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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子商务是一种新的经营理念和商务模式，信用是制约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企业在电子商务中 

信用模式和信用程度的选择是虚拟市场中交易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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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 

变迁，电子商务正逐渐成为信息化过程中最 

重要的推动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电子 

商务，对于合理组织企业的信息流、资金流 

和物流，增加贸易机会，降低贸易成本，简化 

贸易流程，提高贸易效率，加速实现信息化 

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现实中，电子商务的 

发展并不十分理想，这主要表现在：从事电 

子商务的网站虽然多，可形成规模和品牌的 

鲜见；网站没有真正寻找到盈利模式；可持 

续的发展性差；交易产品主要是一些生活用 

品或信息产品，缺乏向生产领域的延伸；电 

子商务的信用规则体系没有建立，各方参与 

者缺乏最基本的行为准则，网民规模巨大， 

但大多在持币观望等等。究其原因，有技术 

手段、交易成本、交易习惯、商业规模和物流 

配送等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没有 

建立符合国情的电子商务信用模式，信用成 

为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瓶颈 (乔新生， 

200o)。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化的商品经济，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生命线，是资本和 

资源，甚至可以说是生产力。电子商务作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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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市场的一种商业活动，更需要信用的支撑 

(魏明侠，2003)。本文主要从电子商务主要主 

体买卖双方的行为角度出发，运用博弈论，探 

讨电子商务交易中信用模式的选择问题。 

1 电子商务买卖方之间的完全信息 

静态博弈 

1．1 基本假设 

电子商务交易者在进行交易及其信用 

模式的选择时，其面l临的决策环境是复杂 

的，为了便于分析，在不影响研究结论的条 

件下，我们先作如下基本假设： 

(1)电子商务中交易者的博弈只存在两 

个参与人：买方和卖方，且二者都是理性的 

经济人； 

(2)参与人在选择战略时，把其他参与 

人的战略当作给定，不考虑决策对他人决策 

的影响； 

(3)虚拟市场信息是完全的，即交易双 

方对相互的特征、战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有准 

确的知识； 

(4)没有政府干预； 

(5)双方的交易决策或信用选择抽象为 

两种理想情况：诚实或守信(不行骗)和欺诈 

(行骗)，买卖双方的信用程度是离散的，交 

易中存在两种信用模式：诚实信用模式和欺 

诈信用模式； 

(6)买卖双方做出决策之前都不知道对 

方的行动，可以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同时进行 

的，即二者间博弈是静态博弈。 

1．2 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依据上述假设，我们可以建立电子商务 

中交易者之间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即 

完全信息条件下，不考虑时间因素的一次性 

博弈)(张维迎，1996)。 

设卖方因诚实守信而获得的收人为 ， 

欺诈而获得的收人为 ，通常情况下 < 。 

另外，卖方欺诈行骗时将承担一定的风险 

(它是指由于行骗而引起的法律诉讼、行政处 

罚和因名誉受损带来的经济方面的损失)，因 

此卖方将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选择信用模 

式和交易策略，若决定行骗，则获得的实际收 

益 ，反之，可得实际收益为 。另一方 

面，买方追求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他们的期 

望效用 是产品或服务实用价值和其它效 

用的函数。一般情况下，当效用大于零时，买 

方才会考虑购买。因此，对卖方而言有： 

1 。 愤  匕 甜 笙 ．1o 目 里 ．OtM~A 

选择诚实信用模式的收益：R产 (1) 

选择欺诈信用模式的收益： 

R = —妒 (2) 

假设交易双方在做出决策之前都不知 

道对方的行动，可以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同时 

进行的，因此，这种对策属于完全信息静态 

博弈(张维迎，1996)。电子商务中交易双方 

策略及信用模式选择如图 1。 

其中，U是买方获得的效用，r̂和 (1一 ) 

分别是买方选择交易和不交易策略的概率， 

和(1 )分别是卖方选择诚实信用模式和欺 

诈信用模式的概率。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假设 

1)，交易者在制定交易决策时的主要准则自 

身期望效用的最大化。现对卖方在采用不同 

交易策略时，信用模式的选择机理进行分析， 

并据此对所建立的博弈模型进行求解。 

(1)R >尺 。此时，卖方选择诚实信用模式 

的收益大于选择欺诈信用模式的收益，上述 

博弈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点( ， )，即各方 

都不再有主动改变自己策略的动力和积极 

性。它表示：买方购买卖方的商品或服务。对 

买方而言，如果卖方选择诚实信用模式，则 

其最优战略是交易，获得的效用是 ；如果 

卖方选择欺诈信用模式，则其最优战略是不 

进行交易，获得效用为0；另一方面，再考虑 

卖方的战略选择，不论买方交易与否，则其 

都会选择诚实的信用模式。因此，(交易，诚 

实)是该博弈的稳定解答，它符合只有卖方 

诚实守信，买方才愿意购买这一现实情况。 

附表 电子商务中交易双方策略和信用模式选择 

交易(r̂) 

