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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探讨了煤炭物流交易模式, 寻找降低煤炭物流交易成本的途径, 从而

达到降低煤炭物流整体成本的目的. 通过分析煤炭物流的交易特点, 依据交易成本理论, 建立了

煤炭物流交易模式选择理论模型, 提出了煤炭物流战略联盟交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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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t forw ard the transaction cost of coal log ist ics transact ion mechan ism and the feasib le approach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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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煤炭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煤炭市场、产业链、成本、核心竞争力等, 而对于煤炭物流的研究

较少, 并且对于煤炭物流研究的重心是物流技术效率方面的研究, 如煤炭运输最优化、煤炭物流配送中心

的选择研究等, 较少有关于煤炭物流交易效率的研究, 但是物流交易效率以及物流交易成本对于像煤炭物

流这种交易环节多、交易过程复杂的流程来说非常重要, 并且煤炭物流交易成本是煤炭成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 本文从煤炭物流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煤炭物流交易模式, 寻求降低煤炭物流成本之途径.

1 煤炭物流市场的现状

我国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北部, 而煤炭消费重心在东南部, 我国能源构成以及煤炭资源的分布情况

决定了我国煤炭对外调运量巨大. 但是我国煤炭物流市场由于种种原因, 存在以下问题: 煤炭企业以

及煤炭需求企业对煤炭物流认识不足. 据统计, 煤炭企业以及煤炭需求企业大部分都是实行自营物流, 煤

炭物流 80%左右都是由煤炭企业以及工业企业自身承担的
[ 1]
. 由于市场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不完善,

企业内部各种物流装备、各类物流从业人员等, 还不能合理社会化.  煤炭物流市场混乱. 我国煤炭物

流市场中, 煤炭经营单位过多过滥, 中介机构过多, 煤价层层加码, 层层盘剥, 交易成本过高
[ 1]
. 我国

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北部, 而煤炭消费重心在东南部, 从而形成了 !北煤南运、西煤东调 ∀ 的格局,

提高了运输和交易成本, 流通市场分布不均也提高了交易成本, 流通过程中运输和交易费用大幅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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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物流市场产品差异程度低, 功能雷同. 调查表明, 我国煤炭物流服务企业现有的主要服务内容仅局限

于货运代理、仓储、运输等基本的低层次的物流作业层面, 很少有物流服务企业提供综合性、全程性、集

成化的现代物流服务.

2 煤炭物流交易模式选择理论基础

交易成本概念由美国芝加哥教授科斯于 1937年在 ∃企业的性质 % 一文中提出. 他认为交易成本是

!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 ∀, 包括: 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 主要有各种为获取和处理市场信息的费用; 市场

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 由于不确定性所导致的较高的实施长期合同的费用. 但是由于

科斯交易成本定义的操作性不强以及没有说明决定交易成本大小的因素和交易方式的选择, 所以在其后

30 a内交易成本一直处于引而不用的状态.

威廉姆森从契约的角度出发, 把交易成本划分为 !事前的 ∀ 和 !事后的∀ 交易成本. !事前的 ∀ 交
易成本是指起草、谈判、保证落实某种契约的成本; !事后的 ∀ 交易成本是指契约签定之后发生的成本,

包括: 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所引起的不适应成本; 引起争议的成本; 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来

表 1 交易成本影响因素

Tab le 1 The affective factors of transaction cost

交易纬度 交易成本构成

资产专用性

事前搜寻成本; 事后监督、重新谈判、申请仲裁和诉讼的费

用; 若退出, 又会使专用性资产贬值, 降低价值, 增加新的搜

寻成本

不确定性
事前搜寻成本; 事后重新谈判的成本, 申请仲裁诉讼的成本;

若退出, 会遭受损失

交易频率
交易频率较高时, 交易双方可为交易构造一个专门的合约, 降

低交易成本; 若交易频率较低, 则签定一个长期合约不划算

的成本; 使契约保证生效的抵押成本
[ 2 ]
.

威廉姆森在科斯等人的基础上坚持企业的

契约理论, 分析了交易成本大小的影响因

素. 威廉姆森认为, 某项交易活动涉及到

的交易费用 (成本 ) 大小与交易的纬度

(即影响交易活动的各个方面 ) 有关. 这

些纬度包括: 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

性、交易频率. 各交易纬度对于交易成本

的影响见表 1.

任何交易都是通过契约进行和完成

的; 治理结构是指系统资源配置管理和控制的机制和方法; 不同的物流交易与其对应的治理结构可按表 2

表 2 治理结构与物流交易因素的关系

Tab le 2 The re lationsh ip betw een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affective factors of transac tion cost

治理结构
交易纬度

资产专用性 不确定性 交易频率 治理结构特点

市场治理 非资产专用性 无限制 无限制 由市场决定

三边治理 高度专用 无限制 偶尔 供需双方和第三方共同治理

双边治理 高度专用 无限制 频繁 供需双方共同治理

单边治理 高度专用 高度专用 频繁 外部治理内部化

的法则进行匹配.

