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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运用电商高频价格大数据!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研究

发现'根据公平定价理论!在突发疫情下商家会加入消费者情绪制定价格策略!商品价格经过调

整后趋于稳定&并且!商品价格表现出较低的价格黏性!对称的交错调价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对商

品价格的冲击有限"因此!政府部门可利用线上商品价格编制大数据物价指标!及时反映市场供

求变化!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为宏观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同时!加快推进消费数字化转型!优化线

上交易环境!建立预警机制来应对突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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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G言

突发疫情会对人类集体行为产生巨大的冲击
*!+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命

安全和健康%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一次考验'相比"%%#年的 S9YS 疫情%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消

费市场带来的波及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对外贸易疲软等挑战也更加严峻'中共中央政治局"%"%年"月

"!日召开会议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强调#要加大民生托底保障力度%做好基本民

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背景下%稳定的价格水平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商品价格是经济运动过程中不同要素相互作用表现出的财富运动形式
*"+

%稳定的价

格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其次%在市场制度中%价格系统是一种调节手段
*#+

%作为

#看不见的手$调节生产和消费两端%促进供求关系实现均衡'最后%合理的价格变化能够更加灵敏地反映

市场供求变化%也能够使各类商品价格趋于合理
*3+

'并且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打造非接触型消费新

场景需要价格的保障
*:+

'

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对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如何/价格水平能否保持总体稳定/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

关于突发疫情的经济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
*$27+

)粮食安全
*4+

)供应链
*\+

以及全球产业
*!%2!!+

等方

面的研究%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突发疫情下关于商品价格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

发不仅对我国的经济社会造成了冲击%还影响着商家与消费者博弈过程中商品价格的变化'公平定价理论

认为商家在价格调整时会站在消费者角度判断价格是否合理%商家不当的调价行为将会打破二者之间的

合作关系'因此%本文以商品价格为研究对象%利用微观大数据探究疫情下商品价格的变化特征%结合公平

定价理论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线上商品价格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相比于现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贡献如下(第一%观察疫情下线上商品价格的变化%通过对各类商品每日

价格的数据分析%拓展突发疫情对商品价格影响的既定认识'第二%考察商家调价行为%根据公平定价理论

分析突发疫情和价格变化之间的内在机制%丰富了对商品价格黏性的解释'第三%以高频微观大数据的方

式反映商品价格的变化情况%更加客观地判断突发疫情对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这对于数字经济下观察商

家的调价行为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 文献综述

与商品价格变化密切相关的研究是价格黏性'商品价格变化体现了商家的定价策略和对外部冲击的

反应%进而影响价格黏性'价格黏性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关键假设%即价格不会对总需求的变化迅速做出

反应'同时%价格黏性问题可以转化为市场效率问题(当商品价格具有弹性时市场出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

利用%市场效率得到提高&反之%当商品价格具有黏性时市场不能出清%需要政府进行干预
*!"+

'许多经验研

究已经发现价格黏性的存在'5(-+,LJ+@, 和 *@/Q+-J!!\\7"

*!#+

比较汽油价格对原油价格调整的反应%根据汽

油价格调整的不对称性发现价格在短期是有黏性的'5(-+,LJ+@, 和 SK+M.-N!"%%""

*!3+

在此基础上考虑调整

成本和库存成本的影响%构建模型发现汽油批发价格对于原油价格反应的滞后性%同样得出汽油价格具有

黏性的证据'*(-(N,@1K+,?(等!"%!4"

*!:+

)T.V.//(和 Y@I(Q(,!"%!$"

*!$+

利用更加详尽的微观数据进行深入

的分析%同样证明了价格黏性的存在'

国外关于价格黏性的研究%受限于样本因素%早期主要集中于特定类别的商品%发现商品价格有着较

高的价格黏性
*!72!4+

%并且菜单成本)黏性信息以及消费者情绪是生成价格黏性的重要原因
*!\2"!+

'5@/L和

e/+,(R!"%%3"

*""+

结合美国劳工统计数据!56S"%研究了#:%种商品的价格变动情况%发现价格变化较为频

繁%价格调整存在差异性%调价周期为3)#个月'与之相似%e/+,(R和 e-PVJL(V!"%%4"

*"#+

对美国!\44,"%%#

年商品价格进行方差分解%发现调价周期为#)4个月%并且价格调整为 Z0W模式'网络爬虫技术进一步提

高了样本分析频率%T.V.//(!"%!7"

*"3+

首次使用大数据比较线上与线下商品价格的差异%认为线上商品价

格有着较好的代表性'并且 T.V.//(!"%!4"

*":+

通过抓取:个国家的在线商品日度数据%发现价格调整模式

是 S0W和 Z0W的组合'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对价格黏性问题进行研究'早期关于价格黏性

的研究集中于宏观经济层面(王健!!\\$"

*"$+

讨论了价格黏性的微观机理%认为价格选择效应和需求非对

称性导致了价格黏性'张耿!"%%:"

*"7+

强调价格黏性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重要性%论证了放松完全理性假

设的行为经济学方法的合理性'王胜和彭鑫瑶!"%!%"

*"4+

基于不对称价格黏性讨论了两国的货币政策和福

利效用%认为定价机制的不对称导致了福利效用的差异'电子商务的发展增加了微观数据的可获得性并提

高了分析频率
*"\+

%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线上销售替代传统的线下贸易
*#%+

%线上数据有着较好的代表

性
*"3+

'学者们对价格黏性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渠慎宁等!"%!""

