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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商业交易中 , 正式契约安排与非正式契约安排往往是同时使用的 , 对这两类契约交

互作用的分析是契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运用随机匹配博弈建立一个契约成本影响契约

选择和契约交互关系的模型 , 将契约交互关系研究从双边重复博弈框架扩展到随机匹配博弈

框架下 , 从而可用其来分析非频繁交易.结论是:当契约成本较低时 , 正式契约的引入替代

了非正式契约;当契约成本处于中间水平时 , 正式契约补充了非正式契约;当契约成本很高

时 , 正式契约的引入不影响交易方对非正式契约的选择.最后 , 运用上述模型分析了网上拍

卖中第三方执行中介的介入对契约交互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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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一切交易都是通过契约来完成的 , 而契约可

以是口头的或文字的 , 也可以是明示的或暗示

的.一般把那些约束人们交易行为的习俗 、规范 、

信念 、声誉等称为非正式契约(informalcontract).

相反 , 把那些受法庭等第三方中介支持的约束人

们交易行为的合同称为正式契约 (formalcon-

tract).正式契约必须在事前用事后法庭等第三

方中介可以证实的条款详细地加以规定 , 而非正

式契约建立在只有交易方事后才能观察到的结

果 , 或由于描述成本非常高而无法在事前加以描

述的结果上 , 只能依靠重复交易下的激励和惩罚

机制来保证交易方的合作行为 , 必须是自我执行

的(self-enforcing).正式契约虽然受法庭或其他

第三方中介的保护 , 但为了节约交易成本 , 在日

常交往中人们经常避免通过法律手段来处理纠

纷 , 而依靠规范 、习俗 、声誉来执行契约.

早期的理论文献出于分析的简化 , 往往假设

交易方的行动是完全不可证实的 , 这样就忽略了

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 ,

在商业交易中 , 正式安排与非正式安排往往是同

时使用的 , 对这两类契约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分

析是契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Lazzarini, Miller＆ Zenger
[ 1]
和 Schmidt＆

Schnitzer
[ 2]
在双边重复博弈的框架下分析非正式

契约与正式契约之间的交互关系.但是 ,非频繁

交易在现代经济中更为常见 , 无论交易方是否违

约 , 交易关系中断的概率非常大.在非频繁交易

的环境下 , 正式契约的引入对非正式契约又会产

生何种影响 ?

标准重复博弈中的无名氏定理只适用于双边

关系 , Kandori
[ 3]

、Ellison
[ 4]
和 Okuno-Fujiwara＆

Postlewaite
[ 5]
把无名氏定理扩展到随机匹配博弈

(randommatchinggame)中 , 从而可用其来分析

非频繁交易环境下的交易.他们的研究表明 , 即

使信息在交易者之间无法完全传递 , 合作结果的

博弈均衡也可以达到 , 一些应用文献也说明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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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
[ 6-8]

.

但是 , Schmidt＆ Schnitzer在分析非正式契

约与正式契约之间交互关系时忽略了契约的缔结

和执行成本
[ 2]

.本文将在 Schmidt＆ Schnitzer和

Lazzarini等的基础上 , 运用随机匹配博弈理论建

立一个契约成本影响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交互

关系的模型 , 并考虑了契约成本对交易方契约选

择的影响.这样 , 本文就将契约交互关系从双边

重复博弈环境扩展到多边随机匹配博弈环境中 ,

从而可以分析非频繁交易中的契约执行.

最后 , 论文以网上拍卖为例来说明正式契约

与非正式契约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的市场非常

成熟 , 法律也很完善 , 从静态视角很难对非正式

契约和正式契约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行分析.因

此 , 已有的文献一般都选择转型经济作为研究对

象 , 分析法律缺失或不完善情况下非正式机制的

作用 , 以及法律不断完善的情况下非正式契约与

正式契约之间的关系 , 如 McMillan＆ Woo-

druff
[ 9]

.网上拍卖的发展给契约理论分析提供了

很好的研究对象:随着网上拍卖的成熟和普及 ,

第三方中介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介入到网上拍卖引

发的争议中 , 交易方不仅可以依赖非正式契约 ,

还可以求助于正式契约来维持交易.因此 , 既可

以从动态视角分析正式契约的引入对非正式契约

的影响 , 也可以从静态视角分析交易方的契约

选择.