3 煤炭物流交易模式选择

3 1 煤炭物流交易成本

根据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研究, 煤

炭物流交易成本也由其交易纬度决定: 资

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频率.

3 1 1 煤炭物流的资产专用性

由于煤炭需求的特殊性: 数量大、不

易保管、距目的地路程遥远. 所以对于煤

炭物流企业来讲, 物流网点的规划、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对于煤炭物流成本的降低有重要作用.

在物流网点规划以及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中要涉及多种专用性资产. 主要包括: 人力资本. 在物

流网点规划中, 需要考虑具体的服务对象、现有的运输路线等具体的影响因素, 选址模型的提出以及选址

模型的实施都需要专门的技术人才. 所以物流企业需要专门为客户设置专门物流规划部门, 配备专门研究

与需求方相适应的物流解决方案的人才.  固定资产. 一方面, 煤炭物流运输需要的运输工具数目众多

(由于煤炭需求企业一般对于煤炭需求量比较大, 那么无论采用卡车、轮船、火车等哪种交通工具, 需要

的数量都是比较庞大的 ); 另一方面, 对于煤炭物流的储存, 中转等都需要数量众多的仓库、场地.

煤炭物流资产专用性较高的特点使得煤炭物流需求双方在寻求交易对象、签约交易合同以及保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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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执行所花费的交易费用较高.

3 1 2 煤炭物流的不确定性

随着煤炭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 不稳定的市场要求有快速反应的、柔性的物流系统与之适应. 对于煤

炭物流来说, 由于国家煤炭政策的变化、煤炭需求方的多元化以及需求量的多寡不同, 使得煤炭物流提供

方的运量、流向、库存量、发货到货时间都可能有所不同; 又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限制, 所以煤炭物流系

统呈现较高的不稳定性. 煤炭物流的不确定性使得煤炭物流需求双方在寻求交易对象、签定合同以及保证

交易顺利进行的费用比较高.

3 1 3 煤炭物流交易频率

由于煤炭需求用户对煤炭的需求量不同, 煤炭物流交易频率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但由于煤炭是特殊

的能源以及工业原料, 所以煤炭物流交易频率的主要特点是大批量、多批次. 所以煤炭物流需求双方在寻

找需求交易对象和签定交易合同时花费的费用比较高.

3 2 煤炭物流交易模式及选择模型

根据威廉姆森的理论, 不同的交易模式要与不同的治理结构相匹配, 成本节约就是通过把性质不同的

各种交易分配给不同的治理结构来实现的. 所以本文首先根据煤炭物流的交易特点选择其相应的治理结

构
[ 3, 4]

. 模型主要讨论 3种治理结构: 市场治理、双边治理、单边治理.

模型假设: M, L分别是煤炭物流需求方和提供方;  有两类投资, 一类是实物性资产, 不妨用

a1, a2表示; 另一类是非实物性资产投资, 分别用 i, e表示 M, L对该类资产的投资成本; # 在日期 0,

双方签定合同, 并进行事前的非实物性资产投资, 但是无法确定 a1, a2的具体投资方案, 双方均有能力购

买对于自身来讲有效率的任何资产, 不妨设利率为 0; 如果 M, L交易不成功, 它们均可以寻求其他交易

对象; 双方具有对称信息. &在日期 1, M需要 L提供物流服务, M, L均无其他可以交易的对象, 双方

对风险持中性态度.

不妨设 M的收益 RM =
R i (交易发生 ),

r ( i, A ) (交易不发生, 其中 A表示 M可以支配的财产组合 ).

不妨设 M购买 L的物流服务费用为 P; 如果交易不发生, 用 PM 表示M 购买非专业服务的物流费用.

则 M的事后收益 RM =
R i - P (交易发生 ),

r ( i, A ) - PM (交易不发生 ).

设 L的生产成本 CL =
Ce (交易发生 ),

c( e, B ) (交易不发生,其中 B表示 L可以支配的财产组合 ).

则 L的事后收益 RL =
P - C e (交易发生 ),

PM - c( e, B ) (交易不发生 ).

交易过程的总收益为 R =
R i - Ce (交易发生 ),

r( i, A ) - c( e, B ) (交易不发生 ).

