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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由於 internet的日益發達，網路的虛擬商店也比以往更加興盛，佔現在人

消費的比重也越來越大，所以今天我們主要探討的課題是網路交易比起

傳統的交易，是否有因為比價成本的降低而使消費者得利呢？因為這個

問題相當的複雜，所以我們決定採取層層深入的方式來為大家揭開這一

層面紗。那要研究這個問題之前首先我們要先區別實體店家和虛擬店家

的差異。 

 

二. 虛擬 VS實體商店之間的差異 
1.來自賣方方面的差異 

（1）固定成本： 

主要的固定成本虛擬的店家只需要架設網路及雇用定期維護的人員，

而實體店家光租金就相當驚人，在加上雇用店員的薪資費用，所以這

點很明顯的虛擬商店固定成本較實體的為低。 

（2）賣家規模的大小： 

從剛剛第一點我們知道虛擬的商店固定成本較低，因此不難聯想，

在虛擬商家中會存在許多規模較小的的賣家，小到什麼程度，小到

像我們這樣的學生都能上網作拍賣，而實體的商店因為需要較高固

定成本，所以一班而言賣家至少都要有一定規模的大小，為什麼要

討論這個差異呢？因為這會牽扯到 Bargaining power的問題。 

（3）存貨的來源及管理： 

由於實體的商店由總公司統一購買議價，各店面可能同時都有倉庫

以備不時之需，而虛擬的商店可能就不需要這麼多倉庫，等接到訂

貨在寄出去即可，所以一般而言我們認為虛擬商店的存貨成本應該



   

是較低的。 

 
2.來自買方方面的差異 
（1）購物的族群不同： 

實體商店當然所有人都會去購買，最主要我們是看哪些人會去虛擬商

店購買呢？就年齡層來說，現在一般的年輕人都會使用電腦，或者是

一些知識水準比較高的有經驗的長者才會使用，但是其實還是有相當

多的人不懂網路購物，或是會上網卻從來未曾涉及網路購物這個領域。 

（2）搜尋時間的問題： 

相信大家都知道所謂的”google”大神，會用網路的人應該都不陌生只

要辜狗一下什麼東西都相當的好找，這比起在外面奔波一家一家的店

尋找省時許多。 

（3）商品別： 

有些商品在沒有當面看到是難以購買的，比方說對一個收藏家而言，

像古董郵票這種東西，存在相當大的 private information，我相信他們

是很難敢再虛擬商店只看看照片就購買的。 

 

三. 樣本選取 

我們這組選了兩組樣本，分別是手機和書，首先為什麼會選手機呢？對現代

台灣人而言，手機已經漸漸的從純粹聯絡的功能轉變為兼具娛樂的功能，因

此也成為年輕人的最愛，而現在年輕人多有上網購物的習慣，因此網路上也

出現了許多專門為年輕人設計的的比價網站，從這邊我們可以快速且完整的

取得資料，接下來是選書的原因，我們認為一般而言有買書或看書習慣的

人，大部分屬於知識水準較高的人，所以通常是比較具備一些 internet觀念

的人，這些人當中也有很多人有上網逛書店的習慣，再來是書這種東西，對

一個早就決定要買哪本書的人而言，比起我們之前講到古董郵票的例子，有



   

沒有當面看到成品並不是那麼的重要了，當然對特定圖書收藏者是例外，這

邊我們是探討一般的讀者的行為。以上兩種樣本都具有一個特色，就是虛擬

的成交量已有相當的規模，故我們選擇了這兩組樣本來作為我們研究網路與

實體商店價格差異的問題。 

 

 

四. 實證分析 

   Empirical Case (1) -----手機： 
   樣本選取 
n 虛擬店家 1—雅虎拍賣 
n 虛擬店家 2—手機報比價網站 
n 實體店家—公館商圈 
各代理商同機型的價格一致 
 
Paired-T Test : 雅虎 VS實體 
 

 

 
由 p-value我們可以得知 Yahoo購物 VS實體市價（手機）的差異不顯著。 
 



   

 
Paired-T Test : 手機報 VS實體 

 
 

由 p-value我們可以得知手機報 VS實體（手機）的價格有顯著顯著。 
 

   Empirical Case (2) ------書： 
   樣本選取 
n 虛擬店家：博客來＆誠品 
n 實體店家：政大＆誠品 
 
Paired-T Test : 虛擬 VS實體 

 



   

 
由 p-value我們可以得知實體（誠品、政大）VS虛擬（誠品、博客來）的差
異不顯著。 

  
 
