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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火车票该涨价吗？

如替代品的多少，春运期间，人们可以

通过长途大巴、飞机、自驾等替代方式

回家，但是要考虑到替代物之间的差

异。如果替代物之间差异很大，比如成

本相差太多，那需求弹性就小，在春运

期间，许多人之所以都将坐火车作为第

一选择，无疑是因为性价比高。影响需

求弹性的还取决于是必需品还是奢侈

品，许多人抱着春节一定要回家的信

念，那火车票就是必需品，需求弹性就

小 ；如果火车票涨到像飞机票一样高，

那回家就变成了奢侈的事情，人们就会

转向其他选择，此时火车票的需求弹性

就变大了。另外，商品占消费者的收入

比重对需求弹性也有影响，对于富人，

价格涨跌影响微乎其微，需求弹性也就

小，但对于穷人，提价意味着占收入比

重的增加，从现实角度考虑，的确会影

响选择。

综合起来，中国人回家过年的传统

习惯，在规模庞大的返乡人群面前，铁

路部门运力紧张、供给不足的问题被放

大，使春运期间的火车票成为一种需求

弹性几乎为 0 的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

如果不是特别大，比如把火车票涨到和

机票一样，对购票人的影响是不大的，

这也就是在 2007 年之前春运车票涨价

起不到分流人群效果的原因。只要能买

到票，涨价还是要回去，而提价只能使

铁路部门获取更多的收益。 

再来说供给，虽然现在铁道部已

经撤销，成立了中铁总公司负责运输，

但这仍是个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虽

然每年春运期间，公路、民航方面也会

上调价格，但为何人们对此诟病甚少？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些行业存在多个

供应主体，竞争相对充分。而享有垄断

地位的企业如何定价，如何才是合理的

市场价格，是很难说清楚的。只要市场

不开放，那企业的运营成本很难下降，

价格的合理边界也很难确定。此前，曾

有学者呼吁放开火车票的价格管制，实

行像机票一样的浮动定价体系，运力

空闲时打折，运力紧张时全价，但是笔

者觉得他们还是忽略了这样一个前提，

相比民航、公路，铁路是个更加封闭的

行业。

另外，有学者提到可以通过发放价

格补贴的办法让这部分涨价的成本消化

掉，而且他们都提到的补贴对象是农民

工群体、穷人。笔者以为，首先，发放补

贴的可操作性是很差的，如何界定哪些

人符合补贴条件，又如何发放，再加上

发放补贴本身的成本，可以说这个建议

能实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其次，

发放补贴办法本身恰好是反市场的，补

贴很多时候不仅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容

易养懒汉，我们可以想象，不管发放 20

亿还是 40 亿补贴，这部分涨价的钱最终

流向的是铁道部门，拿到补贴的企业恐

怕更加没有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性，由于

缺乏竞争对手，只怕节日涨价容易，空

闲时打折却难。第三，对于没有享受到

补贴的人是一种隐形的歧视，因为毕竟

动用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作为一项公

共政策，这样的后果肯定是决策者不愿

意看到的。所以，发放补贴的提议，最

终也只能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看

上去很美。

  责任编辑 廖朝明

□莫凡

每年春运期间，火车票“一票难求”

的话题总要成为舆论的焦点。经济学家

茅于轼日前抛出了一个不算新的观点 ：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火车票价上涨虽然

不能增加供给，但是却能够减少需求。

涨价后，原本乘火车回家过年的人或更

换交通工具、或调整返乡时间，最后达

到疏散春运人流的效果。之所以说不算

新，因为他在最近几年已经重申过好几

次这样的观点。从反响上看，这番言论

几乎收到了清一色的负面评价，尤其是

许多本来就认为票价过高的网友。

春运火车票该涨价吗？不妨从供求

角度分析一下。

首先看需求，经济学告诉我们，由

于需求规律的作用，价格和需求量是呈

相反方向变化的，价格下跌，需求量增

加 ；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这里还涉

及到一个价格需求弹性的问题，有一些

商品的价格需求比较缺乏弹性，也就是

当价格变化的时候，需求不会产生明显

的变化，这往往就是我们所说的“刚需”

商品，比如婚房、学区房、春运时期的

火车票、饥荒时期的粮食，等等。假设

回家火车票平常价格是 100 元，坐车的

人数是 100 个，如果春节期间调整成

120 元，坐车的人数可能仅仅减少了 10

个，但这样一来，作为卖方的铁道部门

销售额却可以从 10000 元提高到 10800

元。对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价格上

涨往往能带来总收益的增加，而价格

下跌则带来总收益的减少。的确，改变

一种商品需求弹性的因素有很多，比

02.27（核红最终稿）.indd   70 2014/2/27   9:22:58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经话题
	春运火车票该涨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