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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目前旅游市场上出现的旅行社联营现象即旅行社价格联盟，从经济学角度进行 了有效性分析 ，阐明旅行社 

价格联盟源于旅游市场的恶性竞争，价格联盟既无法增加旅行社的利润也严重损害了旅游消费者的福利，要从根本上遏制 

旅游市场上的恶性竞争，必须实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竞争策略和健立健全的旅游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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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旅行社数目的不断增加， 

旅游市场上的竞争变得 日趋激烈。竞争趋于 

白热化直接导致了在旅游高峰期，部分旅行 

社为避免两败俱伤 ，通过相互协商实行联 

营 ，针对同种旅 游产品 (多为 省内观光 游 )限 

定价格 。这些联 营旅行社认为 ，旅行社联营 、 

限定价格能避免旅行社之间的恶性降价，能 

获取较稳定的利润 ，同时也能使旅游者的出 

游更加方便(旅游者可在联营旅行社中的任 

意一家就近报名组团)，从而增加了旅游者 

的福利。旅行社价格联盟真的能产生上述效 

用 吗? 

本文针对目前 出现的旅行社价格联盟 

现象，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分析。 

2 旅行社价格联盟源于旅游市场的 

恶性竞争 

价格联盟是企业为了规避竞争风险，防 

止在恶性价格战中两败俱伤所达成的，用以 

获取较稳定垄断利润的虚拟协议。价格联盟 

源于价格 的市场竞争 ，一般来说 ，价格竞争 

激烈的行业多生产同类均质产品，且市场上 

的供需严重失衡。然而 ，我国旅游市场的价 

格竞争同样处于异常激烈的态势 ，其中必然 

也存在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诱因。第一 ，随着 

这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旅游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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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的需求也逐步高涨，但旅游业具有较小的 

行业壁垒，导致旅游市场的过度进入 ，旅游 

产品的供给大幅度增加 ，需求 的上涨无法消 

化大量涌人市场的供给，造成了旅游产品的 

供需失衡。供需不匹配是导致旅游市场恶性 

价格竞争的直接诱因；第二，旅游产品是服 

务型产品，产品自身的独特性 、创造性和服 

务型决定了其不易进行 比较 ，而我国大部分 

旅行社对外销售的几乎都是团体包价观光 

旅游这一种产品，线路大多限于热点城市 、 

景点，项目基本一样 ，毫无 自身特色。旅行社 

不在产品自身上下气力 ，反而仅仅将 目光集 

中在产品价格上，他们竞相降价以扩大市场 

份额，在竞争中追求生存和发展。从这个角 

度上讲 ，旅游产品的同质化是价格大战爆发 

的根本原因；第三，我国旅游市场机制发育不 

成熟，又是在传统计划体制上生成的，体制上 

的弊端进一步促使了恶性价格竞争的发生。 

我国旅行社很大一部分有 自己的主管部门， 

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政企不分。有 

强硬行政背景的主管部门往往凭借 自己的影 

响力为所属旅行社谋求种种政策上的优惠， 

这些旅行社热衷于通过降低扩大市场份额， 

在价格大 战中也具 有更 大的承受 力。 

旅游市场上的恶性价格竞争必然导致 

部分实力不强 、服务质量不高 、竞争力低下 

的旅行社遭淘汰，部分旅行社也会在价格大 

战 中损 失惨 重 。在这 种情况 下 ，旅行社 为 了 

防止在竞争 中受损 ，获取稳定的利润 ，便达 

成虚拟协议，结成价格联盟。 

3 价格联盟对旅行社利润的影响 

旅行社实行价格联盟，是想通过限定价 

格来增加利润或减小亏损，价格联盟能担此 

大任吗?价格联盟意味着旅行社只能在市场 

上 以较 高的价格 销售较少 的产 品和服务 ，这 

必将对旅行社的利润产生明显的影响。为了 

方便表述，我们结合附图来分析价格联盟对 

旅行社利润的影响 ： 

P 

P1 

0 

附 圈 

价格联盟对旅行社的总效应是由利润 

转移和利润流失效应构成的，它等于利润转 

移效应与利润流失效应之间的差。因此，价 

格联盟究竟会增加还是减少旅行社的利润 ， 

取决于利润转移和利润流失的相对大小。 

利润转移效应会增加旅行社的利润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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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营高价来销售一定数量的旅游产品，比以 

