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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斯交易费用的经典理论 ,通过企业组织对市场组织的替代 ,使原料阶段到顾客 (消

费者)阶段的流通渠道伸向企业内部 ,形成内部组织化 ,由此可以减少交易上的种种浪费和不

确定性 ,以降低交易费用。科斯理论的经典意义在于包含内部组织化在内的企业组织 ,比起互

不协调的、相互竞争的独立经济主体之间的市场交易 ,具有更明显的效益。

因此 ,从科斯的立场看 ,产品销售并不是关于市场中的独立主体之间的交换过程问题。而

是把其交换过程内部组织化 ,并转换为一个更有效的内部交易过程的企业一般活动体系的问

题。这里销售管理的制度前提是企业组织的存在。目的是通过形成外延组织 ,节省交易费用。

这种外延组织既包括选择形成流通渠道这种企业狭义的外延组织 ,也包括到消费阶段为止的

广义的外延组织 ,即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开发各种新产品 ,对固定客户提供服务等。但是 ,专业

市场 (典型是第一代专业市场或农村专业市场)降低交易费用的途径却是把上述交换过程或两

类 (两层)外延组织外部化 ,而不是内部化 ;不是通过内部化过程来实现企业对市场的替代 ,而

是通过外部化过程来实现“前店后厂”式的市场对企业的“倒替代”,形成一个可供共同享用的

销售网络。因此进入专业市场的企业大多不通过或不靠自己的商标、品牌、厂牌来扩大企业知

名度来拓展市场 ;而是依靠专业市场的知名度 ,通过专业市场搜索、集中和反馈各种信息 ,这不

仅能增加交易量 ,而且可以大大节省单位交易量的市场交易费用。

那么 ,究竟是什么决定企业采取这种降低交易费用途径的呢 ? 我们将先建立一个市场交

易方式演变的抽象模型 ,然后以此为基础 ,探讨现实中市场交易方式和组织选择的决定因素。

一、交易方式或交易组织演变的一般理论

只有当一种交易方式和市场组织能给交易各方带来交易费用的节约时 ,它才有可能被创

新。在这里 ,我们要先舍象掉产品的技术特征 ,只对买卖双方的构成和交易方式的演变进行抽

象分析。

假定存在 n 个卖方和 m 个买方 ,它们进行一种 n 对 m 的交易。我们假定发生交易所要搜

索的关系次数就是交易成本高低的指标 ,那么 n 对 m 的交易中 ,互相搜索信息所要发生的关

系次数为 k (n ,m) = n·m ,这便是 n 对 m 人的交易在没有市场组织下的交易费用的度量。这种

交易的成本极高 ,属于一种最原始的交易方式。如果各交易方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发展了一个

有形的古典式市场 ,例如一个集市 ,那么交易费用便可大大降低 ,n 个卖方和 m 个买方不必直

接地搜索对方的信息。通过市场 ,买卖双方可以集中地获取对方的信息 ,只需搜索市场上的信

息便可 ,这里发生的关系次数便降为 k (n ,m) = m + n

从 n 对 m 个人的直接交易发展到以市场为中介的交易 ,是一场伟大的变革过程 ,这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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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集市这种市场组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但是这种交易组织的

交易费用并非是最低的 ,这就发展成一种通过订货或长期契约来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供货关

系的交易 (假定 n > m) 。

n 个卖方中有 m 个卖方和 m 个买方订立了长期的供货关系 ,它们无需通过市场搜索其他

主顾的信息。剩下 n - m 个卖方 ,如果剩余的 n - m 个人只对 m 个买方中的唯一一个发生交

易 ,则有 k (n ,m) = n ,如果是和 m 个买方中任何一个都发生交易 ,则 k (n ,m) = m (n - m + 1) 。

这第三种交易方式关系数目介于 n 和 m (n - m + 1)之间。

第三种交易方式还可以有所发展 ,而形成第四种情形。这里出现了一个规模较小的调剂

产品余缺的市场 ,因为已经有 m 个卖方和它的大宗买方订立合约 ,剩下的 n - m 个卖方 ,可以

通过一个小规模的市场和 m 个买主发生交易。在这种情况下 ,关系数目 k (n ,m) = n + m。这

与第二种的交易方式的交易费用相同 ,但和第二种相比其市场规模已大大缩小。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度量市场交易相对于 n 对 m 的直接交易的相对效率的量度 F (n ,m) =