T Test : 誠品虛擬 VS誠品實體 
     

 
 
由 p-value我們可以得知實體（誠品）VS虛擬（誠品）之間的價格有顯著差
異。 

 

【Summary】： 

◎ 手機  

雅虎和實體是不顯著，手機報和實體則是手機報顯著便宜，我們覺

得後者所得到的結論較好，原因是已將供給面因素控制下來。 

◎ 書 

首先是虛擬所用的樣本是誠品和柏克萊，然後實體則找誠品和三民

書局，這種抽樣的結果是價格差異不顯著；同樣跟手機一樣，我們

試著控制供給面後，做了誠品虛擬和實體價格差異的檢定，發現虛

擬比實體有顯著的便宜。 

 



   

 

五. 比較＆討論 

1.手機方面： 

這邊我們討論出了一些可能的因素，先從雅虎來看，雅虎目前仍是台灣最

大的入口網站，因此具有通路優勢，它利用這種優勢順便經營網路購物，

懂網路購物人想到購物第一個會往哪跑，光憑名氣我相信一定有相當多的

人會先往東森或雅虎之類的網站跑，而且因為它們是大宗經營，還可以滿

足上一個站，就可以把自己想要的東西一次購足的優點，雅虎就利用人心

理上貪圖方便性的這種弱點來定價，所以我們看到，其實雅虎並不會比實

體的便宜，主要是因為方便的因素吸引顧客消費，因此雅虎並不需要出現

銷價競爭的行為。再來我們看第二個，為什麼比價王上面會看到比較低的

價格，首先比起雅虎拍賣是只有雅虎本身一個賣家獨賣，手機報這邊是眾

多的廠商同時在報價，那找的到這個網站的買家們在做什麼？很簡單，也

許他們只是看看哪一家賣的便宜就買了，所以在這邊我們又可以看到非常

直觀的經濟現象，那就是一個賣方競爭市場下，市場的均衡價格或比起獨

賣的低，然後第二個因素，就是這個網站上面有些手機其實是實體商店沒

賣完的存貨，相信大家都知道這個時代手機的產品生命週期已變的相當

短，所以一但實體賣不出去，有另外上網經營虛擬拍賣的賣家就會想盡辦

法的在這個網站把東西給出清，所以我們在這邊更可能買到一個比較便宜

的商品，再來還有第三個因素，比價王這個網站不僅提供了報價平台，也

同時幫上來這邊賣東西的實體店家作廣告，所以這些店家更有動機用低價

塑造岀一個 signal ”我這邊東西很便宜喔”，不但在虛擬方面東西好賣，也

容易吸引一些人來他實體商店逛逛。 

就上面的兩種取樣結果，我們是比較偏好後者，因為供給面的因素被控制

下來，虛擬和實體商店都是由相同的代理商們在經營，我們好像可以做岀

一個結論，就是虛擬似乎因為買賣雙方都有較低的比價成本，賣方固定成



   

本低，買方時間成本低，所以出現了一個較低的均衡價格，但這邊我們又

想到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剛剛留下的那個伏筆，其實在實體商店是具有議

價空間的，我們這邊都是考慮空機和新品不去探討二手貨的交易，你在實

體商店購買，個人的殺價能力是相當重要的，但這種能力人人不同，因此

講真的，我們根本無法找到真正的那個實體均衡價格，除非我們真的把那

五十支手機買下來，那實體和虛擬的價格是否會有差異，講真的很難說，

甚至我們覺得這會因不同的人而做出不同的決定，而不是表象的數字就能

說話，所以，還是那句老話，你真的以為自己撿到便宜了嗎？ 

 

   2.書的方面 

同樣的在書的方面，我們也是把我們取樣的過程先為大家介紹一下，首

先是實體這邊，我們找了誠品和三民這兩家，兩家各取了二十個樣本，

他們同時都具有規模大分店多等相當具代表性的特色，另外有一間我們

不找它為樣本要特別說明一下，就是這幾年分店越來越多的政大書城，

因為它的價格相信有看書習慣的人都知道，真的太便宜了，具可靠的小

道消息是說政大書城的老闆和許多書商很熟，因此能壓低成本進貨，另

一方面又採取薄利多銷的策略，因此，不要說誠品、三民，甚至建宏、

何嘉仁等大書局在價格方面都沒辦法跟它批敵，可是因為其他這幾間書

店的價格差異都不太大，所以我們就把政大書城視為 outlier而不拿它當

樣本了。再來看虛擬這邊，我們也是同樣找目前規模較大的書店，這邊

我們是取了誠品的網路購書和博客來這兩家，虛擬的誠品和博客來我們

也是分別取了二十個樣本，我們先來看一下虛擬對實體價格差異的檢定。 

     用成對 T檢定做出來的結果我們發現不顯著，於是我們想先是著討論看

看原因，但發現其實樣本的選取似乎應該先探討，三民博客來和誠品的

供給面差異很大，首先它們的議價能力就不同，而且它們的租金薪資費

用等固定成本結構也不盡相同，再來，虛擬和實體個取了兩家，那這幾



   