均衡价格来提供同量的产品，旅行社肯定会 

增加利润，这部分利润的增加是从旅游者那 

里得来的，它同时表现为旅游者利益的减少， 

也就是说，旅行社因此而增加的利润来源于 

旅游者效应的转移。利润转移的大小，相当于 

旅行社以联盟价格来 出售旅游产品所获得 

的利润与以均衡价格出售 同样数量产品所 

获得的利润的差额。在附图中，如果市场需求 

为 D ，旅行社以高于均衡价格 P2的联营价格 

P 提供旅游服务，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只 

能销售 Q2的服务量 ，显然，旅行社以联营价 

格 PJ的水平来提供 Q2的服务 ，比以均衡价 

格 P2来提供 Q2的服务量所赚取的利润多出 

BPt ，则 BP 就是利润转移的大小。同理， 

在需求为 D2时，APIP2C为利润转移的大小。 

比较 BP P 和 AP P2C可知，旅游产品的市场 

需求弹性越小 ，联营的利润转移效应就越大， 

旅行社能够增加的利润就越多。 

利润流失效应会减少旅行社的利润，联 

营高价必然会使市场交易量低于市场均衡 

量 ，这就说明，有人因此而被迫完全放弃出 

游 ，有人也减少了出游的次数 ，意味着旅行 

社会失去提供这部分旅游产品的收益 ，必定 

会导致旅行社的利润相对减少。这部分利润 

的减少不会增加旅游者的收益。从附图中可 

以看出，在市场供给为 S 时，若旅行社提供 

Q 的服务量 ，旅行社的利润流失即为 KEI； 

若旅行社提供 Q 的服务量，利润流失即为 

CEF。同样道理 ，当市场供给为 S2的条件下， 

HEI是旅行社 提供 Q 服务量时 的利润 流 

失 ，GEC是提供 Q 的服务量所流失的利润。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市场供给一定时 ，需 

求弹性越大，旅行社为此而流出的利润就越 

大 ；市场需求一定时 ，供给弹性越小，旅行社 

因联营而流出的利润就越多。 

联营对旅行社总效应的影响必须兼顾 

利润转移效应和利润流失效应，联营终究会 

增加还是减少旅行社的利润，以及旅行社盈 

利或亏损的变化程度就取决于利润转移和 

利润流失效应的相对大小。在供给缺乏弹性 

而需求富有弹性的市场环境中，旅行社极有 

可能减少利润或增加亏损。从我国旅游市场 

的现状来看，旅游产品的供给缺乏弹性而需 

求富有弹性 ，显然，价格联盟时无法达到旅 

行社联营的初衷 ，甚至会起到完全相反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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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价格联盟对旅游者的影响 