1　文献回顾

分析非正式契约与正式契约交互关系的思路

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从主观绩效考核和客观绩

效考核的角度出发 , 假定绩效是第三方无法观测

的 , 只有交易方才能准确地观测到 , 因此绩效是

主观的.而交易方如果想签订一份正式契约 , 只

能依据客观指标来考核绩效.相对主观考核指

标 , 客观考核指标是不完美的.当客观考核指标

越来越接近主观考核指标 , 即客观考核指标越来

越完美时 , 一方面交易方违反非正式契约后的谈

判地位(fallback)将升高 , 因为即使代理人不遵

守非正式契约条款而导致关系破裂 , 双方还能签

订一个正式契约;另一方面 , 客观考核指标的完

善降低了交易方违约的诱惑.因此 , 如果前一效

应大于后一效应 , 正式契约将替代非正式契约;

反之 , 正式契约将补充非正式契约
[ 10-11]

.

第二种方法根据正式契约引入后契约成立条

件的差异来判断两类契约之间的关系.如果商品

的某一属性以前是第三方不可证实的 , 那么交易

方只能达成一项非正式契约.当该属性可被证实

后 , 交易方就可以根据可被证实的属性签订一项

正式契约.如果正式契约的引入放松了契约成立

条件 , 或扩大了交易可行集 , 那么正式契约的引

入就补充了非正式契约
[ 1-2]

.

第三种方法则比较单独使用非正式契约与联

合使用非正式契约和正式契约两种情形下契约成

立条件的差异 , 如果联合使用(即签订一个包含

非正式条款的正式契约)放松了契约成立条件 ,

那么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之间就存在互补关

系;反之 , 则存在替代关系
[ 11]

.

前两种方法都是从动态视角判断正式契约和

非正式契约之间的交互关系 , 第三种方法则是从

静态视角出发来判断两类契约之间的交互关系.

理论文献关注绩效考核 、契约成本等变量对

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之间交互关系的影响 , 而

将其他相关因素抽象掉.由于很难获得时间序列

数据 , 经验文献则从静态视角出发 , 利用横截面

数据分析不确定性 、声誉 、交易频率 、度量成本 、厂

商特征等因素对交易者契约选择的影响.②

Kalnins＆Mayer则利用 IT服务业的数据检验了

不确定性 、衡量成本和是否有交易历史等因素对

契约选择的影响
[ 13]

.Corts＆Singh间接地验证了

非正式契约与正式契约之间的替代关系:交易频

率的提高降低了交易方对正式契约的使用
[ 14]

.

Ryall＆Sampson以企业之间的技术研发为样本 ,

发现重复交易会促使企业签订一个更详细 、更正

式的契约 , 也间接地得出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

之间是互补这一结论
[ 15]

.Poppo＆ Zenger则通过

信息服务业的调研数据验证了非正式契约与正式

契约之间的互补关系:契约复杂程度的增加使得

交易者更加依靠非正式治理机制 , 反之亦然;而

且在解释交易绩效上非正式契约和正式契约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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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Williamson分析了不确定性 、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对契约选择的影响 ,现有经验文献实际上仍在遵循其思路 [ 12] .



互补充的
[ 16]

.Lazzarini等通过实验考察了交易频

率和契约成本对契约选择的影响 , 与上面文献不

同的是 , 该文进一步直接验证了非正式契约与正

式契约之间的互补关系: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契约

的联合使用比单独使用更有效.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 已有的理论文献

关注正式契约的引入对契约交互关系的影响:

正式契约的引入是补充 , 还是替代了原非正式

契约.限于无法获得时间序列数据 , 实证文献

则关注交易频率 、契约成本等因素对交易方契

约选择的影响.前者基于动态视角 , 后者则基

于静态视角 , 契约之间的交互关系同契约选择

实际是相关的 , 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可分

离的部分.

2　模　型

2.1　模型设定

本文以 Schmidt＆Schnitzer和 Lazzarini等为

基础 , 将契约交互关系研究从标准的重复博弈扩

展到随机匹配博弈下 , 分析买卖双方如何通过非

正式契约和正式契约来保证卖方采取诚实的行

为.③在非频繁的交易环境下 , 要保证交易方采取

合作行为需要更严格的条件:信息传播的效率必

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 3-5]

.为了着重分析随机匹配

博弈下非正式契约与正式契约之间的相互关系 ,

本文下面假设随机匹配博弈下的非正式契约是可

维持的.