因为 i, e是关系专用性投资, 所以根据假设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对所有的 i, e和 A, B 来说,

都存在 R i - C e ∋ r ( i, A ) - c( e, B ) ∋ 0 其中 A ( B = , A ) B = { a1, a2 }.  对所有的 0< i< ∗ , 都

有 R+i > r+( i, a1, a2 ) ∋ r+( i, a1 ) ∋ r+( i, ). # 对所有的 0< e< ∗ , 有

C+e > c+( e, a1, a2 ) ∋ c+( e, a2 ) ∋ c+( e, ) , ( 1)

其中, R+> 0, R ,< 0; C+< 0, C ,> 0, r,− 0; r+∋ 0; c+− 0, c,∋ 0. 根据假定, 由于初始合同中并

未做出物流服务类型和价格的约定, 要在日期 1进行协商规定, 由于双方具有对称的信息, 所以可以预期

他们达成协议, 并且按照 1.1分配总收益. 因此, 物流的服务价格 P = PM + (R - r ) /2+ ( c- C ) /2. 则 M

的净收益 NRM = R - P - i = - PM + R /2+ r /2 + c /2- C /2 - i. 同理, L的净收益 NRL = P - C - e = PM +

R /2 - C /2 - r /2 - c /2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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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期 0, M选择收益最大化的条件 R+i /2+ r+( i, A ) /2 = 1. L选择收益最大化的条件 C+( e) 2 +

表 3 不同的物流交易治理模式极点条件

Tab le 3 The pole of d ifferent logistics transaction governance struc tures

治理模式 M L i e 极点满足条件

双边治理 a1 a2 i0 e0

R+( i0 ) /2+ r+( i0, a1 ) /2= 1

C+( e0 ) /2+ c+( e0, a2 ) /2= 1

一体化治理
a1

i1 e1
R+( i1 ) /2+ r+( i1, a1, a2 ) /2= 1

a2 C+( e1 ) /2+ c+( e1, ) /2= 1

市场治理
a1

i2 e2

R+( i2 ) /2+ r+( i2, ) /2= 1

a2 C+( e2 ) /2+ c+( e2, a1, a2 ) /2= 1

c+( e, B ) 2 = 1.

几种不同的物流交易治理模式

的比较见表 3. 由式 ( 1) 可得 i1 ∋
i0 ∋ i2; e1 ∋ e0 ∋ e2.

在物流产业中, 双方的实物投

资 a1, a2 是相互独立的, 这时

R+( i0 ) /2 + r( i0, a ) /2 = 1 与

R+( i1 ) /2 + r ( i1, a1, a2 ) /2 = 1同

解, 即 i1 = i0, e0 − e1. 同时,

C+( e0 ) 2 + c+( e0, a2 ) 2 = 1与 C+( e2 ) 2 + c+( e2, a1, a2 ) 2 = 1同解, 即 e2 = e0, i0 − i1.

因此, 双边治理模式优于其他两种治理模式.

3 3 战略联盟选择

物流战略联盟属于双边治理结构, 这种治理结构适用于具有中高程度资产专用性, 交易次数多、交易

变化大的物流交易, 有助于物流合作伙伴之间在物流交易过程中减少相关交易费用. 煤炭物流战略联盟是

指煤炭物流提供企业与煤炭物流需求企业形成联盟伙伴关系. 其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的优点: 在节约事前

费用方面, 由于物流合作伙伴之间建立的是一种共同的治理结构, 经常沟通合作, 可以大大降低寻找交易

对象和信息方面的费用. 由于这种物流交易采取了双边治理形式, 所建立的是一种长期合作机制, 从而极

大地减少了起草协议、谈判的次数, 进而降低了协议起草、谈判和保障协议顺利执行方面的成本. 由于煤

炭物流交易的特点: 物流交易资产专用性高以及交易频率高, 所以对于煤炭物流供需双方来讲, 所要进行

的投资都是巨大的, 而一旦中止物流方面的投资, 所造成的损失都是无可挽回的沉没成本. 因此, 交易

前, 双方在获取交易对象信息、寻找交易对象、谈判、起草协议以及保证协议有效执行方面要耗费大量的

交易成本. 如果两者在物流市场上形成稳定的物流战略联盟, 相关费用就会大大减少.

在节约事后的交易成本方面, 由于共同治理结构的物流合作一般具有长期性和重复性的特点, 而无限

次重复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是合作. 这样, 当物流合作双方发生冲突时, 可以通过协商解决, 从而避免无

休止的讨价还价, 更减少了法律诉讼产生的费用. 由于煤炭物流不确定性高的特点, 使得煤炭物流在提供

服务方面存在效率低下、交易过程繁琐等特点, 从而造成物流交易成本高昂; 相反, 如果煤炭物流需求双

方达成物流战略联盟协议, 在处理事后交易方面就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4 结 语

煤炭物流交易成本是煤炭物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降低煤炭物流交易成本对于降低煤炭物流成本具

有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从交易成本角度探讨了降低煤炭物流成本的交易模式, 提出了煤炭物流战略联盟的

交易模式, 并且利用模型证明了双边治理结构是适合于煤炭物流交易的治理结构, 最后分析了煤炭物流交

易模式在降低煤炭物流交易成本方面的制度优越性. 本文只是提出了煤炭物流战略联盟这一交易模式, 分

析了其制度优势. 对于煤炭物流战略联盟的具体合作方式, 交易机制设计等问题都尚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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