n·m
n + m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

(1)当 n = 1 或 m = 1 ,即存在买方或卖方独家垄断的情况下 ,F (n ,m) < 1 ,这时 ,古典式市

场组织的存在将失去意义 ,实际上也不会出现。

(2)当 n = 2 ,m = 2 ,即卖买双方都是双寡头垄断时 ,F (n ,m) = 1 ,这时古典市场组织的存在

对交易费用并无影响。

(3)在不满足上述条件的任何情况下 ,F (n ,m) > 1 ,这表示这时的古典市场组织或交易方

式是有效率的 ,而且交易者越多市场带来的交易费用的节约也越明显 (эF
эn

> 0 ,
эF
эm

> 0) ,但相对

效率的增加却是递减的 (э
2 F

эn2 < 0、э
2 F

эm2 < 0) 。而且对于给定的相对交易费用节约程度 [ F (n ,m)

固定 ] ,m 对 n 或 n 对 m 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 (эm
эn

< 0) ,这说明了古典式市场交易方式降低交

易费用的途径来自众多交易方的“原子式”竞争 ,竞争越充分 (即 n 越多 ,m 也越多) ,则市场的

效率越能得到体现 ,充分的竞争是古典式市场存在的充分条件 ,但非必要条件。

二、现实中交易方式和交易组织选择的决定因素

现实中 ,商品的供求可分为两方面 ,一种是经典文献所分析的数量上的供求 ,另一种是产

品多样性下关于产品种类的① 供求 ,这两方面是不同的。

假定市场上一个代表性厂商的供给为 :

Gs = {Qs
1 ,Qs

2 , ⋯Qs
n}

Gs 便是一个商品供给的集合或可称商品空间 ,商品的种类 n 即是空间 Gs 的维数 ,一般受

其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影响 ;Qs
i (i = 1 ,2 ⋯n)则为空间 Gs 在各个维度上的坐标 (或分量) ,受其规

模经济性的影响。产量和产品种类生产都受其投资总量的约束 ,生产者的最优化选择往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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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商品种类的分类涉及到目录级别的选择问题 ,选择那一级目录应由商品间互补程度的大小来决定。



选择 n 和 Qs
i (i = 1 ,2 ⋯n)的恰当组合。

同样 ,对于市场上的消费者 (买方)他的商品需求便为 :

Gd = {Qd
1 ,Qd

2 , ⋯Qd
m}

则他的商品量的需求 Qd
i (i = 1 ,2 ⋯m) 是受其预算约束的影响 ,而同时他对产品种类的需

求 m 还要受其偏好的多样性的影响 ,每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也追求 Qd
i (i = 1 ,2 ⋯m)和 m 的恰当

组合 ,市场上的一般均衡是对所有厂商的总供给的集合 Gs = [ Gs
1 , Gs

2 ⋯Gs
i ] T 能由消费者 (买

方)的商品需求的集合 Gd = [ Gd
1 , Gd

2 ⋯Gp
p ] T 和非负参数向量λ= (λ1 ,λ2 , ⋯λp) ( Πi ① 有λi > 0)

线性表示 ,即 Gs =λ×Gd。

但是对于个别生产者 (卖方)和消费者 (买方) ,n 和 m 及 Qd
i 和 Qs

i 不一定完全相等 ,这就

可以组合成多种不同的情况 ,每一种情况对应的交易方式会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对此逐一分