采用的阶段博弈与 Lazzarini等相同 , 如图 1

所示.在第一阶段 , 买方和卖方就某种产品的交

易进行谈判.假设产品的成本对卖方来说都是相

同的 , 买方对产品有相同的评价.产品的质量包

含两种属性(attribute)(a1 , a2).每一属性都有

高(H)和低(L)两类 , 两类属性之间是不相关

的.这样就有四种组合 , (H, H)、 (H, L)、(L,

H)和(L, L), 分别给卖方带来如下的成本:CHH、

CHL、CLH、CLL.假设 CHH >CHL >CLL, CHH >CLH >

CLL, CLL =0.买方对上述四种组合的评价为 UHH、

UHL、ULH、ULL, 类似地 , 假设 UHH >UHL >ULL, UHH

>ULH >ULL.产品的质量越高 , 带来的社会剩余

就越高:UHH -CHH >UHL-CHL >ULL-CLL、UHH -

CHH >ULH -CLH >ULL-CLL, 即(H, H)对买卖双

方来说是最优的选择.假设买方的保留效用和卖

方的保留价值都为零.为了分析的方便 , 假设在

卖方发送货物之前买方就预付货款 , 即只有卖方

有机会主义行为 , 卖方有动机提供低质量 , 而不

是高质量(H, H)的商品.

为了分析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之间的交互

关系 , 在下面的模型中首先假定产品的两类质量

属性(a1 , a2)都是第三方无法证实的 , 交易方因

而无法签订一个正式契约 , 只能通过非正式契约

来完成交易.然后假设第一个质量属性(a1)变得

可以被第三方证实 , 交易方就有可能以该属性为

基础签订一个正式契约.当然也有可能为了节省

契约成本 , 交易者有意使契约不完备 , 通过非正

式契约来维持交易.接着本文分析交易者在正式

契约和非正式契约之间的选择.最后分析正式契

约的引入对非正式契约的影响:是补充还是挤出

了非正式契约.

2.2　属性完全不可证实情况下的非正式契约

在产品质量的两个属性完全不可证实情况

下 , 买方有两个选择:1)不签订正式契约而预付

货款;2)退出交易.如果买方不退出 , 那么他将

向卖方支付货款 p, 卖方收到货款后 , 有四个行

动选择 , 对应产品属性的四个组合 , 再加上退出

这个选择.买方可以观察到卖方选择的行动.如

果买方和卖方退出交易的话 , 他们将获得其保留

效用或保留价值 , 假设为 0.贴现因子为 δ, 表示

交易方的耐心程度 , 或交易方之间的信任程度:δ

越高 , 意味着交易者越信任对方.博弈的时序见

图 1的右半部分.

在属性完全不可证实的情况下 , 买卖双方只

能借助于非正式契约来执行最优的属性组合(H,

H).本文假设买家执行如下的触发战略(trigger

strategy):买方支付 p>cHH, 如果卖方没有按照

非正式条款提供最优的属性组合(H, H), 那么

买方将对其进行惩罚.在非频繁的交易中 , 由于

特定的买方和卖方进行重复交易的可能性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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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Lazzarini等的模型存在着一些缺陷.在该文模型中, 价格和贴现因子是两个外生变量, 但在推导的时候又假设其中一个是外生变量 ,

从而犯了循环推导的错误.在本文的模型中 , 价格是外生决定的 , 由买方和卖方之间的谈判能力决定.



小 , 被欺骗买方这种策略的惩罚力度非常小.但

是 , 博弈论理论文献已经说明 , 如果信息传递的

效率比较高 , 其他买方就会对不诚实的卖方实施

集体惩罚.为了分析的简化 , 假设集体惩罚是无

限期的.

如果

o-CHH

1 -δ
≥p-CLL (1)

那么非正式契约就是自动执行的 , 依靠声誉机制

就可以保证卖方选择最优的属性组合.不等式的

左边表示卖方选择诚实获得的长期收益;右边表

示卖方选择欺骗得到的当期收益 , 由于其他买方

对其实施集体惩罚 , 其选择欺骗所能获得长期收

益为 0.与 Lazzarini不同 , 论文采取与 Schmidt＆

Schnitzer类似的处理方法:假设买方和卖方对交

易剩余进行讨价还价 , 卖方和买方拥有的谈判力

量使其分别分享剩余的 α和(1 -α).在不签订正

式契约的情形下 , 交易带来的剩余为 UHH -CHH,

卖方拥有其中的 α,因此买方支付的价格为 p
NC

=

CHH +α(UHH -CHH).将 p
NC
代入式(1)可得使买

卖双方达成交易必须满足的条件

δ≥
CHH

CHH +α(UHH -CHH)
(2)

定义不等式右边为 δ
NC
, NC表示买卖双方不签订

正式契约 , 通过非正式契约来维持交易.