*#!+

利用发改委价格检测中心#$个城市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种商品价格的数据%讨论价格波动现象%发现服务业价格黏性明显'金雪军等!"%!#"

*#"+

利用在线高频

数据对价格黏性进行估算%发现价格调整周期为#)3个月%商品定价行为存在#选择效应$'黄滕和金雪军

!"%!3"

*##+

运用天猫商城的商品价格数据研究吉利数字偏好对价格黏性的影响%发现#吉利价格$的黏性

更强%中国商品市场的尾数定价模式倾向于4尾数)\尾数以及方便定价%进一步表明文化对价格黏性的影

响'同样%严玉珊!"%"%"

*#3+

发现中国线上市场存在明显的数字偏好'侯成琪和龚六堂!"%!3"

*#:+

利用宏观

数据估计了中国八大类商品的价格黏性指数%发现部门价格黏性越强%对产出影响越大而对通货膨胀影响

越小'姜婷凤等!"%"%"

*"\+

利用高频大数据测度商品的价格黏性%并且测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发现商品调

价周期小于"个月%相同的货币政策对行业影响具有异质性'这些研究从商品价格的定价行为)调节方式以

及测度方法等方面进行讨论%丰富了关于商品价格的研究%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

可以看出%关于商品价格的研究经历了由小样本到大数据)从经验分析到实证研究的过程'当前%新冠

肺炎疫情对我国商品价格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现有文献中%少有关于突发疫情对价格变化影响的研

究'并且在微观数据上%一方面%即时可用的数据%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每日现有确诊)现有疑似人数等并

不能直接观察突发疫情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效果&另一方面%相关统计数据指标需要数月时间整理后公布%

使得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及时回应客观经济要求'这限制了文献对商品价格在疫情期间对这种外生

的)意料之外的冲击做出反应的讨论'同时%考虑在突发疫情下消费者情绪对定价策略的影响
*#$+

%本文采

用在线商品价格大数据%观察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商品价格的变化情况'首先%从消费者情绪角度探究突发

疫情对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机制&其次%从调整数量和调整方式两个方面说明商品价格的变化情况%识别

商品价格的黏性情况&最后%将经验测度结果用于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商品价格的冲击效应'

三" 新冠肺炎疫情对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机制

目前直接讨论突发疫情对商品价格变化的研究并不多见%但结合突发疫情的相关研究来看%突发疫情

对消费者情绪有着复合影响'本部分首先说明突发疫情对消费者情绪影响的潜在机制%然后根据公平定价

理论%讨论商品价格的变化情况'

直观地%突发疫情会影响消费者情绪'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大众的消极情绪%使得积极情绪和主观

幸福感下降%心理问题增多
*#7+

'同时在疫情时期%由于恐慌和畏惧形成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加深了对消费者情

绪的负面效应'接下来%本文从消费者认知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来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者情绪的影响'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改变消费者认知'个人作为情绪的主体%对信息的获取)处理与人的感知)期望与

情绪有着紧密联系
*#4+

'疫情不仅让消费者成为其负面影响的主要承担者%也唤起个人对理性消费)安全消

费的心理诉求
*#\+

'同时%疫情给消费者带来了不确定性%引起了消费者的危险感知
*3%+

%在消费者心理层面

放大了疫情的危害'此外%消费者认为商家在疫情期间应具有利他主义
*3!+

%由此形成了社会期望%当商家

价格调整与社会期望相符时%消费者会表现出正面情绪&反之为负面情绪'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社会环境'消费者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刺激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外部因素能

够引起消费者情绪的变化
*#4+

'一方面%本次疫情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安全危机%带来了许多的不确定性'

信息的不确定性将引起消费者的信息搜索行为%而在信息搜索过程中的信息认识程度会影响消费者情绪'

9J?@,!!\7""

*3"+

认为当人们存在认知不确定性时%将会引发负面情绪'另一方面%线上市场在突发疫情冲

击下%消费者与商家之间可能会出现暂时的信息混乱现象%刺激商家故意隐瞒信息和形成机会主义动机%

这也将对消费者情绪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商家定价与消费者购买行为之间存在相互性%即商家定价会根据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进行调整%消

费者的购买行为也会对商家定价做出反应
*3#+

'根据公平定价理论%商家进行价格调整时会考虑消费者情

绪%也就是商家会站在消费者角度判断价格的合理性%商家不当的调价行为将会破坏二者之间的合作关

系'如果消费者认为调价行为是合理的%会形成正面的消费者情绪%则继续保持与商家的合作关系%构成正

反馈&相反%如果消费者认为调价行为是不合理%则会产生负面情绪%破坏二者间的合作关系引起负反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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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线上市场放大了突发疫情对消费者情绪的影响%一方面%线上市场通过互联网技术减弱了由于信息

不通所形成的市场限制%降低了贸易成本
*33+

和信息不对称性
*3:+

%消费者能够更方便地获取商品的价格信

息%消费者情绪也更加容易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线上市场产生的海量数据提高了信息处理成本%虽然消费

者获取信息的时间减少%但处理和分析信息的投入大幅提高%同时海量数据中的虚假信息会干扰消费者的

判断%进而影响消费者情绪
*3$+

'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疫情初期对供给和需求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出现了企业生产疲软)线上需

求旺盛的情况
*37+

'由于疫情初期供需失衡和认知受限%消费者对价格调整的敏感程度较低%使得商家定价

行为表现为试探性上调'随着疫情信息的逐步完善%消费者不仅能够通过线上平台方便地获取商品的价格

信息%还会更加重视商品价格的公平合理性%对价格调整更加敏感'为了维持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合作关

系%商家在价格调整时会重视消费者情绪%不会继续上调价格%而是选择回调价格%并且不会再随意调整价

格%从而使商品价格呈现稳定态势'

图!&突发疫情对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机制

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考察新冠

肺炎疫情对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首

先要解决的是商品价格的获取问题%

本文选取淘宝网的线上销售平台获取

商品信息%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目前

淘宝在电商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对

电商平台而言%具有一定代表性
*342:%+

'