不交易(1一r̂) 

U， 一U，( 一 ) 

0，0 0，一 

(2)R 。此时，卖方选择诚实信用模式 

的收益小于选择欺诈信用模式的收益，交易 

双方的博弈则属于混合战略问题。若卖方选 

择诚实的信用模式，买方的最优战略是交易 

(即购买)，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买方选择交 

易时，卖方以选择欺骗的信用模式为最优策 

略。对此，买方又应选择不交易(不购买)，于 

是卖方又只好选择诚实的信用模式。如此反 

复，双方利益始终不能达到一致，任何一个 

纯战略组合都有一个参与人可能单独改变 

其战略，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该博弈不 

存在自动实现均衡性战略组合的机制，属于 

完全信息中的混合战略问题。 

假定

以求解其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设交易双方的 

混合战略分别是：卖方( ，1一rs)，买方(rb，1一 

rb)。在给定卖方选择混合战略( ，1一 )时，买 

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u6；r6[ u+(1一 )(一u)]+(1一rb)[ ×0+(1— )×0] 

(3) 

对上述效用函数求微分，得到买方交易 

(购买)策略最优化的一个条件为： 

． 

= [ u+(1-r,)(一u)J-0 (4) 
” b 

1 

因此， = 1，这说明买方以(1／2，1／2)的概率 
二 

选择买与不买。 

同理可得．给定买方的混合战略(rb，1一 

r̂)时，卖方的期望收益为： 

“ = [ +(1一rb)×O]+(1一 )[ ×( — ) 

+(1一r6)( )] (5) 

对上述效用函数求微分，得到卖方交易 

策略最优化的一个条件为： 

号}=[r6 一[rb( 一 )+(1一r6)( )]-0 

(6) 

