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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应对新兴的消费者包围式购买行为，在线零售商在三种不同退货策略(仅允许退货、提供运费险和赠送

运费险)中决策。在考虑消费者包围式购买行为、商品折旧损失以及退货运费险的情况下，构建了零售商

退货策略模型。研究发现，商家赠送运费险时产品价格最高，仅提供退货时产品价格最低。当商品折旧

损失、退货成本以及运费险保费确定时，市场中包围式购买者数量在一定范围内，赠送运费险为在线零

售商最优退货策略，而包围式购买者比例继续增加时，最优退货策略转变为仅提供退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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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ddress the emerging consumer behavior of bracketing, online retailers are making decisions 
among three different return policies: allowing returns only, offering return-freight insurance pur-
chase options, and providing free complimentary return-freight insurance. A retailer return policy 
model is constructed considering consumer bracketing purchase behavior, product depreciation 
losses, and return-freight insurance costs. The study finds that product prices are highest when re-
tailers offer free complimentary return-freight insurance and lowest when only returns are a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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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product depreciation loss, return costs, and insurance premiums are fixed, if the number 
of bracketing purchase behavior consumers in the market is within a certain range, offering free 
complimentary return-freight insurance is the optimal return strategy for online retailers. However, 
as the proportion of bracketing purchase behavior consumers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 optimal 
return strategy shifts to only providing a retur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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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电子商务行业注入了新鲜活力，促使线上零售业务蓬勃发展。根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达 43.83 万亿元，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 11.96 万亿

元，其中，服装纺织品占实物销售额的 22.62%。此外，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8.45 亿，占网民整体的 79.2%。

这些数据无一不表明了，线上零售行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零售行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网络购物

正成为消费者新兴的购买方式。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而且丰富了消费者

的购买方式和购买行为。由于线上零售商普遍承诺宽松低廉的退货政策以及消费者购买之前对商品尺寸的

不确定性，导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采用包围式购买(Bracketing purchase)方式，即消费者会购买同一

种产品的多个版本，例如不同的型号、颜色、材质等产品属性，购买后保留最适合的产品，然后退回所有

不合适的产品[1]，这一点在线上服装零售行业尤为明显。网络购物与线下实体购物有着本质的差别，消费

者在购买线上服饰类产品时，由于不能接触和试穿，只能参考卖家的宣传介绍进行购买，可能会导致购买

后产品与宣传不符产生心理偏差，影响消费者购物体验。为了消除消费者购买的不确定性，以及追求更好

的消费体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选择包围式购买方式[2]。据 Narvar 2021 年调查显示，在 2020 年消费者

长期居家行为导致包围式购买者数量飙升后，仍有 60%的群体支持包围式购买[3]。 
尽管包围式购买行为在一定程度提高了消费者的忠诚度以及购买意愿，但是，包围式购买的兴起同

时也冲击了线上零售商的运作模式，给线上零售商带来了不同程度退货量增加、退货相关成本增加等问

题。据 Statista 统计，2021 年主要产品类别的网购退货率从 8%到 88%不等。其中服装的退货率最高，其

次是鞋和电子产品。市场调研公司 B-Stock Solutions 指出：包围式购买已经成为线上服装零售商高退货

的重要“元凶”之一。包围式购买导致的大量退货是多数线上服装零售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且该

行为是一个跨越所有价格点的现象，消费者并不会因为产品是奢侈品或清仓处理的产品而放弃包围式购

买。研究包围式购买行为能够有效地帮助在线零售商在面临这类购买方式时做出更好的决策。 
在面临消费者进行包围式购买引发的大量退货的问题时，在线零售商会考虑不同的退货策略，其中