第二%以淘宝为平台进行网络购物在

居民家庭中相当普及%已成了日常消

费方式之一%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增强了消费者的线上消费习惯'第三%淘宝的在线商品越来越丰富%每个品

种都包含了众多的商品%每个商品都有详细的信息%便于商品价格信息的追踪'在商品价格获取方面%选用

国内某知名比价网站%它能够比较全面地涵盖相关淘宝商品%避免出现商品历史价格无法获取的情况'后

续内容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根据商品价格变化的调整数量和调整方式来研究突发事件下商品

价格的变化情况%得出商品价格黏性情况%同时结合生存分析方法%进一步观察新冠肺炎疫情下商品价格

的变化情况'另一方面是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和 OMI模型%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厘清

新冠肺炎疫情)消费者情绪与商品价格三者间的关系'

四" 数据的获取和处理

#一$ 数据获取

本文数据获取并整理的基本过程如下'第一%收集商品名称)销售数量以及商品链接等'利用 P43+,'

软件自动访问淘宝网站%进入主题页面获取商品的相关信息%并将这些商品信息存储于结构化的商品数据

库中'第二%在比价网站上按商品链接逐一查询%获得商品历史价格%并将得到的价格信息保存于数据库

中'本次数据采集利用 WPJK(, 方法对商品信息进行抓取%采集时间从"%"%年初开始%正式采集在"%"%年3

月结束'

#二$ 数据描述

本文数据集涵盖每天采集的来自淘宝网!%3374种商品和服务的信息%时间跨度从"%"%年!月至3月%共

有!"!天$4$!7%$条观测值'总体而言%本文数据集的主要特点是产品种类丰富)样本量大和时间频率高'表

!描述了数据集的基本情况'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年!月%"%"%年全球最具价值:%%大品牌榜发布%淘宝排名第#7位'



表!&商品数据描述

总观测样本 $4$!7%$条

产品数量 !%3374种

起止日期 "%"%年!月!日)3月!日

产品信息 品牌'产品 <0'卖价'商品链接'销量等

零售商信息 零售商名称'零售商 <0'零售商所在地等

#三$ 数据预处理

进行正式研究前%将参照相关文献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

I)缺失值处理%本文的原始数据是样本观测期间商品价格的连续观测值%但是由于软件自身或网络信

号问题%易导致商品价格信息的缺失'借鉴相关文献的处理
*"#+

%使用缺失前一天的价格信息进行补齐'

J)异常值处理%异常值的出现会对价格变化的频率)分布情况等统计指标产生影响'借鉴 T.V.//(等

!"%!%"

*:!+

的处理%将价格上涨超过:%%b或者价格下降超过\%b的值定义为异常值'本文中的异常值占比

较少%考虑到异常值的出现会对统计数据造成影响%因此予以剔除'

K)样本期处理%样本期为商品价格信息从第一次出现到最后一次出现的期间长度%为保证观测样本的

可行性%剔除样本期小于7天的观测值'

L)打折调价处理%打折调价是商品价格下调一段时间后%又恢复原价的情况'借鉴 *(-(N,@1K+,?(等

!"%!4"

*!:+

的处理%选择7天作为打折时间窗口%也就是商品价格下调持续时间7天恢复原价'考虑打折调价

对商品的影响%因此予以剔除样本观测值'

经过对原始数据进行预缺失值)异常值)样本期和打折调价的处理%最终得到4!\:!种商品%观测样本

值为$4:\3!7个'

#四$ 衡量指标

I"商品价格指数%商品价格指数是反映商品价格变化的指数%可以通过对淘宝网获得的商品价格的指

数化处理来衡量商品价格指数'本文使用 m+V(,L几何指数公式计算商品价格指数
*:"+

'首先%计算出每个商

品 &在 3期的相对价格 D*2

3&

%等于 3期的价格 D

3&

除以 32!期的价格 D

!32!"&

'

D*2

3&

fD

3&

FD

!32!"&

!!"

其次%在 3期对全部商品的相对价格进行几何平均%得出 D*?

3&

'

D*?

3&

f

'

D*2

3!

jD*2

3"

j0 jD*2槡 3'

!""

最后%对几何平均后的结果进行指数化处理%将样本期间的第一天设置为!%%进行换算%

!最终得出商

品价格指数 D*&

3

'

J"商品价格调整方式%商品价格调整方式反映商品在样本期间价格向上或向下调整的行为%主要有方

向交错和同向连续两种调价方式'通过对淘宝网获得的商品价格统计商品的调整次数 'D*

6EK$%3

%算出商品在

样本观测期中的价格变化次数占比 D*=

6EK$%3

&,/%表示总调整次数'

D*=

6EK$%3

f

'D*

6EK$%3

,/%

j!%%b !#"

五" 新冠肺炎疫情商品调价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会改变商家的调价方式%从而对商品价格变化产生影响'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疫情发生

时%消费者认知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消费者情绪'商家的定价行为将会考虑价格的合理性%避免引起消费

者的负面情绪'接下来%本文将从商品价格的调整数量和调整方式两个方面来研究商品价格的变化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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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样本期的第一天为"%"%年!月!日'



#一$ 价格变化的总体走势

图"显示了商品价格指数的总体走势%

!可以看出(商品价格指数走势总体上保持稳定'在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的!个月左右价格小幅上调%之后价格指数出现回调态势%随后又恢复稳定'在疫情暴发之初%商

家对消费者情绪的试探使得价格水平出现小幅波动上升'随着消费者获取疫情信息的不断丰富%消费者情

绪发生改变%对于大部分商品%

"消费者会希望商家适当减少利润%商品价格应该具有利他性'此时%商家考虑

到消费者情绪%如果选择维持价格不变或者抬高价格将会引起消费者不满%从而失去原有的合作关系%因此

会选择适当调低商品价格%并且维持在一定价格水平上%所以价格会呈现稳态下调%并且在后期保持稳定'