则有r~=4J／( 一 )，这说明当买方的购买概 

率小于r：= ／( 。一 )时，卖方的最佳信用模 

式选择是欺诈；当买方的购买概率大于r：= 

( 一 )，卖方的最优信用模式选择是诚 

实；若恰好等于r：= ／( 。一 )时，卖方则可 

以随机选择欺诈或诚实的信用模式。 

买卖双方的混合战略构成了该博弈的 

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买方以 1／2的概率购 

买，企业以r~=4J／( 一 )的概率选择诚实信 

用模式。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理解，在每个 

虚拟市场上，同时有许多卖方，其中有r：= ／ 

( 一 )比例的卖方选择的是诚实的信用模 

式，1 ／( 一 )比例的卖方选择的是欺诈 

的信用模式。而在潜在的买方中，选择买与 

不买的比例各是 1／2。由此可见，卖方选择欺 

诈或诚实的信用模式间的利润差额越小，政 

府的罚款越重，欺诈的卖方也就越少。目前 

虚拟市场中，欺诈行为较多，主要原因是有 

关电子商务的立法不到位和政府处罚的力 

度不足，网络欺诈者能获得高额的利润，因 

此，在线欺诈屡禁不止。当政府对在线欺诈 

的处罚达到欺诈交易与诚实交易的利润差 

额时，即 = 一 ，卖方欺诈的动力将消失。 

(3)R >尺 。此时，卖方选择诚实信用模式 

的收益等于选择欺诈信用模式的收益，对卖 



方而言，由于选择诚实信用模式的收益和欺 

诈信用模式的收益是一样的，但为了吸引更 

多的买方参与交易，以选择诚实信用模式为 

最优。因此，博弈模型的解答主要取决于买 

方的交易决策。对买方而言，在卖方选择诚 

实信用模式的情况下，买方的最优战略是选 

择交易。因此，(交易，诚实)是该博弈的稳定 

解答，它仍然符合只有卖方诚实守信，买方 

才愿意购买这一现实情况。 

2 电子商务买卖方之间的完全信息 

动态博弈 

在静态博弈中，由于受到短期利益的驱 

使，卖方会选择欺诈的信用模式，欺骗买方以 

谋取短期利润；即使双方采取混合策略，得到 

的期望收益也并不十分理想。从长远来看， 

卖方应立足于长期利润，注意掌握好自己信 

用行为的分寸，引导买方形成合理的、诚实的 

预期。因为影响买方满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 

是其对交易(购物)效果的预期，一旦其预期 

未得到满足，会采取在互联网上发布、向亲戚 

朋友倾诉、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向新闻媒体曝 

光等行为，影响其它买者的购买选择，从而影 

响卖方的长期收益。据此，我们可以将完全 

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扩展为：一个参与人不 

固定(如买方不固定)，以卖方对一名买方提 

供产品或服务的博弈为一个阶段的重复博 

弈。假设每个买方只购买一次，每个买方都 

知道购买者的信息，即卖方的信用模式选择 

是诚实或是欺诈。这种情况下的博弈可以看 

作是一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刘德铭，1995)。 

该博弈存在一个子对策纳什均衡：卖方 

只要没有欺骗过买方，则会一直诚实经营， 

买方在任何阶段都会购买；若卖方做过一次 

欺诈交易，则这种欺诈的信用模式就可能继 

续下去，买方了解了卖方的这种信用选择 

后，就不再购买卖方的产品。结果达到纳什 

均衡(购买，诚实)，即买方都得到 的效用， 

卖方得到 的平均利润。 

首先，我们分析卖方的最优策略。假设 

在买方战略确定的情况下，若卖方行骗，得 

到 的短期利润，按照重复博弈的假设， 

买方知道卖方信用行为模式选择是欺骗，选 

择不买，卖方在以后博弈阶段的利润就为0。 

若卖方不实施欺诈，则每一博弈阶段将获得 

利润为 。假设投资利润率为r，且 r>0，重 

复博弈阶段数为n，则卖方的长期收益(意味 

着n— ∞)的现值为： 

R = 1+ l(1+r)一 + 1(1+r)。+⋯+ 1(1+ 

r) = (1+r)／r (7) 

卖方选择诚实信用模式的必要条件为 

≤尺 (8) 

(6)代入(5)并化简，可得 

r( 一 一 )≤ (9) 

现通过比较卖方选择诚实信用模式时 

的实际收益和选择欺诈信用模式时的实际 

收益的大小，来探讨其信用选择机理。 

(1) ≤ 

此时，公式(8)恒成立，这说明卖方选择 

诚实信用模式的长期收益总是大于选择欺 

诈信用模式的短期收益，卖方为了获得长期 

最大利润会坚持选择诚实信用模式，该博弈 

可进行无限次。 

(2) 广 > 

此时，这又可根据卖方选择欺诈信用模 

式和选择诚实信用模式的收益偏离程度分 

为两种情况： 

第一，当( )一 时(卖方欺骗的超 

额利润较低)，这时r只须一个很小的取值 

(甚至远小于投资平均利润r)，就能使公式 

(8)成立，即诚实交易的长期期望收益大于 

卖方欺诈的收益。这时，一般卖方不会选择 

欺诈的信用模式，而选择诚实的信用模式。 

第二，当( -O)> 时(卖方欺骗的超 

额利润较高)，这时r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取 

值(甚至远远高于平均投资利润率r)，卖方 

投资利润率要达到这一水平相对比较难，因 

此，投资风险较大。这时，一般卖方会选择欺 

诈的信用模式。 

(3)由公式(6)结合上述分析，当欺诈信 

用模式实际收益与诚实信用模式收益之差 

额( )一 ≥ ／ ，卖方才会选择欺诈的 

信用模式。因此， ／ 是卖方是否实施欺诈 

的临界点。 

再分析买方的最优战略。假设每个买方 

只关心自己的支付，只有当他知道了卖方是 

诚实守信之后才会与之进行交易(购买)。如 

果卖方在虚拟市场做过欺诈交易，买方就会 

预料卖方还会做欺诈交易，则其最优策略就 

是不进行交易(不买)。 

3 结论与建议 

(1)本研究主要分析了卖方的信用模式 

选择问题，但卖方的选择离不开买方的交易 

决策，而且这种分析对买方也同样适用。在 

虚拟市场

的博弈分析外，实际中也涉及其他相关主体 

如政府和卖方、卖方和卖方之间的博弈。这 

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虚拟市场作为和实体市场相对应的 

市场，还处于发展的初期，各种市场规则尤 

其是信用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这需要各种 

市场主体共同努力。 

第一，应加强现代商务观念的教育。要 

求虚拟企业树立长远的战略眼光，不要急功 

近利，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与培训，加强政 

策引导，使企业更多注重可持续发展，在交 

易中选择诚实的信用模式。 

第二，规范虚拟市场的竞争。由于虚拟 

市场竞争的不规范，导致失信行为的频繁出 

现。因此，要规范虚拟市场的竞争，规范各种 

虚拟市场各种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培养良 

好的职业道德，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第三，进行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的消费 

素质。通过宣传教育，引导消费者形成科学、 

文明的消费文化，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 

识，提高消费者对卖方信用模式的鉴别能 

力。只有这样，消费者才会自觉保护自身利 

益，对企业营销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 

第四，加强立法工作，加大执法力度。虚 

拟市场消费产品的知识与法律明显不足，应 

加强立法工作，注意其可操作性、连续性、系 

统性；加大执法力度，对交易者的欺诈行为严 

惩不怠，必须使交易者因欺诈超额利润低于 

。 

第五，加强虚拟市场信息的沟通。加大 

对在线交易的新闻监督力度，通过新闻监督 

和欺诈交易的曝光，影响交易者的最优决 

策：选择诚实的信用模式，拒绝欺诈的信用 

模式，打造“信用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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