析。

11n < m , Gs 中至少有一个 i ,使 Qs
i > Qd

i 。这类产品供给的多样性程度比需求的多样性程

度小 ,对于一个厂家来说 ,它无法也不可能生产各种各样、品种齐全的产品 ,但是它却可以大批

量生产某一类商品 (例如某一款式的西服 ,某一种式样的纽扣) ;而同时 ,对于一个买方 (消费

者、中间商)来说它的需求往往是多样的 ,它所想知道的产品的种类往往要超过一个厂商所能

供给的产品种类 ,一个厂家在产品种类上的供给满足不了买方的需求 ( n < m) ,但是它对一种

商品的量上的需求却不会很大 ,如个人消费服装 ,它不可能全部购买某一厂家的某款式的所有

服装而只能买一件两件 ,这时 ,消费者在某种商品量上的需求又小于供方的供给 ( Gs 中至少有

一个 Qs
i > Qn

i ) 。在这种情况下 ,卖方必须同时搜索多个买方的信息以便发生交易时使它的产

品数量余额为零 ,买方也必须同时搜索多个卖方的信息以便满足它的多样性的需求。服装类

商品便是典型的例子。在这里 ,一般说由大商场来代替专业市场也是不合算的 ,大商场不可能

搜索到象专业市场所能达到的这么多种类产品的信息②,它一般更大程度上只能充当类似于

一个服装店 (批发商)这样的功能。而且更进一步说 ,如果 n 比 m 大出越多 ,Qd
i 比 Qs

i 大出越

多 ,这时专业市场的作用越明显。这在浙江经济事实中很易得到证明 ,大量由家庭工厂分散生

产的经济模式 ,要由大商场去搜索产品信息承担交易的成本是极为高昂的。这正是诸如义乌

小商品市场、桥头纽扣市场特别发达的重要原因。

21n > m , Gd 中至少存在一个 i 使 Qs
i < Qd

i 。这类产品看起来似乎有可能与第一种情形相

类似 ,可以通过外部化的组织进行交易。但是这和第一种情况的不同主要是 : (i) 有些产品 ,由

买者去搜索卖方的种类信息和由卖方去搜索买方的种类信息的难易程度 (搜索成本) 是不同

的。同样由买方去搜索卖方的数量信息和由卖方去搜索买方的数量信息的难易程度 (搜索成

本)也不一样 ,例如服装和汽车配件两种商品 ,对于前者 ,由卖方去搜索买方的种类信息是较难

的 ;对于后者 ,由卖方去搜索买方的种类信息却是较易的 (因为汽车零件一般都有一定的标

准) 。这就会导致同样是 n 对 m 的直接交易 ,由于它的信息搜索的方向和性质不同 ,它的交易

67

①

② 义乌小商品市场有摊位 23000 个、面积几十万平方米、产品 10000 多种 ,而杭州最大的商场的柜台只有几千多平方

米、商品几百种。

Πi 表示“对于任意的 i ,有⋯”,下面同。



费用也不一样。这会影响专业市场的形成和规模。(ii)和第一种情况的另一重要区别是 ,如果

买方的种类需求很单一 ,也即说它的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很强而量上的需求经常不能被满足时 ,

长期的订货关系甚至垂直一体化更为可能 ,通过市场交易不是最节约的。当然这也受到契约

的监督和实施费用的影响。

总的来说 ,这类产品的组织外部化的要求不会比第一种产品强烈 ,这是由于资产专用性程

度的影响使这类产品更有可能采用垂直一体化的交易 ,它是符合威廉姆逊分析范式的。

(3) Πi 有 Qs
i > Qd

i ,n > m (i = 1 ,2 , ⋯⋯m) ; Πi 有 Qs
i < Qd

i ,n < m (i = 1 ,2 , ⋯⋯n) 。对于这

两类产品 ,完全可通过建立一种长期契约关系来进行交易。前者 ,如笨重的能源产品和轻小螺

钉螺帽变压器等①,宜由多个买方向一个卖方进货 ,发生的关系数目 k (n ,m) = m ;后者如晴纶、

棉纱、棉花等产品 ②,可通过多个卖方向一个买主供货的方式进行交易 ,发生的关系数目为 k

(n ,m) = n。它们都比建立一个专业市场的关系数目 k (n ,m) = n + m 少。这些产品甚至也可

能不必要建立诸如那样的市场。这类产品的专业市场的形成是由于后面所要分析的交易技术

(工具)和制度因素造成的 ,它将随着制度的规范而萎缩。也将在较短时间内被第三种或第四

种交易方式所替代。

41 Πi :Qs
i = Qd

i ,n =
>

<
m ;或 Πi :Qs

i =
<

>
Qd

i 、n = m。在这几种情况下 ,建立长期的合约关系都是

可能而且有效的。对于这几类产品 ,在初期虽然可以通过有形市场如集贸市场等形式来进行交

易以达到交易费用的节约 ,但却不是最优的 ,其必然为具有更低的交易费用的交易方式所代替。

综合起来 ,前面各种不同类型产品的适宜的交易方式可由下表 (表 1)给出 :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 ,除右上角那种情况外 ,其它的所有情况都不宜采用如专业市场或旅行