为了进一步说明商品价格指数的准确性%本文将商品价格指数)TW<指数!月度"以及 @TW<指数!周

度"

#进行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价格指数)TW<指数和 @TW<指数有着相似的趋势%说明样本价格有着较

好的代表性'同时三者在整体趋势上保持稳定%在指数下跌后又很快恢复稳定'

图"&商品价格指数走势

&&&&

图#&三种指数比较

#二$ 价格变化分类走势

为了进一步研究商品价格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变化情况%本节将商品按照国家统计局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分为八大类%并分别进行研究%如图3所示'

$可以看出%大部分商品%价格趋势与总体趋势相似%表明

在商家和消费者的动态博弈下%商家在选择定价方案之前将消费者情绪视为定价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仅

医疗保健类商品&价格在疫情发生后呈上升趋势%之后价格保持稳定%反映出在疫情下消费者对于医疗保

健类商品的需求激增%面对特定时间节点%生产停滞和库存资源有限的供给条件%消费者愿意为有限的医

疗防疫用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认为突发疫情下医疗用品价格的适当提高是合理的'因此%商家会选择适当

提高医疗保健类商品价格的调价行为'

#三$ 价格变化!调整数量和调整方式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虽然商品价格有所调整%但迅速恢复稳定'价格变化不仅是商

家对价格的调整%也是消费者情绪的体现'为了进一步探究商品价格变化情况%本节从价格变化的调整数

量和调整方式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3"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

#

$

%

&

图中绿色虚线为卫健委首次汇总发布全国各省新增病例时间("%"%年!月"%日'当天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做出重要指示'同时%钟南山院士等高级别专家组明确表示新冠病毒#人传人$'本文以该时间点作为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时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不包括医疗保健类商品'

TW<和 @TW<数据分别来自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的统计指标和清华大学 @TW<项目组'

按照居民消费支出分类将商品分为八大类(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

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和服务'

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及其他用品和服务七类商品'

医疗保健类商品包括(消毒用品)体温计)医用口罩等'



图3&分类别商品价格指数的变化趋势

表"报告了价格变化的数量情况'4)$:b的产品在样本期内调整价格!次以上%调价"次以上的商品比率

为:\)#:b%无价格变化的商品比率为#")%%b%单个商品平均调价:次%商品价格表现出较低的价格黏性'值得

注意的是%在价格发生变化的商品中%价格上调占总价格变化的比例为!7)%#b%价格下调占总价格变化的比

例为":)37b'可以看出%大部分商品价格在样本期间内进行了调整%同时在调整过程中呈现下降态势%进一

步说明了商家将消费者情绪考虑到定价决策中%保证了定价的合理性'同时%对商品的分类研究可以看出(大

部分商品的调价情况与总体情况相近%商品价格在调整过程中以下调为主%而医疗保健类价格上调比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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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下调为!7):3b%说明了医疗保健类商品在样本期间呈现价格上调趋势%符合图3中的价格趋势'

表"&价格变化的数量

指标
无价格变化

比率"b$

调价!次

比率"b$

调价"次及

以上比率"b$

单个商品

调价次数

价格上调

比率"b$

价格下调

比率"b$

总体 #")%% 4)$: :\)#: :)#3 !7)%# ":)37

食品烟酒 #!)$4 \):: :4)77 3)4% "%)%# "!)#\

衣着 #%)"# !%)\$ :4)4! 3)44 !#)4# #")43

居住 ::)$7 !!)"! ##)!" !)$7 \)\% !3)"%

生活用品及服务 "\):3 $)4" $#)$3 :)$\ !:)4" "#)"\

交通和通信 ":)$: 7)": $7)!% $)%$ !:)!$ #3):%

教育文化和娱乐 #:)4! \)44 :3)#! 3):! !:)\# "4)#:

医疗保健 #:)!\ \)44 :3)\# 3)!4 "")7: !7):3

其他用品和服务 #%)## 7)#" $")#: $)\7 "!):7 "")3:

表#报告了商品价格的调整方式'在本文考察的4!\:!种商品当中%有:74!"种商品出现了多次调价现

象'对各种调价行为占比的计算结果表明%价格调整样本中方向交错调价占4#)!#b%说明商家的主要调价

方式为交错调价'将样本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后进行划分%结论与上面一致%方向交错调价占比最高'

表#&商品价格的调整方式#b$

类型
全期间 疫情发生前 疫情发生后

占比 合计 占比 合计 占比 合计

总体

方向交错

同向连续

上调 #\)\7

下调 3#)$4

上调 4)!!

下调 4)"3

4#)$:

!$)#:

3!)":

3$)$$

:)44

$)"!

47)\!

!")%\

#\)$3

3")\%

4)7%

4)77

4"):3

!7)37

食品烟酒

方向交错

同向连续

上调 3%):#

下调 33)!"

上调 4)!"

下调 7)"#

43)$:

!:)#:

3")4#

3:)43

:)4\

:)33

44)$7

!!)##

#\)7"

3#):%

4)\!

7)47

4#)""

!$)74

衣着

方向交错

同向连续

上调 3#)3!

下调 3:)!%

上调 3)33

下调 7)%:

44):!

!!)3\

3")"4

3$)$:

#)\7

7)!!

44)\#

!!)%7

3#)$\

33)7"

3)::

7)%3

44)3!

!!):\

居住

方向交错

同向连续

上调 33)#4

下调 37)::

上调 #)#%

下调 3)77

\!)\#

4)%7

3#)7:

:!)\%

")#!

