买商品也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但其相对于消费者在地摊市场上购买商品时所花费 

的时间和精力是很小的，可以忽略不计．因而，在专 

卖店市场上交易费用表现为内含于成交价格中的一 

定量货币。 

在货币与时间和精力这两个方面，不伺的人有 

不同的相对优势。有货币相对优势的人，更愿意多支 

付货币而少支出时问和精力；反之，有时间相对优势 

的人，更愿意多支出时间和精力而少支付货币，因为 
一 定量时间和精力带给他的效用小于一定量货币带 

给他的效用。比如说在某一段时间，100元可以带给 

某人 50个效用单位，两小时可以带给他 ．80个效用 

单位，比较可知，两个小时带给他的效用更大，也就 

是说，两个小时对他而言更为“稀缺”，他在时间上处 

于相对劣势，而在货币上有相对优势，愿意多支付 

100元而不愿意多支出两个小时，或者谥愿意用 100 

元(带来 50个效用单位)换取两个小时(带来 80个 

效用单位)。由于不同的人在货币与时间和精力上的 

① 在这里·“效用最大化”中的“效用”指买方所购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带给购买者的效用与购买该商品产生的交易费用 

的节省带给购买者的效用之和。 

@ 这只是理论上的推导．现实中很难做到，一方面买方无法花费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消除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买方即使 

能够做到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那样可能使以时间和精力形式表现的交易费用太高，买方无法实现效用量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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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 星 五、扩展：品牌对价格的影响 方会选择在专卖店市场购买商品
。 因此，在做出购买 一 ～ 一一一 ～～～ 一 

是以时间因素为背景来讲的。一方面它指一段时期 [3]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 和精 对雠
．

，并 
． Igg6． 

用 数 选 

且苎 '上 ； =方 ，它又指一段时期内同 [5] ． ．i 一代 义经济学宣言[M]．北京：北 
一 经济主体在具体的某一时点上的特定的相对优 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 ‘ ～  

势，因为处于不同时点上，同一经济主体可能在货币 [责任_- 卫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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