社这种市场交易外延组织外部化交易方式 ,而通过建立第四种市场如商店、百货公司进行交

易 ,更大程度上符合科斯意义上的组织内部化的交易。这是我们对什么样的产品适宜于建立

诸如专业市场这样的外部化组织的销售形式的详尽说明。这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到证明。

当然 ,这里也应考虑浙江省经济中的小批量、小规模的分散式经营对形成右上角这种市场交易

制度的重要作用。它主要是影响了即使不必采用组织外部化进行销售的产品也加入采用组织

外部化销售的行列 ,这使实际进入专业市场的产品类型的外延比由一般意义上所确定的产品

类型的外延要大。这也是专业市场大量产生于以小规模企业为主的浙江省的原因。由此 ,也

可以作这样的判断 ,专业市场是使浙江省的“轻、小、集、加”经济发展模式能向全国市场伸展的

重要制度前提 ,也是这一模式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效率来源。

三、我国专业市场形成的因素分析

在我国特殊的体制背景下 ,主要与在城市的国合商业交易制度形成对比 ,专业市场还有另

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因素 ,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

1 1专业市场是面对国合销售渠道的“体制壁垒”而诱发的制度创新。我国拥有一系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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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可以在温州苍南宜山的晴纶和棉纱专业市场的发展历程中找到证实 ,那里的专业市场和义乌小商品市场有很大

不同 ,那里已产生了“中间商”、“代理商”等销售方式来替代专业市场 ,大量的棉花棉纱交易已是通过场外进行。

现实中如标准化系列的变压器、低压电器的专业市场便是一例。温州柳市的电器市场以后有可能走这样的路子。



　　表 1

n
m

> 1
n
m

= 1
n
m

< 1

Πi :Qs
i > Qd

i

多个买方对一个

卖方的长期契约

Πi :Qs
i > Qd

i

多个买方对一个

卖方的长期契约

至少有一个 i 使 　Qs
i > Qd

i

外部化的市场交

易 ,如专业市场等

Πi :Qs
i = Qd

i

多个买方对一个

卖方的长期契约

Πi :Qs
i = Qd

i

单个买方和单个

卖方的长期契约

Πi :Qs
i = Qd

i

多个卖方对一个

买方的长期契约

至少有一个 i 使 Qs
i < Qd

i

垂直一体化

Πi :Qs
i < Qd

i

多个卖方对一个

买方的长期契约

Πi :Qs
i < Qd

i

多个卖方对一个

买方的长期契约

　　说明 :当 n ≥m 时 ,i = 1 ,2. . . m ;当 n ≤m 时 ,i = 1 ,2. . . n。

模庞大 ,体系复杂的国合销售渠道 ,但它主要为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所独占 ,主要适应于计划

体制下的产品供销体制 ,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很难进入。又因为最初被“拒之门外”的这

些小企业 ,难以直接动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公关手段等营销方式 ,所以它们只能选择简单的

人员购销方式来采购原材料和推销产品 ,形成成千上万的农民购销大军。由于缺乏规模经济

效益和市场的秩序性 ,这种交易形式具有较高的交易成本 ,而专业市场把大量的卖者集中在某

一固定地点 ,使具有信息优势的卖主的摊位固定下来 ;采用较为标准化的交易和企业经营形

式 ,有利于抑制各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这既有利于卖者 ,也有利于买者。从这个角度

讲 ,专业市场是成千上万农民在无法进入国合销售渠道时“逼”出来的制度创新 ,它是一种迫不

得已的选择。但是一旦选择 ,就有了“路径依赖”性。

21 专业市场管理中“体制灰区”的存在。不可否认 ,专业市场交易中存在着体制灰区 ,这

体现在税收和租金方面 ,专业市场的税负较低 ,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客商 ,采取低税等优惠

条件。如采取一次性征税、包税等形式 ,使专业市场得到了较多税收优惠 ,优惠政策还体现在

政府对摊位占用土地、建市场征用土地等方面的地价优惠 ,也使摊位房租成本下降 ,而房租和

税收两项可占影响专业市场可比成本的因素比例高达 20 %以上。

31 专业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较国合销售渠道更追求效率。专业市场尤其摊位经营是以

股份合作、个体私营经济为前提的 ,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而适应于原来的计划经济