影响较大的因素是采取何种退货运费险策略。目前，关于运费险的主要研究为在线零售商提供运费险的

临界条件以及运费险由谁承担的问题。单汨源等(2016)对比分析了不提供退货运费险、零售商为消费者购

买退货运费险、消费者自主购买退货运费险等三种策略下在线零售商的收益，证明了零售商为消费者购

买退货运费险能提高零售商的利润[4]。Zhao 等(2019)比较了消费者承担退货运费与零售商承担退货运费

下零售商的最优销售价格与订货量[5]。林嘉欣等(2021)研究了不同退货运费承担主体下零售商的最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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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和退货策略，以及零售商为消费者购买退货运费险的临界条件[6]。不同的运费险策略会产生不同的退

货成本和产品销售量，因此，本文认为在探究线上零售商面对包围式购买行为时采取退货策略时考虑不

同的运费险策略是有意义且必要的，能够帮助线上零售商更好地处理包围式购买引发的退货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探究基于消费者包围式购买行为在线零售商的最优退货策略问题。主要研究

问题如下：1) 考虑消费者包围式购买行为前提下在线零售商在不同运费险策略下的产品定价问题；2) 考
虑消费者有限理性行为前提下网络零售商的运费险策略选择问题；3) 不同运费险策略下包围式购买者占

比对零售商利益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2.1. 包围式购买行为研究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以及便捷的支付方式，线上零售商的竞争越发激烈。在线上服装产业方面尤为

明显，这类产品往往会采取更加宽松的退货策略来吸引消费者，例如七天无理由退货、降低消费者的退

货成本、延长退货期限等方式，这滋生了各种机会主义购买行为，其中包括了包围式购买行为。包围式

购买行为一方面会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增长线上零售商的销售量[7]。另一方面，包围式购买必然会

带来的大量的退货，退货会给在线零售商带来成本管理和库存管理的压力。现有关于包围式购买行为引

发的退货研究较少，在线零售商需要应对包围式购买带来的风险。 
目前关于包围式购买行为的研究主要有，Balaram 等为零售商何时应鼓励或阻止包围式购买行为提

供了决策建议，并反驳了包围式购买总是有损零售商利润的传统观点[1]。许亚东等认为包围式购买是否

有利于零售商取决于包围式购买消费者的比例和零售商的逆向物流成本，并可以通过包围式购买利用消

费者退货的将损失转为利润[8]。消费者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降低购买后不匹配的风险，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倾向于包围式的购买。包围式购买行为不仅改善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并提高消费者忠诚度，而且还

缓解了消费者购买前的不确定性[9]。目前现有文献关于零售商应对普遍情形下包围式购买行为的决策已

有研究，但是都建立在提供免费退货的假设上，关于综合考虑不同退货策略、促销活动及异质产品的研

究仍有不足。本文将通过构建不同退货政策下的最大化零售商利润模型，决策出最优退货方式，进而叠

加促销及产品异质化等条件细化情境加以分析。 

2.2. 电商退货政策研究 

根据消费者退货的行为表现，目前关于文献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正常的退货行为，比如，

由于质量、错发等问题造成的退货。另一种是投机性的退货行为，随着产品不断多样化和各类消费行为

的兴起，退货原因和方式也随之多样，其中也包括了消费者包围式购买所引发的退货行为。 
早期关于电商退货的文献大多关注影响线上零售产品退货率的相关因素有哪些，发现产品质量化差

异、退货成本以及冲动购物等因素会影响着消费者进行退货[10]-[12]。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学者关注重

点转变为研究消费者的退货在产品的质量、退货的政策、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下与卖家决策变量之间

的关系(Mukhopadhyay 等，Setoputro 等，Liu 等) [13]-[15]。同时，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学者们关注到了

消费者的退货存在着投机性退货行为，例如包围式购买行为导致的退货冲击着在线零售商的成本和退货

管理，如果退货管理不当，就会产生额外的退货成本等问题，进而损害零售商的利益，在线零售商急需

找到合适的退货管理策略。 
目前关于零售商退货策略的研究主要有，Wood 认为在电子商务环境中，宽松的退货策略可以提高消

费者的购买意愿[7]。Bahn 等认为消费者退货成本越低，其风险认知程度也越低[16]。一些研究人员在假

设消费者需求取决于产品的价格质量、退款金额、销量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了最优的退货策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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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khopadhyay 等在假设消费者需求和退货与电子商务中产品的价格和退款的金额有密切关系的基础上，