2.3　当契约成本较高时契约之间的交互关系

当第一个属性(a1)是第三方完全可以证实

的 , 买方事前就可以在契约中规定产品的属性 a1

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第二个属性(a2)仍是契约

方可证实 , 但是第三方无法证实的 , 买方只有在

事后才能观察到该属性.这样 , 买方就不能在契

约中规定产品的第二个属性 (a2)必须达到某一

标准 , 只能求助于非正式条款来激励卖家提供属

性二是 H的产品.为了激励卖方选择(H, H), 买

方可以通过签订一个包含非正式条款的正式契

约:买方向卖方支付 p≥CHH, 规定卖方选择属性

组合(H, H);如果卖方选择了属性组合(L, ·),

卖方就必须向买方返还 0≤ d≤p.相比 a1和 a2
都不能证实的情形 , 上述契约更完备.通过上述

设定将非正式契约模型化.签订正式契约带来了

契约成本 , 契约成本包括事前的缔约成本 , 为了

使契约可以被第三方证实而在监督技术上作出的

投入.不影响分析的一般性 , 假设契约成本 x由

买方来承担.

买方有三个选择:1)不签订正式契约而预付

货款;2)提出一个以属性一为基础的正式契约 ,

规定卖方提供产品的属性一必须达到一定标准;

3)退出交易.如果买方不退出 , 那么他将向卖方

支付 p的货款 , 卖方收到买方预付的货款后 , 有

四个行动选择 , 对应产品属性的四个组合 , 再加

上退出这个选择.

契约成本较高(x>UHL-CHL)意味着买方不

可能通过签订一个正式契约来执行次优选择(H,

L).因此 , 在单期的阶段博弈中 , 卖家会提供低

属性的产品 , 买家会退出 , 买卖双方不会达成

交易.

图 1　模型的阶段博弈

Fig.1 Thetimingofstagegame

2.3.1　属性部分可证实下非正式契约

当属性部分可证实时 , 买方既可以通过非正

式契约 , 也可以通过一个包含非正式条款的正式

契约来达成交易.在不签订正式契约的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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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p-CHH

1 -δ
≥p-CLL (3)

那么非正式契约就是自动执行的 , 依靠声誉机制

就可以保证卖方选择最优的属性组合.在不签订

正式契约的情形下 , 交易带来的剩余为 (UHH -

CHH)-max[ 0, (UHL-CHL -x)] , 卖方拥有剩余

的 α, 因此买方支付的价格为 p
NC
H =CHH +α(UHH -

CHH).将 p
NC
H 代入式(1)可得使买卖双方达成交

易贴现因子必须满足的条件

δ≥
CHH

CHH +α(CHH -CHH)
(4)

定义不等式右边为 δ
NC
H , H表示存在较高的契约成

本 , NC表示买卖双方不签订正式契约 , 通过非正

式契约来维持交易.可以看出 , δ
NC

=δ
NC
H .

2.3.2　包含非正式条款的正式契约

如果买方向卖方提供如下的一个激励相容的

包含非正式条款的正式契约:买方向卖方支付

p≥CHH, 规定卖方选择属性组合(H, H);如果

卖方选择了属性组合(L, ·), 卖方就必须向买方

返还 d≥CHL.在上述契约下 , 卖方选择属性组合

(L, ·)带来的短期收益为 p-d, 小于卖方选择

(H, L)可以得到的短期收益 p-CHL.因此 , 在买

方提供上述正式契约的前提下 , 卖方如果选择违

约 , 那么他将选择(H, L), 而不是(L, L).这意

味着在签订一个正式契约的情况下 , 如果

p-CHH

1 -δ
≥p-CHL (5)

那么(H, H)将是自我执行的.卖方选择(H, L)

可以带来 max[ 0, (UHL-CHL-x)] =0的总剩余 ,

选择(H, H)可以带来(UHH-CHH -x)的总剩余 ,

双方的福利增加(UHH -CHH -x), 卖方拥有其中

的 α, 故买方支付的价格为 p
C
H =CHH +α(UHH -

CHH -x).

