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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理论结构上不同于Akerlof的“柠檬市场”理论。在Akerlof的理论中，消费者虽然在产品质

量上信息不完全，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产品质量的统计特征来判断产品质量的平均水平。这个判断会影响

到他们的保留价格，所以消费者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价格。在我们的模型中均衡价格是由边际

成本和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共同决定的，而质量成本独立于产出，也就与边际成本和价格决定不相关。

价格无法反映产品质量，因此缺少了一种减少劣质产品的力量，造成了劣质产品市场不会自动萎缩的情

况。而这一点，正好与中国过去10年中假冒伪劣现象持续猖獗的事实相吻合。我们在理论上与经验上的

贡献在于三点：第一，只要产品质量与价格的决定不限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决定过程，只要价格还取决于

产品质量以外的产量、市场与非市场因素，那么，高价(高利)会诱发假冒伪劣的行为；第二，假冒伪劣

率对市场需求（进而对企业收入与行业收入）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在中国是存在的，说明Akerlof关于

劣质品导致市场萎缩的效应在中国是发生的。但是，这种作用被高价、高利对假冒伪劣的正向推波助澜

作用占优了，这便是为什么过去10年中国市场上假冒伪劣持久猖獗的主要原因；第三，本文的统计结果

也证实了，垄断程度与生产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假冒伪劣率，产品质量与信誉本身的确也是一种

垄断资源。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这种与质量、信誉相联系的有效率的垄断，而在于那种人为的、无效率的

行政垄断所导致的不合理的高价、高利机会，这才导致低劣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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