分析了零售商的全额退款和部分退款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12]。Li 等在时装零售允许消费者提前预

定的前提下，但消费者需面对缺货、估值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他们为零售商设置了三种不同的策略，

并在不同策略下对定价和退货的策略进行优化[17]。张福利等考虑了战略消费者的特点，并且发现只逆向

物流效率高、成本低的情况下零售商接受退货并允许退货可再售的策略能使收益更高[18]。Xu 等发现，

消费者通过自身的心理估值决定是否购买和保留产品，而且零售商允许退货的期限越长，消费者对产品

的估值和零售商的评价越高[19]。目前文献针对商家的退货策略已有较为详实的研究，但是现有针对倾向

于滥用退货政策的投机性消费者所引起的退货的研究仍有不足。对于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采用的具

有投机性质的包围式购买行为导致的无缺陷退货的研究较少，导致商家没有科学有效的策略来应对这类

消费行为引发的退货问题。本文将通过调整多个参数使商家面临不同消费情形，分析在线零售商应对包

围式购买采取的退货策略。 

2.3. 退货运费险研究 

2014 年 3 月 15 日，我国颁布《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其中规定了消费者有权从收到网络经营的商品

之日起七日内退货。Geng 等认为，互联网退货保险是一种应对退货风险、为在线产品实现慷慨且经济上

可行的退货政策的方式[20]。在考虑到消费者包围时购买行为，在线零售商应该采用何种退货运费险策略

以及在采取退货运费险的临界条件。 
目前关于线上退货运费险的研究主要有在线零售商提供何种运费险的临界条件以及退货运费险由谁

承担。孙军等人(2014)研究了在线零售商采取权变策略，免费提供运费险和分离运费等三种不同的运费承

担策略对消费者购买和退货决策以及零售商收益和退货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线零售商在选择退货运

费承担策略时需考虑自身需求以及消费者对运费是否敏感[21]。邹君(2016)通过建立博弈论模型对比分析

了零售商不购买退货运费险和购买退货运费险两种策略下的利润，同时研究零售商在做出是否投保退货

运费险的决策时所需要考虑的因素[22]。这些文献研究了在线零售商应该面对不同的消费情形采取不同

的退货运费险策略，但是对特殊的购买行为引发的大量退货关注较少，其中包括包围式购买行为。本文

将考虑在线零售商在面对包围式购买行为时，采取三种不同退货运费险承担策略对在线零售商收益和退

货策略的影响。 

3. 模型构建与符号说明 

3.1. 问题描述 

考虑一个在线零售商向购买偏好异质性消费者销售产品，市场规模为 1。由于网络购物产品描述无法

完全使消费者感知实物具体信息，以服装尺寸为例，消费者通过将在线购买的服装包围起来以应对尺码

的不确定性，即订购两个额外的尺码(一个更小，一个更大)，目的是保留最合适的尺码并退回其他尺码。

考虑到消费者网络购物习惯，对于包围式购买方式了解程度不同，故假设市场由两种消费者构成——包

围式购买消费者和普通购买消费者。其中包围式购买消费者洞悉网络购物退货的流程，了解商家允许退

货和提供运费险的差异，并能活用运费险以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类消费者所占比例为 b；而普通购买

消费者对于运费险的认知不完全，或是偏好简易便捷的购买方式，导致其选择购买单一产品的传统方式

并且不会主动购买运费险，这类消费者所占比例为(1 − b)。基于已有研究，假设包围式购买者一次选购三

件产品。两类消费者对同一产品的感知效用为 v，v~U [0, 1]。消费者对于网购产品实物的满意程度不同，

消费者购买方式不同，因此存在商品保留概率，包围式购买者的保留概率为 kb，退货概率为(1 − kb)；普

通购买者的保留概率为 ks，退货概率为(1 − ks)。由于包围式购买者会同时订购多件商品，而普通购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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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购买单件商品，因此 kb > ks。对于退货商品，单件商品折旧损失为 s。 
为了探究消费者不同偏好购买方式对在线零售商退货策略决策的影响，考虑零售商在不同情况下的