")%3

\:)$:

3)#:

33)3\

3$)77

#)34

:)"$

\!)"$

4)73

生活用品

及服务

方向交错

同向连续

上调 3")$#

下调 3$)%$

上调 :)$$

下调 :)$:

44)$\

!!)#!

3")\%

34)$!

#)7%

3)7\

\!):!

4)3\

3")::

3:)#:

$)"!

:)4\

47)\%

!")!%

交通和通信

方向交错

同向连续

上调 #\)"\

下调 3#)73

上调 $)33

下调 !%):#

4#)%#

!$)\7

3%)"3

37)7%

3)4%

7)"$

47)\3

!")%$

#\)%3

3")$\

$)44

!!)#\

4!)7#

!4)"7

教育文化

和娱乐

方向交错

同向连续

上调 #7)3\

下调 3%):!

上调 !%)#"

下调 !!)$\

74)%%

"")%!

3%)!"

3:)%3

7)7\

7)%:

4:)!$

!3)43

#$)44

#\)3$

!%)\%

!")7$

7$)#3

"#)$$

医疗保健

方向交错

同向连续

上调 3!):$

下调 3$)"7

上调 $):$

下调 :)$!

47)4#

!")!7

3!):\

:%)\$

")44

3):$

\")::

7)33

3!)::

33)4\

7)$3

:)\"

4$)33

!#):$

其他用品

和服务

方向交错

同向连续

上调 #7):$

下调 3")#:

上调 !!)33

下调 4)$:

7\)\!

"%)%\

3!)":

3!)7$

\)7!

7)"4

4#)%!

!$)\\

#7)!!

3!)7:

!")%\

\)%3

74)4$

"!)!#

&&注(表中数据为上调'下调价格的情形占总调价次数的百分比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图:&总体价格调整方式

&&为了更好地观察商品价格的调整方式%图:说明了全部商

品价格在样本期间内每天的调整次数%横轴上方反映价格上调

的次数%横轴以下反映价格下调的次数'从图:中也可以看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商品价格的上调和下调呈现#对称$形

态%进一步说明商品价格的整体调整方式为方向交错调整'

对商品进行分类来观察价格的调整情况 !图$"%可以看

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

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和服务八大类商品价格的

变化频率与整体情况一致%通过对称的交错调价实现价格的稳

态调整'

图$&商品分类别的价格调整方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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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存分析

生存分析是一种研究事件发生的历险时间的统计方法%能够反映事件随历险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的模式
*:#+

'本部分将通过样本数据来刻画新冠肺炎疫情对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具体来说%将通过样本数

据进行 e.M/.,A[+@+-非参数方法!e["估计%研究商品价格变动的生存状态'同时%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

性%采用 '+/L(,A9L/+, 方法!'9"进行累积风险估计'

在生存函数中用非负随机变量 Q表示商品价格持时%商品价格的持续时间是变量 Q在 3的实际取值%

定义 Q的概率分布函数 J!3"和概率密度函数 =!3"%表达式如下(

J!3" R

%

3

%

=!$"E$ RP2!QS3" !3"

=!3" REJ!3" FE3RJT!3" !:"

生存函数 )!3" 表示随机变量 Q大于 3的概率%表达式如下(

)!3" RP2!QU3" !$"

风险函数 +!3" 表示样本在 3时刻发生改变的概率%累积风险函数 .!3" 表示从开始观察到 3时刻的累

积风险%表达式如下(

+!3" R/@H

'

3

$

%

P2!3

&

Q

&

3V

'

3WQU3"

'

3

!7"

.!3" R

%

3

%

+!X"EX !4"

采用 e[方法估计生存函数%图7中左边是通过 e[方法得到的生存统计结果%商品价格变化基本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c!%天"%商品价格很快回调%随后价格调整缓慢%在价格回调的"天后有

$)%!b的商家对价格进行调整%说明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商家在初期没有肆意调整价格'第二阶段!!!c34

天"%商家进行积极的价格调整%#4):$b的商家在此期间进行调整%在第!3天)#%天)37天处出现了较大程

度的调整'第三阶段!3\c73天"%价格调整进一步放缓%反映出商品价格通过前期的调整已经相当稳定'同

时%采用 '9方法估计累积风险函数%图7中右边是通过 '9方法得到的累积风险统计%可以看出价格变化具

有持续的风险性%风险概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加%也说明了商品是通过价格调整的方式应对疫情的冲击'

图7&生存函数估计和累积风险函数估计

六" 新冠肺炎疫情对价格的冲击效应

#一$ 样本选择

本文选用两种方法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价格波动的影响'第一种方法是双重差分法%通过一项政策实

施或者事件发生前后的效果对比%双重差分法能够有效地控制分组效应和时间效应
*:"+

'本文选择%!=%!=

"%!\,%!=%3="%!\和%!=%!="%"%,%!=%3="%"%为样本区间%以%!=%!="%"%,%!=%3="%"%的价格数据作为

实验组%以%!=%!="%!\,%!=%3="%!\的价格数据作为对照组'通过比较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

价格波动的差异%识别疫情对价格影响的净效应'第二种方法是借鉴冯永琦!"%!%"

*::+

)杨万平和袁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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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明月和陆迁!"%!#"

*:7+

的研究%通过 a9Y模型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价格水平的冲击效应'以

%!=%!="%"%,%!=%3="%"%作为样本区间'

#二$ 模型设定

本节采用两种方法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价格波动的影响'第一种方法是双重差分法!YZY法"%模型

如下(

D2&*(%E f

!

%

i

!

!

32(63i

!

"

3&@(i

!

#

!32(63j3&@(" i

!

3

[i

$

!\"

其中%D2&*(%E 表示商品价格波动&32(63是虚拟变量%商品若在实验组内 !%!F%!F"%"%,%!F%3F"%"%"%

32(63f!%否则 32(63f%&同样%3&@(为虚拟变量%如果时间在新冠肺炎疫情日期!!月"%日"后%3&@(f!%否则

3&@(f%&[为控制变量%包括消费者情绪)政府行为以及原材料存货&

!