与不签订正式契约相比 , p
C
H <p

NC
H , 这里的解

释是 , 正式契约减少了卖方从偏离(H, H)中得

到的收益 , 降低了卖方的谈判地位 , 从而降低了

买方必须支付给卖方的效率租金.将 p
C
代入式

(5)可得买卖双方达成交易的条件

δ≥
CHH -CHL

(CHH -CHL)+α(UHH -CHH -x)
(6)

定义不等式右边为 δ
C
H, H表示存在较高的契约成

本 , C表示买方签订正式契约.δ
NC

>δ
NC
H .

2.3.3　契约选择

当非正式契约和正式契约都能维持交易时 ,

如果不等式 UHH -p
NC
H >UHH -p

C
H -x成立 , 买方

从非正式契约中得到的剩余高于从正式契约中得

到的剩余 , 买方会选择同卖方达成一项非正式契

约.在契约成本较高的情况下(x>UHL -CHL),

上式成立.因此 , 如果非正式契约和正式契约都

是可行的 , 买方会选择非正式契约.但是 , 当

(UHH -CHH)CHL/CHH <x≤UHH -CHH且 δ
C
H <δ≤

δ
NC
H时 , 只有非正式契约是可行的;当 UHL-CHL <x

≤ (UHH -CHH)CHL/CHH且 δ
NC
H <δ≤δ

C
H时 , 只有

正式契约是可行的.

2.4　当契约成本较低时契约之间的交互关系

在契约成本较低(x≤UHL-CHL)时 , 在双边

重复博弈的情况下 , 如果契约成本小于次优的正

式契约带来的总剩余 , 那么交易关系破裂后 , 交

易方总可以签订一个正式契约来执行(H, L), 得

到一个次优选择.但在随机匹配博弈下 , 即使契

约成本小于次优行动带来的总剩余 , 买方也不会

与卖方签订一个正式契约来执行(H, L), 他会拒

绝与该卖方进行交易 , 去寻找其他没有 “污点 ”

的卖方.因此 , 在随机匹配博弈下 , 买卖双方之

间不像双边重复博弈那样存在锁定 , 卖方违约的

收益仍是当期的所得 p.

如果(p-CHH)/(1 -δ)≥p,那么非正式契约

(H, H)就是自动执行的 , 依靠声誉机制就可以

保证卖方选择最优的属性组合.

2.4.1　属性部分可证实下非正式契约

在不签订正式契约的情形下 , 交易带来的剩

余为(UHH -CHH)-max[ 0, (UHL -CHL-x)] , 卖

方拥有其中的 α, 故买方支付的价格为 p
NC
L =CHH

+α[ (UHH -CHH)-(UHL-CHL -x)] .将 p
NC
L 代

入(p-CHH)/(1 -δ)≥p-CLL中可得买卖双方达

成交易的条件

δ≥
CHH

C
HH

+α[(UHH-UHH)-(UHL-CHL -x)]
(7)

定义不等式右边为 δ
NC
L , L表示契约成本较

低 , NC表示不签订正式契约.可以看出 , δ
NC
H >

δ
NC
L , 这意味着相比契约成本较低时 , 在契约成本

较高的情况下 , 维持非正式契约是自我执行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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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更严格.

图 2　契约成本与契约选择

Fig.2 Contractcostandcontractchoice

2.4.2　包含非正式条款的正式契约

买方可以向卖方提供一个包含非正式条款的

激励相容的正式契约:买方向卖方支付 p≥CHH,

规定卖方选择属性组合 (H, H);如果卖方选择

了属性组合(L, ·), 卖方就必须向买方返还 d≥

CHL.这样 , 卖方选择属性组合(L, ·)带来的短期

收益为 p-d, 小于卖方选择(H, L)可以得到的短

期收益 p-CHL.因此 , 如果买方提供了上面所描

述的正式契约 , (H, L)将是卖方违约时所能选

择的最优行动.与上面的分析相同 , 在本文的假

设和随机匹配博弈情况下 , 卖方偏离后可以得到

的只是当期收益 p-CHL.随后各期 , 所有买方并

不会与该卖方签订一个执行次优选择(H, L)的

正式契约.这意味着在签订一个包含非正式条款

的正式契约的情况下 , 如果

p-CHH

1 -δ
≥p-CHL (8)

那么包含非正式条款的正式契约将是自我执行

的.这里 p
C
L =CHH +α{(UHH -CHH-x)-max[ 0,

(UHL -CHL-x)] }, 因为 UHL-CHL-x≥0, 所以

p
C
L =CHH +α[ (UHH -CHH)-(UHL-CHL)] .将 p

C
L

代入式(8)可得

δ≥
CHH-CHL

(CHH-CHL)+α[ (UHH-CHH)-(UHL-CHL)]

(9)

定义不等式右边为 δ
C
L, L表示契约成本较高 , C

表示不签订正式契约.