体系的国合销售渠道却并非如此。在市场经济体系下 ,前者的行为更接近于经济理性 ,而后者

往往存在行为的制度扭曲 ,所以前者交易的效率往往是较高的。专业市场中的摊位经营者对

进货的相对价格及其变化 ,各项成本 —收益的核算具有更理性的反应。据调查 ,仅进货渠道就

使专业市场的产品比国有商场具有 10 %左右的成本优势。此外 ,专业市场中的摊位经营机制

和国合销售渠道也是不同的 ,前者是一种能提供激励、监督并分担风险的有效率的机制 ,而后

者往往不能提供足够的激励和有效地分担风险 ,这也使得二者在经营绩效上产生较大的差别。

专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往往能使最有经营才能的人成为经营者 ,所以 ,专业市场这种交易费用的

降低来源于一种效率更高的交易组织制度或市场制度对另一种市场制度 (国合商业组织)的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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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这把许多城市的国有企业的和大型乡镇企业 (实施科斯式交易费用效率化的大企业) 的产

品也被吸引“下乡”入场。近年来 ,专业市场发展又进入一个以农村为主走向城市为主的新阶

段 ,许多名牌企业也进入专业市场的事实更体现了这一点。但是 ,这种市场的替代显然不同于

科斯意义上的企业对市场的替代 ,而是由于体制效率或“制度落差”所致。

41 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科斯式降低交易费用途径的障碍。这表现在 : ①收入需求弹性低、

以轻小商品为主、规模经济不显著的非国有经济 (包括中小型国有企业) 推行科斯式的内部化

组织的市场交易 ,是得不偿失的 ; ②上述类型的企业经营者管理素质和能力低下 ,是另一种障

碍 ,是使组织成本急剧上升的因素 ; ③制度歧视的制度环境 ,非国有经济“化私为公”、国有经济

“化公为私”的制度预期 ,是各种所有制企业资本积累、扩大规模从而实施科斯式降低交易费用

意识形态障碍。这些障碍导致了企业不愿意建立一体化的内部组织化销售网络 ,就使得诸如

专业市场这样的交易方式大有用武之地。

51 其它宏观经济体制方面的因素。例如合同仲裁 ,违约监督赔偿制度及其执行效率等 ,

也会影响企业间订立长期契约的交易费用。在这些制度不完善或保障不力的情况下 ,企业间

很难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 ,而更愿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使本可以通过建立长期契约关系

从事交易的企业也宁愿选择专业市场这种短期交易方式。

四、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 ,我们简单地归纳以下几点 :

11 专业市场作为一种市场交易方式 ,具有“技术上”的效率。它特别适应于一些特定类型

的商品 ,如服装、玩具等。对这类商品一般有 Qs
i / Qd

i > 1、n/ m < 1 ,后式比值愈小 ,专业市场的

技术效率愈明显。但对于其它各种类型的产品 ,采用专业市场交易就未必是最优的。而且从

动态角度看 ,Qs
i / Qd

i 和 n/ m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地说 ,Qi
s 受生产的规模经济程度的影

响 ,n 受资产的专用性程度的影响 ;Qi
d 体现了需求量的大小 ,m 则受需求多样性的影响。它

们的变化及相互关系的变动会对专业市场的规模和存在产生持久而重要的影响。这会使以后

的专业市场发展产生分野 ,不能满足上述条件的商品的专业市场将萎缩。而且上述条件仅是

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它还要受交易技术、交易工具和手段发展的影响。

21 我国专业市场的兴起 ,是对科斯的企业替代市场这一交易费用节约经典理论的挑战。

符合前文所述技术特点的小规模生产企业不该通过对企业的交易过程及其外延组织内部化 ,

而应通过专业市场将其外延组织外部化来实现市场对企业的替代 ,以降低交易费用。

31 企业规模大小或规模边界决定取决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这两项成本的综合比较和

最小化。对于那些生产上规模经济不显著 ,而可以通过交易的外延组织外部化即通过专业市

场实现市场替代企业来大大节约交易费用的生产企业来说 ,实现小规模经营更好。

41 体制转换将影响专业市场的演化。在我国特定的体制背景下 ,专业市场的产生和发展

并非完全由上述技术性因素及一般规律所决定 ,而可能会产生一批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专业市

场 ,或者人为地扩大由一般规律所决定的专业市场规模。而这将随体制规范 ,如“制度落差”、

体制“灰区”的消失而收缩。

(责任编辑 :禾 　子) (校对 :世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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