最优退货策略，本文假定三种情境，分析在线零售商三种不同退货政策： 
1) 情境 N：在线零售商仅提供免费退货服务，不提供运费险选项。单件商品退货运费为 t，全部由消

费者承担。 
2) 情境 C：在线零售商不仅允许消费者免费退货，还向消费者赠送运费险。零售商向保险公司支付

产品的运费险保费 r，若消费者决定退货，单件商品退货运费为 t，保险公司向消费者赔付运费 m，剩余

运费由消费者自行负担。 
3) 情境 R：在线零售商提供免费退货服务，并提供消费者购买运费险的选项。消费者自行决定是否

在购买产品时同时购买运费险，若购买，消费者向保险公司支付保费 r，退货时可获得赔付 m；若不购

买，消费者退货时全部承担运费。 
以上情境所涉及符号及含义如表 1 所示，其中，r < m ≤ t < s < Pi。 

 
Table 1. Variable symbols and meanings 
表 1. 变量符号及含义 

变量 描述 

i 三类问题情境，i = {N,C,R} 

b 市场中包围式购买消费者所占比例 

v 产品对消费者的感知效用 

kb 包围式购买者商品保留概率 

ks 普通购买者商品保留概率 

s 单件退货商品折旧损失 

r 单笔订单运费险保费(零售商支付或消费者支付) 

t 单件商品退货成本 

m 运费险赔付金额 

pi 产品价格 

3.2. 博弈次序 

事件决策顺序为：首先，在线零售商决定采用何种退货策略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其次，在线零

售商决定产品价格，最后，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产品并保留。 

4. 模型求解与分析 

4.1. 情境 N 

在线零售商仅允许退货，不提供运费险服务，消费者退货费用全部自行承担。不论是否保留产品，

包围式购买者总是会有退货费用的支出。 
1) 包围式购买者 
期望效用为 ( )( ) ( )| 1 3 2= − − + − −b N b bU k t k v p t ，期望效用非负，消费者选择购买， | 0≥b N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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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b b

b

k p k t t
v

k
。包围式购买者需求函数为 |

3
1
 − +

= − 
 

b b
b N

b

k p k t t
D b

k
。在线零售商单件产品利润函数为 

( )( ) ( )| 1 3 2Π = − − + −b N b bk s k p s 。 
2) 普通购买消费者 
普通购买消费者的期望效用为 ( ) ( )| 1= − − + −s N s sU k t k v p 。同理，期望效用非负， | 0≥s NU ， 

− +
≥ s s

s

k p k t t
v

k
，因此，普通购买消费者需求函数为 ( )|

)
1 1

 − +
= − − 

 
s s

s N
s

k p k t t
D b

k
。在线零售商单件产品 

利润函数 ( )( )| 1Π = − − +s N s sk s k p 。 
对两类消费者分析可得产品市场需求为 

( ) ( )( )
| |

1 1 3 )− + + + − −
= + = s b s

N b N s N
b s

p t k t b k bk t
D D D

k k
 

在线零售商利润函数为 

( )( ) ( )( ) ( )( ) ( )( )( )
| | | |

1 3 3 1 1− + + − + − − + + − + − − +
Π = Π + Π = −b b s s

N b N b N s N s N
b s

p t k t p s k s b p t k t p s k s b
D D

k k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 ( )
2

2 2 2 2
∂ Π

= − −
∂

N
s bb k k b

p
恒小于零，因此可得在线零售商最优价格 

( ) ( ) ( )( ) ( )
( )