在 x≤UHL-CHL的假设下 , δ
NC
L >δ

C
L.当契约成

本较低时 , 相比正式契约 , 维持非正式契约是自我

执行的需要更高的贴现因子 , 即更严格的条件.另

外 , δ
C
H >δ

C
L, 这意味着相比契约成本较高时 , 在契约

成本较低的情况下 , 维持包含非正式条款的正式契

约的执行需要较低的贴现因子.

2.4.3　契约选择

下面分析交易方的契约选择.当非正式契约和

正式契约都可行时 , 如果 UHH -p
NC
L >UHH -p

C
L -x,

买方从非正式契约中得到的剩余大于从正式契约中

得到的剩余 , 那么买方会选择达成一个非正式契约

安排.当x<UHL-CHL时 , 上式成立 , 所以在契约成

本较低时 , 如果非正式契约和正式契约都能维持交

易 , 买方会通过非正式契约来达成交易.但是 , 当

δ
NC
L <δ≤δ

C
L时 , 只有正式契约是可行的.

2.5　小结:契约选择及契约交互关系

本文这里采用文献回顾中提到的第二种和第三

种方法来分析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之间的关系.

在属性完全不可证实情况下 , 交易方只能依赖非正

式契约来维持交易 , 非正式契约是可行的条件为

δ≥δ
NC
.下面将分四种情形来分析属性一被证实

后 , 正式契约的引入对非正式契约的影响.

情形 1　当 x>(UHH -CHH), 即签订正式契约

的成本高于最优行动带来的交易总剩余时 , 在属性

完全不可证实情况下 , 交易方通过非正式契约来维

持交易.当属性变得可部分证实后 , 交易方只能选

择非正式契约.因为 δ
NC

=δ
NC
H , 根据判断非正式契

约和正式契约交互关系的第二种方法 , 属性变得部

分可证实后 , 引入正式契约不影响交易方对非正式

契约的使用.

情形 2　当(UHH -CHH)CHL/CHH <x≤(UHH -

CHH), 即签订正式契约的成本较高时 , 如果 δ>δ
NC
H ,

非正式契约和正式契约都是可行的 , 但交易方选择

非正式契约;如果 δ
NC
H <δ≤δ

C
H, 只有非正式契约是

可行的.下面比较质量属性可被证实前后契约的成

立条件.属性完全不可证实下的非正式契约和属性

部分可证实下的非正式契约的交易可行集相同

(δ
NC

=δ
NC
H ), 属性部分可证实下的正式契约的交易

可行集要小于属性完全不可证实下非正式契约的可

行集(δ
NC

<δ
C
H).但是 , 在属性变得可部分证实情况

下 , 买方选择了非正式契约而不是正式契约 , 交易

可行集仍与属性完全不可证实情况下一样.因此 ,

根据第二种方法 , 可以认为属性变得可部分证实后 ,

“潜在的”正式契约替代了非正式契约 , 尽管买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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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会选择正式契约.

情形 3　当 UHL -CHL <x≤ CHL(UHH -

CHH)/CHH时 , δ
NC

=δ
NC
H >δ

C
H.属性完全不可证实下

的非正式契约和属性部分可证实下的非正式契约的

交易可行集相同(δ
NC

=δ
NC
H ), 但属性部分可证实下

的正式契约的交易可行集要大于属性完全不可证实

下非正式契约的可行集(δ
NC

>δ
C
H), 因此 , 可以认为

属性变得可部分证实后 , 正式契约 “部分”补充了非

正式契约.或根据第三种方法 , 也可以得出两类契

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相比单独使用非正式契约 ,

联合使用两类契约扩大了交易可行集.

情形 4　当契约成本较低(x≤UHL -CHL)时 ,

δ
C
L <δ

NC
L <δ

NC
.当质量属性一被证实后 , 如果 δ>

δ
NC
L , 交易方会选择非正式契约;如果 δ

C
L <δ≤δ

NC
L ,

交易方会选择正式契约.相比质量属性无法被

证实的情况 , 无论是非正式契约 , 还是正式契

约都扩大了交易可行集 , 因此 , 正式契约补充

了非正式契约.或根据第三种方法 , 正式契约

下的可行集大于非正式契约 , 也可以得出两类

契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小结如下:当契约成本很高时 , 正式契约的

引入不影响交易方选择非正式契约;当契约成本

较高时 , 正式契约起到了替代非正式契约的作

用;当契约成本较低时 , 正式契约的引入起到了

补充非正式契约的作用.笼统地谈论非正式契约

与正式契约之间存在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并没有多

大意义.