間彼此的交互作用似乎沒辦法考量，所以這邊的結論我們暫時先把它擱

置下來。 

然後我們這組後來想想，其實誠品本身虛擬即使體商店都經營，那我們

乾脆直接來跑看看好了，而且這樣跑供給面為同一個體系我們又可以把

一些外生的因素給控制下來，或許這樣取樣會有其他結果也不一定。既

然要跑我就先為大家稍微介紹一下誠品是怎麼同時經營虛擬及實體商

店的。基本上虛擬和實體的成本是由同一個老闆同一個系統來做經營

的，它們統一訂貨，存貨都放在相同的倉庫中，但是取貨方面卻有很大

的不同，也就是你在虛擬商店訂購書，不能夠去實體商店取貨，也就是

你還必須等郵寄後才能取貨，這是虛擬和實體購買上最大的不同。 

      那接下來我們先來看一下虛擬和實體誠品價格上的差異，很明顯的看出

來，虛擬的價格明顯的比實體的價格便宜，我們會發現，跟剛剛我們虛

擬和實體分別跑兩家店的結果又不一樣了，因此我們這組又矯盡腦知開

始去想，是哪些原因造成了這樣不同的結論呢？ 

      那這邊我們歸納出可能的第一個原因是固定成本的差異，實體的租金和

人事薪資的費用比起虛擬架站和幾個維修人員的薪資貴，而且因為誠品

是先有實體商店後在經營網路，因此虛擬的存貨也順便借用在實體店家

的倉庫中，因此從賣方的角度，我們認為誠品的虛擬店家部分因為負擔

較低的固定成本，所以願意提供較低的銷售價格。第二個我們從買家的

角度來看，首先我們想想那些會去逛誠品的人，就想誠品行銷策略說的

‘我們不只是賣書，更是賣一種價值’這個價值是什麼？就是消費者心

中對他的認定，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覺得光是他店面的設計，氣氛，

都可以讓人更有動機停留再裡面的時間更長，再加上他賣的書又多，因

此有時候就算沒有折扣也會不小心就買下去了。再來我們還可以從跨時

差別取價的角度來看，我們剛剛有強調，你在網路上訂購誠品的書並不

能直接到店面取貨，因此網路訂購就一定要多等幾天，誠品利用這種方



   

法自然而然的將市場區分為兩群人，在網路訂購的人，時間彈性較大，

給予他們較低的價格，而親自來書店買的人時間彈性小訂價也較高。 

 

六. 結論 

      因此，這邊我們可以做出一些結論，與其說是結論更不如說是一些心得

或 Comments，首先，比價成本不同會造成虛擬比實體的價格便宜嗎？我

們覺得不盡然，不同的商品我們認為會有不同的結果，就我們的例子來

看，當我們控制供給面同樣的廠商來源後，書和手機都出現了虛擬的價

格比實體的便宜，但是還有更多的商品我們還沒去做研究，因此我們不

太敢下定論說‘因為比價成本較低，虛擬會出現比實體價格便宜的現

象’，然後第二個，不同的買方的不同人格特質會造就出不同的成交價

格，這邊就是我們剛剛手機的實証講的，其實你真的去實體店家購買，

其實價格都還有調整的空間，那麼，貼在店外面的價格就不是真實的成

交價了，所以這邊讓我們很感慨，就是經濟學上常常假設的‘identical 

agent’，就實証的角度來看，它真的存在嗎，如果存在的話要怎麼去找

呢？太難了。那最後一個問題是，我們總把名目的表象直接拿來研究，

而忽略了許多該控制的因素，所以我們這組才會把這次報告整各前前後

後做過的各種實証採樣方法都講出來，其實就是想說明，不同的樣本選

取真的會造成許多結果上的差異，而不同的樣本所控制的因素廣度也不

一樣，因此經濟學上的‘其他條件不變’用在實證上是相當難控制的。

所以名目資料上看到的結果，真的代表一定嗎？Maybe，最後再送大家

一句話。 

     你真的以為自己撿到便宜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