1 2 2 1
2 2 2

− − + − + + − + + − + + + −
=

− +
s b b b s

N
b s s

s t k k s k t k b s t k s t
p

k k b k
 

定理 1. 在线零售商最优价格 pN 与产品退货成本 t 负相关，与产品折旧损失 s 正相关。 

证明：
( )
( )

( )
( )

,
2 1 2 1

0 0
2 2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 +
s b s s b sN N

b s s b s s

k k b k k k b kp p
t k k b k s k k b k

。 

定理 1 在线零售商最优价格 pN与退货成本 t 负相关说明由于消费者须自付运费，退货成本越高，消费

者倾向于购买欲望越低，因此零售商只能降低产品价格，促使消费者愿意购买产品。零售商最优价格 pN与

产品折旧损失 s 正相关。单件产品退货折旧损失 s 越高，零售商成本越高，为保证利润，因此定价越高。 

4.2. 情境 C 

此时，在线零售商向消费者赠送运费险。消费者只要选择购买产品，就可获得运费险服务。对于习

惯包围式购买的消费者，深知运费险的价值，也清楚运费险的赔付条件，即同一笔订单选购多件产品也

只赔付一笔运费险。 
1) 包围式购买者 
期望效用为 ( )( ) ( )| 1 3 2= − − − + − − +b C b bU k t m k v p t m ，只有期望效用非负时，消费者才会选择购买， 

| 0≥b CU ，
3− − +

≥ b b

b

k p k t m t
v

k
。包围式购买者需求函数为 |

3
1
 − − +

= − 
 

b b
b C

b

k p k t m t
D b

k
。在线零售商单 

件产品利润函数为 ( )( ) ( )| 1 3 2Π = − − − + − −b C b bk s r k p s r 。 
2) 普通购买消费者 
普通购买消费者的期望效用为 ( )( ) ( )| 1= − − − + −s C s sU k t m k v p 。同理，期望效用非负， | 0≥s CU ， 

+ − − +
≥ ，s s s

s

k m k p k t m t
v

k
因此，普通购买消费者需求函数为 ( )|

)
1 1

 + − − +
= − − 

 
s s s

s C
s

k m k p k t m t
D b

k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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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零售商单件产品利润函数 ( )( )| 1Π = − − − +s C s sk s r k p 。 
对两类消费者分析可得产品市场需求为 

( ) ( )( )( ) ( )
| |

1 1 3s b s
C b C s C

b s

bm m p t k m t b k bk m t
D D D

k k
− − + + − − − + −

= + =
 

在线零售商利润函数为 

( )( ) ( )( ) ( )( ) ( )( )( )
| | | |

3 1 3 1 1
C b C b C s C s C

b b s s

b s

D D

p s k s r p t k m t b m p t k m t p r s k s r b
k k

Π = Π + Π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 ( )
2

2 2 2 2
∂ Π

= − −
∂

c
s bb k k b

p
恒小于零，因此可得在线零售商最优价格 

( )( ) ( ) ( )( )
( )

1 1 2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s b b b

C
s b

m r s t b k k s k t k b m r s t
p

b k k b
 

定理 2. 在线零售商最优价格 pC 分别随着商品折旧损失 s、运费险保费 r 的增加而增加。 

证明：
( ) ( )( )

( )( )
( )

( )( )
1 2 1 1 1

0,  0
2 2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s b sc c

s b s b

b k k b b kp p
s rb k k b b k k b

。 

定理 2 说明，退货时产品折旧损失越大，零售商所需承担风险越大，产品定价则更高，零售商最优

价格 pC 增加。零售商最优价格 pC 随着运费险保费 r 的增加而增加，由于此种情况下零售商向消费者赠送

运费险，零售商每笔订单都需支付运费险，产品成本增加，与此同时消费者退货有了保障，因此消费者

能够接受的产品价格更高。 

4.3. 情境 R 

在此情况下，在线零售商向消费者提供可自行购买运费险的服务。消费者若不想承担购物风险，可

自己购买运费险。对于倾向包围式购买行为的消费者，由于退货必然会发生，包围式购买者一定会选择

购买运费险。而普通购买消费者行为偏好的局限，不愿意或不清楚如何运用运费险，则假设普通购买消

费者不会选择购买运费险。 
1) 包围式购买者 

期望效用为 ( )( ) ( )| 1 3 2= − − + − + − − + −b R b bU k t m r k v p t m r ，期望效用非负时，消费者才会选择购买， 