本文分析了非频繁交易情况下非正式契约与

正式契约之间的关系.与 Lazzar等相比 , 本文还

讨论了当契约成本较低 , 即 x<UHL -CHL时交易

方的契约选择和契约交互关系 , 因此 , 这里的模型

更具一般性.

为了着重分析非正式契约与正式契约之间的

关系 , 本文的模型建立在一个假设前提下:非频

繁交易下非正式契约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 一个

不诚实的交易者会立即受到其他交易者的集体惩

罚.在信息收集和传递的效率比较低的传统交易

中 , 上述假设可能不太符合现实.但是 , 在信息

传递效率非常高的网上拍卖社区中 , 本文的假设

就是合理的.本文下面将运用上述一般化的模型

来分析网上拍卖中契约之间的交互关系和契约

选择.

3　网上拍卖中的证据

3.1　网上拍卖中的非正式契约

网上拍卖大都是非频繁交易 , 重复交易所占

的比例较低;交易者都是匿名的;交易和支付在

时间和空间上是分离的.与电子商务相关的法律

也不完善 , 司法部门很少介入网上拍卖中的各种

争端 , 私人第三方中介也不发达.网上拍卖的这

些特点意味着交易者无法依靠法律和双边重复博

弈 , 只能求助于多边非正式契约或声誉机制来维

持交易.

在网上拍卖中 , 信用评价系统解决了随机匹

配交易下的信息收集和信息传递问题 , 以更充

分 、更概括 , 但又不损失效率的方式在交易者中

传递信息
[ 17]

.信用评价系统使得声誉机制可以

发挥作用 ,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非频繁交易下非

正式契约的执行
[ 18]

.但是 , 根据第 2节的分析 ,

由于非正式契约的局限性 , 当交易方贴现因子比

较小 , 或交易方之间缺乏信任时 , 非正式契约是

无法维持的 , 这导致在网上交易的都是一些价值

较小的商品 , 如二手计算机配件 、玩具和一些收

藏品 , 如钱币 、邮票.

3.2　网上拍卖中的第三方执行中介

在第三方中介出现或不成熟之前 , 契约成本

较高 , 网上拍卖主要依赖非正式契约来维持交

易.随着网上拍卖的发展 , 司法机构开始介入 ,

私人第三方中介也逐渐成熟.第三方执行中介的

引入使得契约变得可以被证实 , 买卖双方出现争

议后 , 除了通过非正式契约下的集体惩罚机制对

卖方实施制裁 , 买方还可以通过提交第三方执行

中介来对争议进行仲裁.在线争议解决机构 , 如

eBay上的 SquareTrade.com, 淘宝网官方 、淘宝网

上的商盟
[ 19]
和支付宝都可以起到第三方执行中

介的作用.

3.3　网上拍卖中的契约成本对契约选择和契约

交互关系的影响

本节将按照第 2部分的模型来分析引入第三

方执行后契约成本对契约选择以及契约成本对契

约交互关系的影响.网上拍卖中交易方需要承担

的契约成本包括:签订契约所耗费的时间和精

力 、保留和搜集证据的成本 、出现争议后提交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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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执行中介证实 、仲裁所带来的成本.第三方

中介的介入降低了契约成本 , 交易方从而可以选

择正式契约 , 交易可行集也随之扩大.以手机交

易为例 , 2007年淘宝网推出了消费者保障计划 ,

在交易成功后的 14天之内 , 如果产品出现问题 ,

淘宝可以先行赔付.这意味着淘宝网作为执行中

介介入了争议解决.消费者保障计划的推出受到

了卖家的欢迎 , 那些不信任网上拍卖的消费者也

转而从淘宝网上购买手机.这就直接说明了执行

中介的介入使得交易者可以选择更正式的契约 ,

正式契约扩大了交易可行集 , 从而起到了补充非

正式契约的作用.

因此 , 本文就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分析了第三

方中介的介入和契约成本的降低对契约交互关系

的影响.

从静态角度看 , 产品属性证实的难易程度影

响了契约成本 , 最终影响了契约选择.对质量属

性很难证实的商品来说 , 买家只有在消费后才能

发现产品质量的高低 , 由于契约成本较高 , 交易

者因而会选择非正式契约来维持交易.对质量属

性比较容易被证实的商品来说 , 契约成本较低 ,

交易者更多地选择正式契约 , 在事前详细地规定

发送产品的属性.如果出现争议 , 交易方可将争

议提交给第三方中介.