旅游产品作为一种服务性产品，旅游者 

消费其过程也是陶冶性情、愉悦精神、身心 

得到极大满足的经历。满足旅游者的需要 ， 

增加他们的经济福利 ，不仅是市场经济的根 

本要求，也是旅游业作为一种服务性行业的 

内在要求。在我国的旅游市场，由于信息不 

对称 ，旅游者的弱势地位十分明显 ，在不合 

理的价格支持和行政垄断情形下，部分旅行 

社的价格垄断行为，极大地伤害了旅游者的 

利益 ，使他们的福利(在此用旅游者的消费 

者剩余来衡量)遭到严重损害。 

首先，联营会使社会享受到更少的旅游 

服务，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如附图所示， 

当需求为D 时 ，消费者剩余的减少为BIE；当 

需求为D 时，消费者剩余减少ACE。显然，需 

求弹性越大，旅游者流失的消费者剩余就越 

大，而对旅行社联营的高价，那些愿意支付 

价格高于市场均衡价格而低于联营价格的 

旅游者，会被迫放弃出游。根据我 国旅游市 

场 的现状 ，大多数旅游者属于此列 ，他们的 

需求是富有价格弹性的，因而 ，所流失的消 

费者剩余相应更大。正由于这部分旅游者放 

弃出游，旅游产品的市场交易量才会减少， 

旅游者损失的部分福利便源于交易量 的减 

少 ，而这部分福利损失根本不会增加旅行社 

的利润，是旅游者、消费者剩余的流失。 

其次 ，还有小部分旅游者，他们愿意花 

高价购买旅游产品，可能该产品的特色及高 

质量的服务对其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对该 

旅游产品的效用评价很高，或者单位组织出 

游 ，对小幅度的价格上涨并不太关注。在这 

种情况下，这部分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需求 

是缺乏弹性的 ，即使如此 ，由于他们支付比 

市场均衡价格高的联营价格，其消费者剩余 

也会明显降低，不同的是 ，这部分损失的剩 

余实际上变成了旅行社所增加的利润。从附 

图可知，当需求为 D。时，消费者剩余的减少 

为 BP P2I；当需求为 D 时 ，消费者剩余 的减 

少为 AP。P2C。显然 ，需求弹性越大，剩余转移 

越少。从这个意义上讲 ，旅行社从旅游者身 

上转移来的利润是相当有限的，而旅游者福 

利的损失勿庸置疑。 

5 价格联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旅行 

社的恶性竞争 

旅行社实行价格联盟实质上是为了逃 

避风险，规避竞争，不合理地牟取利润。价格 

联盟脱离了市场机制的调节，在宏观上阻碍 

了市场调节的运行 。以上分析也说明旅行社 

价格联盟不仅严重损害了旅游者的利益，也 

无助于旅行社 自身利润的增加和亏损的降 

低，更为关键的是 ，对价格联盟能否从根本 

上遏制恶性竞争也存在着极大的疑问。 

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在非合作博弈条件 

下，企业将陷入降价的囚徒困境，在价格博 

弈中，只要以对方为敌手 ，那么不管对方的 

决策怎样 ，自己总是采取低价策略会占便 

宜，这就促使旅行社各方均采取低价策略， 

从而导致旅游市场的恶性竞争。联营的旅行 

社清楚这种前景，互相串谋起来，都实行 比 

较高的价格 ，企图避免价格大战以获取较高 

的利润。然而，在旅游市场上，这种由旅行社 

自主结成的联盟是极不稳定的，联盟价格往 

往比旅行社联盟前各自的价格高许多。而旅 

游产品的需求是极富弹性的，在此种情况 

下，旅游者对产品价格极为敏感，若联盟中 

的任何一家旅行社在价格上动手脚 ，就能引 

起较大的需求及市场份额变动。联盟旅行社 

各成员之间，只是通过脆弱的利益纽带维系 

着，联盟对背盟行为不具较强约束 ，一旦产 

生较强的利益驱动 ，就将发生更多旅行社违 

反协议的行为 ，所以，价格联盟行为本身便 

提供了联盟瓦解的激励。因而，在我国现实 

的旅游市场上，价格联盟瓦解是必然的，联 

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恶性竞争。 

6 解决恶性竞争的出路 

(1)多层次、全方位的竞争策略是摆脱 

简单恶性价格竞争的有效途径。前文提到， 

旅行社低水平的竞争手段及 由此引发旅游 

产品的同质化和可替代性是旅游市场简单 

恶性价格竞争的根本诱因。科学研究市场需 

求、创造性地进行市场细分，准确实施市场 

定位并进行有效的市场预测才是我国旅行 

社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只有积极和有效地 

进行产品更新和创新 ，致力于谋求质量、服 

务、形象及附加值等全方位的产品差异化， 

坚持作人无我有 的旅游策略才能使旅行社 

跳出价格的恶性循环，得到更高的发展。 

(2)健全的旅游市场机制和法制化的旅 

游市场管理是摆脱简单恶性价格竞争的必 

需条件。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约束市场 

上经济主体的行为，必须采用法律的手段来 

完成。应按<价格法>有关条款，尽快出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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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寿保险的发展对社会的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寿保险市场供需理论的探索对寿险市场的发展具有重 