| 0≥b RU ，
3− − + +

≥ b b

b

k p k t m r t
v

k
。包围式购买者需求函数为 |

3
1
 − − + +

= − 
 

b b
b R

b

k p k t m r t
D b

k
。在线零售 

商单件产品利润函数为 ( ) ( )| 3 1 2Π = − − + −b R b bs k k p s 。 
2) 普通消费购买者 
普通购买消费者的期望效用为 ( ) ( )| 1= − − + −s R s sU k t k v p 。同理，期望效用非负， | 0≥s RU ， 

− +
≥ s s

s

k p k t t
v

k
，因此，普通购买消费者需求函数为 ( )| 1 1

 − +
= − − 

 
s s

s R
s

k p k t t
D b

k
。在线零售商单件产品 

利润函数 ( )( )| 1Π = − − +s R s sk s k p 。 
对两类消费者分析可得产品市场需求为 

( ) ( )( ) ( )
| |

1 3 1− + + + − − + −
= + = b s b

R b R s R
b s

p t k b m t r k tk b
D D D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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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零售商利润函数为 

( ) ( ) ( )( ) ( )
( )

| | | |

1 2 2 1
2 2 2

Π = Π + Π

− − + − + − + − + + − + + + −
=

− +

R b R b R s R s R

s b b b s

b s s

D D

s t k k s k t m r k b s t k s t
k k b k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 ( )
2

2 2 2 1∂ Π
= − − −

∂
R

b sk b k b
p

恒小于零，因此可得在线零售商最优价格 

( ) ( ) ( )( ) ( )
( )

1 2 2 1
2 2 2

− − + − + + − + − + + − + + + −
=

− +
s b b b s

R
b s s

s t k k s k t m r k b s t k s t
p

k k b k
 

定理 3. 在线零售商最优价格 pR 与商品折旧损失 s 呈现正相关，与退货成本 t、运费险保费 r 呈现负

相关的趋势。 

证明：
( ) ( ) ( )

( 2) 1 ( 2) 1
0 0 0

2 2 2 2 2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 b s s b sR R R

b s s b s s b s s

k k b k k k b kp p p b
s k k b k t k k b k r k k b k

。 

定理 3 与定理 1 相似，商品折旧损失 s 作为零售商成本一部分，最优价格 pR 随着商品折旧损失 s 的
增加而增加，退货成本 t 由消费者自行承担(自付或选择购买运费险)，退货成本越高，消费者倾向于购买

欲望越低，因此最优价格 pR 随着退货成本 t 的增加而降低。但此时，与定理 2 不同的是，最优价格 pR与

运费险保费 r 呈现负相关的趋势。因为在 R 情境下，运费险保费 r 由消费者自行承担，保费的增加意味

着消费者成本的增加，导致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价格更低，从而影响零售商定价。 

4.4. 三种情境比较分析 

优先比较三种情境下最优价格，由于参数过于复杂，无法直接比较零售商利润。 
在定理 1、定理 2 和定理 3 的基础上，可得出退货成本 t 始终与在线零售商最优价格 p 呈现负相关。

退货成本越高，最优价格越低。商品折旧损失 s 始终与最优价格呈现正相关。而运费险保费 r 影响价格的

趋势则与由谁支付有关。若在线零售商赠送运费险，r 与 p 正相关，成本上升，定价高；若消费者自行购

买运费险，r 与 p 负相关，消费者成本上升，愿意购买价格低。 
定理 4. ,  ,  < < <N C N R R Cp p p p p p 成立。 

证明：
( )( )( )