%

为常数项%

!

!

0

!

#

为回归系数%

$

为

残差%

!

#

表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后的差分'

第二种方法是 OMI模型%建立新冠肺炎疫情对价格水平影响的 OMI模型%并用格兰杰检验来分析新

冠肺炎疫情)消费者情绪和价格水平的因果关系'模型如下(

D2&*(f

#

!

D2&*(

!!"

i0 i

#

D

D2&*(

!D"

i

%

!

'*D

!!"

i0 i2

\

'*D

!\"

i

3

!!%"

式中%D2&*(表示商品价格水平&'*D表示新冠肺炎疫情&

#

!

0

#

D

%

%

!

0

%

\

为回归系数&D和 \为滞后阶数'

#三$ 主要变量说明

I)因变量%对于价格水平!D2&*("的度量%通过网络抓取技术获取淘宝网"%"%年!月!日至"%"%年3月!日

的商品价格进行指数化处理来衡量价格水平'考虑到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与春节的重合%借鉴陈强

!"%!3"

*:4+

对季节效应的处理%通过移动平均比率法对价格指数进行季节调整'对于价格波动!D2&*(%E"的测

量%参考杨阳和万迪窻!"%!%"

*:\+

对价格水平取标准差%衡量商品价格的波动情况'

J)解释变量%新冠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

面临重大威胁'

!随着疫情程度的加深%受影响人数也会增加'借鉴刘诚等!"%"%"

*$%+

)谭远发等!"%"!"

*$!+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理%本文通过网络抓取技术获取我国疫情发生后的相关历史信息%以每天的死亡人

数来衡量新冠肺炎疫情!'*D"'

K)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结合影响商品价格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因素%本文的控制变量有(!!"消

费者情绪!%('3&"'借鉴 W+,,.和 CO.,I!"%%\"

*$"+

)徐映梅和高一铭!"%!7"

*$#+

的处理方法%使用百度指数"衡

量消费者情绪'指数上升反映消费者关注程度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使得消费者情绪对价格调整更加敏感%

价格波动的可能性越小'!""原材料库存!%3,*]"%以原材料库存指数衡量原材料库存'原材料库存指数越

大%意味着企业生产的意愿越大%当产品供给越充足时%价格稳定的可能性越大'!#"政府行为! ?,1(2'"%以

财政支出衡量政府行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家推出一系列财政政策%如安排疫情防控资金)向地方下达

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等'财政支出越大%政府保障市场稳定的作用越大%价格波动的可能性越小'

#四$ 研究结果

I)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后的价格波动!D2&*(%E"均值分别是%"#%和

%"""%说明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商品价格的波动有所下降'同时%价格指数!D2&*("的均值差异较小%这与

上文的分析结果相符%即商品价格指数走势总体上保持稳定'新冠肺炎疫情! '*D"的标准差达到!"4%"%4%

说明疫情的突发性和严重性程度较高'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后%消费者情绪!%('3&"

的均值分别为:"#7和\""3%说明消费者在疫情后对价格调整的敏感程度更高'原材料库存!%3,*]"的均值分

别是#"4$和#"4%%说明企业的生产意愿在此期间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政府行为! ?,1(2'"的均值分别是

4)3%和:)$3%说明疫情后财政支出增速有所减少%可能是因为财政收入的大幅下滑对财政支出造成了一定

的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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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以#疫情$为关键词获取"%"%)!)!,"%"%)3)!之间的百度搜索指数'



表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疫情发生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疫情发生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价格波动 D2&*(%E %"#% %""4 %"%! !"!3 %""" %""7 %"%! !"#\

价格水平 D2&*( \\"!" !"!\ \7"%% !%%"$\ \\"3: !"#$ \:":" !%!"#\

新冠肺炎疫情 '*D % % % % "%#$"\7 !"4%"%4 3"%% ##"7"%%

消费者情绪 %('3& :"#7 %"#" 3"$: $"$! \""3 3"!3 3""# !3"%%

原材料库存 %3,*] #"4$ %"%! #"4: #"47 #"4% %"!3 #":" #"4\

政府行为 ?,1(2' 4)3% %)#% 4)!% 4)7% :)$3 4)\% 2:)7% !:)%%

J)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基本分析'表:为双重差分回归模型的结果'列!!"是不包括控制变量

的双重差分结果'列!""c!3"是逐一加入政府行为!?,1(2'")原材料库存!%3,*]"以及消费者情绪!%('3&"控制

变量的结果'交乘项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即为双重差分的估计量'相较于列!!"%交乘项回归系数是 2%)"34)

2%)%""和 2%)$:$%分别在:b):b和!b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与上期商品价格相比%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商

品价格的波动显著下降'列!3"在加入消费者情绪后%交乘项系数得到较大提高%说明消费者情绪在一定

程度上对价格稳定起到促进作用'并且%本文发现消费者情绪对价格波动呈倒 l形%其可能原因是在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初期%在消费者信息受限下%商家通过调整价格试探消费者情绪%表现为价格波动与消费者

情绪为正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与商家之间信息差逐渐减小%商家不公平的价格调整会刺激消费

者的负面情绪%因此%消费者情绪阻碍价格波动%有助于商品价格稳定'

表:&新冠肺炎疫情与价格波动

"!$ ""$ "#$ "3$

32(63j3&@(

2%"%73

" 2%"73$

2%""34

""

" 2""37$

2%""""

""

" 2"""#$

2%"$:$

"""

" 2#"!#$

32(63

%"!3\

"

"3"$$$

%"!3#

"!":4$

%"!34

"!"$3$

%"!%$

"!"!3$

3&@(

2%"%3#

" 2%"77$

%"%!3

"%""3$

%"%!4

"%"#%$

%"%""

"%"#$$

?,1(2'

2%"%!!