大的意义。系统地探讨风险与风险测量以及风险偏好的效用表达、人寿保险需求理论、人寿保险供给理论、保险市场的供需 

价格理论等，并就保险理论尤其是针对中国寿险市场的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必要的讨论。 

关键词 风险 效用理论 寿险需求理论 寿险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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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市场供需理论的研究对寿险市场 

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人寿保险市场的运营 

需要理论的有力指导。首先，人寿保险产品 

作为专门用来处理个人人身风险的一种工 

具是无形的“非渴求商品”，寿险市场的运营 

同其它商品市场一样也需要有需求 与供给 

理论的支持。其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 

们对安全与稳定等方面的个人生活质量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济与科技的 日新月异在 

为我们创造了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诸 

多新的风险；近几十年 ，金融领域的快速变 

化使得寿险产品中融入了投资的因素，从而 

引起寿险产品性质的改变。这一切都孕育了 

寿险供需实际状况的互动变化，显示出了供 

需理论创新的需要。最后，保险对国民经济 

发展作用巨大，保险业已经成为与银行业、 

证券业并驾齐驱的三大金融支柱产业之一。 

我们知道，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导致了现代 

金融理论的产生并不断得以完善 ，形成 了独 

立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包括有效率的市场 

理论 、证券组合理论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套 

利定价理论 、期权定价理论 、资产结构理论 

等)。同时这些理论又反过来为金融创新提 

供了有力的指导。随着保险市场经过几百年 

来在西方国家的逐渐成熟 ，保险理论得 以不 

断发展。然而相对于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 ， 

近年来寿险理论的发展显得有些滞后，使得 

寿险创新得不到及时有效地理论指导。 

理论的发展需要理清相应的理论背景。 

为此，本文将在风险与风险测量以及风险偏 

好的效用表达、人寿保险需求理论、人寿保 

险供给理论、保险市场的供需价格理论等方 

面，作系统地探究 ，并对保险理论尤其是针 

对 中国寿险市场的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必 

要 的讨论 。 

l 风险、风险测量与风险偏好的效用 

表达 

保险的出现是以风险的客观存在为前 

提的。所有有关保险的研究皆是从对风险的 

分析开始的。也就是说 ，风险是研究保险的 

逻辑起点。 

应的政策法规 ，对旅游市场的价格竞争行为 

予以约束，内容包括价格竞争要遵循的基本 

原则、行为方式以及运作规则等。针对旅游 

市场的供需失衡状况 ，应按照《旅行社管理 

条例》和相关实施细则 ，切实做好业务年检 

和审计工作 ，及时取缔不够开办条件或违法 

经营的旅行社 ，让进入市场的旅行社都有一 

个 良好的竞争环境。 

(3)建立旅游行业价格协会，充分发挥 

自我保护作用是摆脱简单恶性价格竞争的 

可行方法。可考虑成立行业价格协会，政府 

赋予其相应的价格管理职权，帮助其建立同 

行业价格协议制度。协会及时收集行业价格 

信息，确定相应 的价格浮动标准 ，供同行参 

照执行。同时，可实行降价申报制度 ，对一次 

性降价幅度较大的定价行为经协会批准后 

方可实施。 

7 结论 

旅行社实行价格联盟 ，不仅无法避免恶 

性竞争 ，无助于旅行社的扭亏增盈 ，也无益 

于旅游者社会福利的增大。要从根本上消除 

恶性竞争，价格联盟显然无效，解决恶性竞 

争必须从其它方面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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