例如 , 化妆品的质量和真伪很难得到鉴定 ,

淘宝网和商盟都不具备对化妆品质量进行检验的

专业技能 , 很难对化妆品交易中出现的争端进行

裁决 , 因此化妆品交易中的契约成本很高.成都

商盟就规定 , 除非经过工商登记 , 否则不允许其

成员出售化妆品 ④ ,这就意味着只能依靠非正式

契约来维持交易.通过上述规定 , 商盟规避了对

化妆品交易进行裁决这一难题.

由于签订契约 、第三方执行中介处理争议具

有规模经济 , 产品的价值越高 , 契约成本相对就

较小 , 交易者也会更多地使用正式契约.例如 ,

手机卖家一般会购买淘宝网提供的消费者保障计

划增值服务 , 如果出现争议 , 淘宝网作为执行中

介可以直接将货款退还给买家.但对价值较小的

商品 , 交易方就没有必要购买消费者保障计划.

总的来说 , 产品属性证实的难易程度 、产品

价值的高低会影响交易者对契约的选择.这样本

文就从静态视角分析了契约成本对契约选择的

影响.

第三方中介也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降低契约

成本.比如 , 淘宝网将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电

子邮件 、聊天记录 、发货或付款的凭证以及截图作

为仲裁的证据 , eBay为其用户承担的仲裁费用提

供补贴.当然 ,拍卖网站还可继续完善交易机制

来进一步降低契约成本.
[ 20]

4　结束语

本文将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交互关系的研

究从双边重复博弈扩展到随机匹配博弈 , 建立了

一个适合分析非频繁交易下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

约交互关系的一般模型 , 分析了契约成本对契约

选择以及契约交互关系的影响 , 对契约理论做出

了一定的拓展.模型的结论是:当契约成本较低

时 , 正式契约的引入起到替代非正式契约的作

用 , 即存在着挤出效应.当契约成本较高时 , 正

式契约补充了非正式契约.当契约成本很高时 ,

正式契约的引入不影响交易方对非正式契约的

选择.

本文另一个贡献是填补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

究之间的缺口.已有的理论文献关注契约之间的

交互关系 , 而实证文献则关注交易方的契约选

择.本文指出了契约交互关系与契约选择之间的

关系:契约交互关系基于动态视角 , 契约选择则

基于静态视角 , 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可分离

的部分.

网上拍卖的发展给理论分析提供了研究对

象.本文运用上述模型分析了网上拍卖中第三方

执行中介的介入对非正式契约的影响.在网上拍

卖中 , 第三方执行中介 , 如在线争议解决机构 、

支付宝和商盟的引入使得契约变得更正式 , 买家

在交易前就可以选择签订一份比较详尽的契约 ,

从而不必完全依赖非正式契约.

Lazzarin等在双边重复博弈的框架中对非正

式契约与正式契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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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见 http://forum.taobao.com/forum-27/show thread----2025598 -.htm.



在随机匹配博弈的环境下对非正式契约与正式契

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验分析 , 或利用网上拍卖的

交易数据对契约选择进行分析是下一步的研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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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betweenformalcontractsandinformalcontractsunderrandom-

matching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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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malcontractsandinformalarrangementsarealwaysjointlyusedinbusiness.Therelationship

betweenformalcontractandinformalcontractisanewtopicincontracttheory.Thispaperbuildsarandom

matchinggamemodeltoanalyzetheinfluenceofformalcontractoninformalcontractwhenformalcontractisa-

vailable, andthereforeextendtheresearchoninteractionofinformalcontractandformalcontractfromtwo-si-

dedrepeatedgametorandommatchedgame.Theconclusionisthatcontractingcostaffectscontractchoiceand

theinteractionbetweenformalcontractandinformalcontract.Whencontractingcostislow, theintroductionof

formalcontractsubstitutesinformalcontract;whencontractingcostismedium, formalcontractcomplements

informalcontract;whencontractcostishigh, theintroductionofformalcontractdoesnotaffectinformalcon-

tract.Finally, themodelisusedtoanalyzetheeffectoftheintroductionofthethirdintermediariesoninformal

contractinonlineauctiontrade.

Keywords:random-matchinggame;formalcontract;informalcontract;contractingcost;onlinea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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