"""

" 2""$7$

2%"%!!

""

" 2""$%$

2%"%!%

""

" 2""""$

%3,*]

%""7"

"!":"$

%""7#

"!"3%$

%('3&j%('3&

2%"%%4

"

" 2!"7#$

%('3&

%""%4

"

"""%!$

*,'%

%)""3

"""

"3):4$

%)#""

"""

":)":$

2%)7#"

" 2!)%\$

2!)$!

""

" 2")%\$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 3值!

"""

'

""

'

"分别表示在!b':b'!%b的水平下显著

!""安慰剂检验'表$为新冠肺炎疫情与价格波动的安慰剂检验'如果商品价格波动的降低是由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所致%那么人为地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时间%双重差分模型将不再成立'为此%本文参照

郭阳生等!"%!4"

*$"+

的做法%对实验时间进行重新选择%将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时间向前调整%即假定新冠

肺炎疫情在"%!\年!%月"%日发生%将调整后的实验时间落在真实实验之前%再重新估计双重差分模型%结

果见表$'交乘项 32(63j3&@(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2%)%"!) 2%)!%:) 2%)%43以及 2%)%4%%该系数低于真实

实验期的回归系数%并且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说明商品价格波动的降低是由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所致'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表$&新冠肺炎疫情与价格波动的安慰剂检验

"!$ ""$ "#$ "3$

32(63j3&@(

2%"%"!

" 2%"!4$

2%"!%:

" 2%"$$$

2%"%43

" 2%"3\$

2%"%4%

" 2%"3\$

32(63

2%"%!!

" 2%""4$

%"!!%

"%"\\$

%"%"\

"%"!4$

%"%!7

"%"!!$

3&@(

%""3$

""

""":\$

%"":7

""

""":3$

%""3$

""

"""#$$

%""#7

""

"""##$

(XD('E

2%"!!%

"!"34$

2%"%7"

" 2%"$$$

2%"%47

" 2%"7#$

*,'=&E

\""$!

"%"7#$

4"7"#

"%"$\$

%('3&j%('3&

%"!#3

"%"#3$

%('3&

2!):$7

" 2%)#$$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 3值!

"""

'

""

'

"分别表示在!b':b'!%b的水平下显著

K)OMI模型回归结果%!!"平稳性检验!MYJ检验"'在构建 OMI模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防止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当模型中变量不稳定时%将会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在平稳性检验方法中选择常

用的 MYJ检验%通过对序列的检验保证模型中各变量是平稳的%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表7&908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908统计量 :b临界值 !%b临界值 结论

'*D 2%"%"" 2""4\7 2"":43 不稳定

D2&*( 2!"$%% 2""4\7 2"":43 不稳定

%('3& 2!"$$\ 2""4\7 2"":43 不稳定

Y"̂''*D 2""$%# 2""\!" 2"":\! 稳定

Y"̂'D2&*( 2$"777 2""4\4 2"":43 稳定

Y"%('3& 2\"%!" 2""4\4 2"":43 稳定

从表7可以看出%'*D)D2&*(和 %('3&序列都是不平稳的%通过一阶差分处理后%分别在!%_):_和:_水

平下保持稳定'因此%先对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再建立模型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在对各序列进行一阶差

分处理后%则表示原序列 '*D)D2&*(和 %('3&的变化率%具体来说%Y"-''*D表示新冠死亡人数的日增长率%

Y"̂'D2&*(表示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率%Y"%('3&表示消费者情绪的变化情况'

!""最大滞后阶数'构建 OMI模型需要根据信息准则确定 OMI模型的阶数'合适的滞后阶数能够完整

地反映模型的动态特征'滞后阶数越大%反映模型完整程度越大%而阶数过多时%容易减少自由度%影响模

型估计的有效性'因此%本文通过比较 6Y)8W])9<T等准则来确定合适的滞后阶数%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最大滞后阶数检验统计量

6.I 8W] 9<T CU<T S5<T

! \#)"$ !#)%: !#)"! !#)37

" #\)7# !")!\ !")34

!")\#

"

# #7)$3 !")!# !"):3 !#)!4

3

"4)\$

"

!!)4$

"

!")#\

"

!#)""

&&注(

"表示准则选中的最优滞后阶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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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单位根检验图

由表4可知%根据 8W]检验)9<T检验和 CU<T检验%均选择滞

后3阶%而根据 S5<T准则%选择滞后"阶%可能过于简洁%无法完整反

映模型的动态特征'因此%本文将滞后阶数定为3阶'

!#"OMI参数估计'通过平稳性检验和确定最大阶数后%建立

OMI模型'首先对 OMI模型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图4所示'图4

中%所有特征值均在单位圆之内%可以认为此时选择滞后3阶的

a9Y模型是稳定的'

!3"*-.,I+-因果检验'表\为 *-.,I+-因果检验的结果%由表\

可知%以 Y"-''*D为被解释变量%检验变量 Y"%('3&的卡方统计量为

:3):$%对应的 D值为%)%%%'同样%检验变量 Y"-''*D的卡方统计量

为!$)"#%对应的 D值为%)%%#%可以得出新冠肺炎疫情和消费者情

绪互为格兰杰成因'同样%以 Y"̂'D2&*(为被解释变量%Y"-''*D和

Y"%('3&的D值分别为%)\$"和%)%4#%说明新冠肺炎疫情不是商品价

格水平的格兰杰成因%消费者情绪是价格水平的格兰杰成因'