( )
1 1

0
2 2 2

+ − + +
− = >

− + +
s

C N
s b

b k m r
p p

b k bk
，

( )
( )

0
2 2 2

−
− = >

− +R N
b s s

b m r
p p

k k b k
， 

( )( ) ( )
( )
1

0
2 2 2

+ − + + − + + +
− = >

− + +
s

C R
s s

m r b k m r b m r
p p

b k bk
。 

定理 4 说明在线零售商的最优定价会随着引入运费险而升高。最基础情境 N 下只能退货，最优价格

为 pN，当商家允许消费者自行购买运费险变成情境 R 后，消费者付出成本增加，最优定价 pR 也比 pN 高，

打破了消费者成本增加，定价就应降低的传统观念。当商家进一步赠送运费险时，情境 C 下的最优定价

pC 比 pN 高。 

4.5. 数值算例 

为了直观比较三种情境下在线零售商利润，本文利用 Maple 软件进行数值分析。根据模型的条件假

设及参数取值范围，将各参数取值如表 2 所示。本节将讨论在三种不同退货策略情境下，市场中包围式

购买者比例 b 对在线零售商最优价格和最优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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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arameter value 
表 2. 参数取值 

kb ks r m t s 

0.7 0.6 0.08 0.12 0.15 0.35 

 
首先讨论包围式购买者比例 b 对最优价格的影响。图 1 表明在线零售商最优价格 pi 随着 b 的增加

而增加。市场中包围式购买者比例的增加，导致退货量的增加，相当于零售商成本增加，因此零售商

最优价格升高。同时，图 1 验证了定理 4，三种退货策略中，总是商家赠送运费险的情况下产品定价最

高，其次是商家提供运费险服务供消费者自行选择购买情境下的产品价格，最后是商家仅允许退货情

境下的产品价格。 
 

 

Figure 1. The curve of optimal pricing changing with the proportion of bracketing buyers b 
图 1. 最优定价随包围式购买者比例 b 的变化曲线 
 

其次讨论包围式购买者比例对在线零售商最优利润的影响。图 2 表明，不同于退货量增多只会

有损商家利润的传统观念，零售商利润先是在一段范围内与 b 呈现负相关，后转变为与 b 呈现正相

关趋势。在一定比例之下，包围式购买者数量的增长会导致商家利润受损，商家产品定价的提高不足

以弥补退货带来的损失；反之，包围式购买者数量继续增长，与普通购买者相比之下较高的产品保留

概率以及产品定价的大幅度提升，不仅能覆盖退货带来的负面效益，还能使零售商获得额外利润。同

时，图 2 表明在小部分消费者选择包围式购买行为时，赠送运费险是最优退货策略，在包围式购买

者比例上升后，仅提供退款服务是最优退货策略。因此，商家应了解市场中消费者购买行为偏好后进

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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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urve of optimal profit changing with the proportion of bracketing buyers b 
图 2. 最优利润随包围式购买者比例 b 的变化曲线 

5. 结论 

在线零售商在面对包围式购买行为时，采用最为传统的退货策略不一定有利于产品定价。面对新

兴购买行为的冲击，零售商可以与时俱进，活用退货运费险以减少自身承担的大量退货风险。本文通

过建立单一市场及两类消费者的模型，探究在线零售商的最优退货策略。研究发现引入退货运费险始

终能够提高产品售价，在采取不同退货策略时退货成本及退货商品折旧损失对商家定价的影响是不变

的。在线零售商在决策退货策略时，应考虑市场中包围式购买行为消费者的占比，从而根据不同的市

场情况决策出最优策略以获得最大利润。 

本文为了利于研究设定了一系列假设条件，因此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综合考虑多

种产品，竞争市场条件下零售商的退货策略，或者考虑消费者存在购买行为转换可能性时零售商的应

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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