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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归基础

当价格不能完全反应成本时将会发生什么？

托马斯·赫尔布灵

个人、家庭和公司的消费、生产和投资决定通常

会对不直接参与交易的人产生影响。有时，这些间

接影响非常小。但当产生的影响较大时，就可能成

为问题。经济学家将其称为外部性。外部性是政府

介入经济领域的主要原因。

大部分外部性属于所谓技术外部性的范畴，也

就是说，间接影响会对其他人的消费和生产机会产

生影响，但产品的价格并不会将这些外部性考虑进

去。因此，个人收益或成本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

收益或成本将会有所不同。

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

污染是负外部性的传统例子。排污者只是基于生

产的直接成本和可能效益制定决策，并没有考虑污

染所造成危害的间接成本。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生

产成本要比私人成本高。那些包括生活质量降低在

内的间接成本不是由生产者或使用者产生，如房屋

业主靠近排烟装置、较高的医疗成本、放弃生产机

会（如，污染对一些诸如旅游业的活动造成危害）

等情况。总之，当外部性为负时，私人成本要低于

社会成本。

也有正外部性。这里的问题在于私人收益和社

会收益的差异。例如，研发活动被广泛认为除使生

产者（特别是资助研究活动的公司）受益外，还具

有积极的效应。这是因为研究和发展增加了全体人

员的知识，有助于其他发现和发展。然而，企业基

于自身研发活动而获得的企业销售的私人收益一般

并不包括其他能够间接获益人的收益。通过正外部

性，私人收益要低于社会收益。

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与社会收益存在差

异时，主要问题在于市场产出可能不是高效的。为

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社会收益应当最大化而

社会成本则应当最小化。除非所有的成本和收益被

家庭和企业作出购买和生产的决策内部化，否则市

场产出会根据社会整体状况而出现供过于求或供不

应求的情况（经济学家将其称为“福利观点”）。

再次考察污染的例子。随着污染程度的增加，社

会成本也随之增长，当只有私人成本受影响且没有

其他因素所引致的成本时，具有负外部性的物品被

过度生产。为使社会成本最小化，将可能导致较低

的生产水平。同样，从社会观点看，私人而不是社

会收益最大化将造成具有正外部性的商品或服务的

供不应求。

税收和外部性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承认，与技术外部性相关

的低效率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市场失灵”。从一般

的福利观点看，私人基于市场来制定决策没有产生

有效的结果。这些经济学家建议政府介入，以纠

正外部性所造成的影响。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       

阿瑟·庇古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建议，政府

应当对排污者征收与污染对其他人造成危害相当的

税收。这样的税收所产生的市场产出将充分内部化

所有排污者成本。按照同样的逻辑，政府应当以与

正外部性物品使其他人所获收益相当的福利，补贴

那些产生正外部性的物品。

解决技术外部性需要政府监管和税收以避免出现

并非最佳市场产出，在庇古开创性的著作之后人们

对该命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市场机制可以纠正外部性并提供高效的产出。人们

可以通过互惠交易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土地所有

者和排污者可以签订一项合同，规定土地所有者同

意支付排污者一定数额的资金，以换取排污者减少

一定数量的污染排放。这样的合同交易对双方都是

有利的。一旦房屋遭受污染的可能性减小，土地所

有者可以提高房租。只要增加的房租比支付给排污

者的费用高，结果就对房东有利。同样，只要土地

所有者支付金额超过减少排放所获收益，排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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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受益。

1960年，罗纳德·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

中，对于通过受影响的当事方间进行交易，以克服

由外部性造成低效率的可能性展开了首次讨论。而

这也是让罗纳德·科斯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的众多贡献之一。为使交易方案具有可行性，必须

很好地界定产权，交易成本必须较低，当一个行为

人比其他人更了解交易时，必须没有不确定或不对

称信息。

针对这一背景，理想的政府介入可能是建立制度

框架，使有关外部性的各方能够进行适当的交易。

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如专利），将使那些不是

所有收益都来自研发活动的公司获得最大收益。但

将创新和发明赋予产权相对容易。对于基础研究或

一般研究而言，产权更难以界定，政府补贴一般而

言需要确保有充足的经费用于基础研究。

公共物品

由于生产或消费活动的间接效应会影响所谓的

公共物品（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外部性），因此产

权界定问题通常是基于市场的、自我纠正方案的主

要障碍。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不管是谁生产

或保存这些公共物品（即便会为此付出一定的代

价），也不能阻止其他人从公共物品获益。公共物

品还具有非竞争性——个人消费并没有减少其他人

消费它的机会（科恩斯、桑德勒，1986年）。如果

企业收益比私人收益少，而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成

本比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高，那么公共物品可

能不会完全提供。公共财政领域一直关注公共物品

问题的重要性。税收通常会为政府公共物品（如法

律和秩序）提供资金（萨缪尔森，1955年）。

在环境经济学中，公共物品问题尤其引人关注。

环境经济学主要解决的是分析并找到解决与外部性

有关的问题。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生物多样性

以及在开放海域持续保有一定数量的水产等，大部

分都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物品。它们是自由物

品，由自然创造并且人人都能获得。它们属于没有

明确界定产权的物品。因此，家庭和企业并没有足

够重视这些公共物品，而通过交易以获得高效的市

场产出一般来讲也是不可行的。换句话说，环境问

题通常面临集体行动问题。

较高的交易成本和与不确定性有关的问题是阻

止与技术外部性有关各方通过交易方法将成本和收

益内部化的主要障碍。不确定性问题很难克服。事

实上，广为人知的道德风险是外部性的一种形式，

通过这种形式，决策制定者能够使其收益最大化，

虽然这会对其他人造成损害但却并不承担后果，例

如，关于谁应当为损害或合同限制负责。一个经常

被引用的例子是被保险者能够影响其保险公司的负

债，但保险公司并不能决定是否被保险者应当为引

发保险公司赔付的事件负责。同样，如果排污者承

诺的预防性措施由于信息匮乏而不能得到验证，交

易不可能是一个可行方案。

目前，最迫切和复杂的外部性问题是温室气体排

放。由于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温室气体增加被认为是

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政策外，科学家预测这些问题将逐渐发展并最终导

致气候变化及其附加成本，包括资本破坏（例如，

海岸地区）和较低的农业生产率对经济活动的破

坏。外部性发挥作用是因为由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

成本和风险是由整个世界所造成的，然而却鲜有机

制使那些从温室气体排放中获益的人将这些成本和

风险内部化。

大气实际上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对所有人都有

益，因此私人交易的方案是不可行的。由于一些个

人和企业的成本以及在全球执行这一政策的难度，

确定并认可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成本内部化

的政策极其困难(提若尔, 2008年)。

当个人、家庭和企业不能将经济交易活动的间接

成本或收益内部化时，外部性成为基本的经济政策

问题。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或社会收益行业私人收

益的差异导致市场产出的低效率。在某些情况下，

这可能会阻止市场的兴起。尽管存在基于市场纠正

方案的空间，但政府介入通常需要确保收益和成本

完全内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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