表\&格兰杰检验结果

零假设 TK@" NB D值

Y"-''*D不是 Y"%('3&格兰杰成因 :3":4 3 %"%%%

Y"%('3&不是 Y"-''*D格兰杰成因 !$""# 3 %"%%#

Y"-''*D不是 Y"̂'D2&*(格兰杰成因 %"$! 3 %"\$"

Y"%('3&不是 Y"̂'D2&*(格兰杰成因 4)"$ 3 %)%4#

图\&交叉相关图

上述格兰杰因果关系并没有给出唯一的变量

作用次序%为此%进一步考察交叉相关图 !图\ "'

Y"-''*D与滞后!天的 Y"%('3&最相关%得出变量的

次序为新冠肺炎疫情 !Y"-''*D"

$

消费者情绪

!Y"%('3&"

$

价格水平!Y"̂'D2&*("'可以认为%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正冲击引起了消费者情绪的改变%进

而使得商品价格水平也发生变化'

!:"脉冲响应'为了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消费

者情绪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进一步构建脉

冲响应函数'在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

期数!单位(日"%纵轴表示商品价格指数的变化率%实线表示各冲击变量对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率的反应

程度'

从图!%可知%左图表示当新冠肺炎疫情程度进行一个正向的冲击%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率在!%天前上

下小幅波动%随后调整趋于%'说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商品价格通过上下波动进行调整%从而在后

期!!"天"价格调整趋向于%'右图表示当消费者情绪程度给一个正向冲击%商品价格的变化率先下降后上

升%再下降最终上升趋于%%说明商品价格指数趋于稳定'比较左右两图%可以看出消费者情绪对商品价格

水平的脉冲更敏感%说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商品价格趋于稳定主要是受到消费者情绪的影响'这

与双重差分回归结果相符%消费者情绪与价格波动呈倒 l形关系%即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商品价格

进行波动调整%随后商品价格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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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脉冲响应

&&!$"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描述冲击效应的另一种方法'它将预测方差分解为模型中各变量的贡献

度%通过比较模型中冲击对变量影响的贡献差异%得出各变量在冲击下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结果如图

!!所示'左图可以看出消费者情绪对商品价格水平增长率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最终稳定于!%b左右'

右图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商品价格水平变化的贡献比较低%这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价格变化的贡献率小

于消费者情绪对价格变化的贡献率%说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况下%商家的价格决策会充分考虑消费者情绪'

图!!&方差分析

七" 结论与启示

#一$ 结G论

本文利用高频微观大数据%选取淘宝平台上4!\:!种商品作为分析样本%对其"%"%年!月!日至3月!日

的价格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商品价格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本保持稳定'从总体上看%商品价格在疫情初期经过短暂

调整后迅速恢复稳定%并且商品价格指数与 TW<)@TW<指数趋势相近'从不同类别来看%大部分商品的价格

趋势与总体趋势相似%仅医疗保健类的商品价格在疫情下表现为先上升后平稳的趋势'其原因可能是(根

据公平定价理论%消费者情绪对商家的定价行为存在重要影响%当消费者感受到价格不合理时会产生负面

情绪%将会影响到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商家并不会肆意调整价格%而是从消费者角度来制

定价格策略'

第二%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商品价格有着较低的黏性%商品调价方式表现为对称的交错调价'在样

本期间内%:\)#:b的商品调价次数达"次以上%单个商品平均调价:次%全样本交错调价达到了4#)$:b'同

时%通过生存分析发现%商品通过价格调整的方式应对突发疫情的冲击'商品价格最终均呈现稳定状态%说

明对称的交错调价使得疫情对商品价格的冲击效应有限'

第三%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得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商品价格波动显著下降'在控制其他

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消费者情绪对价格波动影响呈倒 l形'经过安慰剂检验后%结论依然不变'同时%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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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模型进一步厘清新冠肺炎疫情)消费者情绪以及价格水平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商品价格进行了短暂的调整%随后商品价格趋于稳定%新冠肺炎疫情对商品价格的冲击影响有限'

以上结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线上商品价格调整对于稳定市场和保障消费者福

利有着直接的好处'对于消费者来说%公平合理的价格满足了人们在突发疫情下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缓

解了突发疫情带来的恐慌心理'对于商家而言%以公平合理为准则的定价策略%避免了商家之间的恶性价

格竞争%有助于商家将注意力集中在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上%打造#无接触式$的消费新场景'

本文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处理事件%忽略了其他突发事件对价格黏性的影响%

限制了结论和启示的适用范围'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对于高频大数据的处理仍需进一步完善%并未充分挖

掘大数据内在蕴含的丰富信息%并且样本数据来源有待进一步扩充%如京东商城)苏宁易购等均可作为研

究对象%但在跨平台商品信息获取和匹配上存在一定难度'这也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 启G示

本文考察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对于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

意义'

第一%线上商品数据为编制大数据物价指标提供了微观基础'一方面%线上价格的调整能够对线下价

格的调整产生影响%政府部门根据线下商品数据制定相应政策%因此线上价格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

另一方面%线上商品价格黏性低能够更快地反映市场的变动情况%如线上价格指数对突发疫情的反应%能

够帮助政府及时了解各类商品的情况进行决策'

第二%线上商品信息为加速消费数字化提供了依据'一方面%相较于线下商品价格%线上价格的公开性

和可获得性使得商家在进行调价行为时%减少价格信息的不对称性所带来的调整偏误%使得商品价格更易

趋于稳定'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线上交易环境%发挥线上环境对于消费升级和稳定物价的助推作用'

另一方面%在面对疫情的外生冲击下%线上价格的调价行为#消化$冲击%促使总体价格趋于稳定'政府应

依据线上商品价格构建预警机制%关注那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走势%适当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干

预%特别是在外生冲击的前期%防止出现因商家的过度调价导致价格的大幅调整而带来的社会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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