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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阴荏苒，岁月流金，薪火相传，法学永继。
自1915年9月东吴大学法学院创办以来，时光近一世纪，然东吴之辉煌、法学之昌盛，至今仍为世人津
津乐道；东吴大学法学院于中国法治建设与法学教育史上之地位，亦可谓震古铄今，叹为观止。
国内近现代法学大师中，王宠惠、吴经熊、盛振为、丘汉平、董康、王伯琦、孙晓楼、杨兆龙、李浩
培、倪征噢、潘汉典等诸位先生，或执教于东吴以哺育莘莘学子，或出身于东吴而终成法学名宿。
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
合璧中西，形成“比较法”之特色；戮力同心，铸就“南东吴”之美誉。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系承继东吴大学法学院而来。
前辈业绩，自然荫庇今人，但全院师生，在以先贤为荣之余，更感使命重大，无一日或敢懈怠。
自1982年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在教学、科研上取得了一系列优异成绩，业已成
为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学院拥有齐全的法学教育体系，优质的法学师资队伍，丰厚的法学研究成果，一流的法学教育设施，
法学专业、法学学科被评为江苏省品牌专业和一级重点学科，并设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
动站。

　　“东吴法学文丛”是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着力打造的具有学术品味和学术特色的大型学术丛书。
“文丛”分“东吴法学先贤文丛”、“东吴法学教育史料”、“理论法学文丛”、“公法文丛”、“
私法文丛”、“社会法文丛”等系列，并根据相关专题拟定其他文丛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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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鹏，男，江苏高邮人，生于1976年3月，中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1997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专业硕士（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专业博士（2005年），现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
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民法学、信息法学。

　　在《法学研究》、《法商研究》、《法学》、《现代法学》、《法律科学》、《月旦法学》等法
学杂志发表法学论文三十多篇，并有多篇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
合著《地役权》等两部专著。
主持省部级项目四项，市厅级项目两项。
曾荣获苏州市第八届、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三等奖，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优秀论文奖（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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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信息经济学简介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最有效的市场是理性市场，而理性市场是建立
在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基础上的。
所谓完全理性，即意味着市场是理性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而且意味着市场行为人也是理性的
。
所谓完全信息，则意味着所有的信息都必须是公开和透明的，市场交易主体可以在获得对方充分信息
的前提下对自己的交易决策作出判断，而不存在对市场环境以及交易对象缺少了解的情况。
显然，在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中，后者较前者更为基础。
 但是，实践中，完全信息状态通常是不存在的。
由于交易人主观上不愿意公开，或者囿于客观上信息公开技术的限制，交易人往往对交易对方的相关
信息缺乏充分的了解。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称之为“信息不对称”，即当事人对自身的情况自然是了解的，但由于主客观原
因，对交易对象的情况并不了解。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信用交易也正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公开、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种信息的不对称直接影响到了交易人在信用交易前能否进行科学的交易决策判断，以及在交易过程
中对交易对象后续行为的有效监控。
因而，这种信息不对称状态直接影响到了信用交易的顺利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困难。
正如学者所言，“由于信息在量上和质上不完全性的普遍存在，就必然使信用当事人由于信息的部分
缺失或质量降低，在达成信用时，不能反映全部的、真实的情况。
 也就是说，信息的不完全性必然对信用当事人造成决策的非真实性和片面性，而这种非真实的、片面
的决策必将扰乱信用秩序，破坏信用活动的正常运行机制。
” 正是针对这一问题，产生了信息经济学这一新兴经济学分支学科。
信息经济学就是从微观的经济角度来研究因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交易风险，即在交易双方信
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研究交易双方如何制定契约和授信人如何规避风险的方法，以及当事人的行为规
范的问题。
 二、信息不对称的基本模型 简单地说，交易信息的不对称从发生时间上进行区分，可以分为签约前
的信息不对称和签约后的信息不对称。
前者是指，签约人在签约前对对方信息不够了解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交易活动，理论上称之为“逆向选
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
后者是指，签约人在签约前对对方的信息是有足够了解的，但在签约后交易履行中，对对方的信息不
够了解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交易活动，理论上称之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1 逆向选择模型。
在产品交易中，卖主一般总是对外宣称自己产品的质量是优秀的，而买主往往不能真正了解产品的质
量，真正了解产品质量的仅仅是卖主。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买主无法准确获得各卖主产品质量的真实信息，无法区分谁说的是真话，谁
说的是假话，因此，买主只能根据对整个市场的估计来统一对待各卖主的产品，对各卖主的产品一视
同仁。
在好产品和次产品被同等对待的情况下，次品自然在价格上具有优势，从而更可能以高于本身价值而
低于卖主期望价格的折中价格予以出售。
然正品可能由于其本身价值要高于卖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基于自己对市场的判断而形成的一个期
望价格，以至于难以出售。
当买主在买回次品后，终将会发现自己买回的产品远远低于自己所支付的价格，因此，他们会进一步
降低对整个市场中产品质量的评估，并提出更加低廉的价格。
面对更加低廉的价格，正品的卖主更加不会愿意出售自己的产品，相应地，他们会选择退出这一市场
。
如此循环的结果是，好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惨遭淘汰，而坏产品却留在了市场中继续销售，因此严重违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个人信用信息的收集、利用和保�>>

背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
这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恶果。
显然，这种状态对整个市场竞争环境是十分有害的，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整个市场秩序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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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个人信用信息的收集、利用和保护》在学院拥有齐全的法学教育体系，优质的法学师资队伍，丰厚
的法学研究成果，一流的法学教育设施，法学专业、法学学科被评为江苏省品牌专业和一级重点学科
，并设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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