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教案

任务 6.1 市场失灵

一、市场失灵

（一）市场失灵的含义

现代西方经济学严格证明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然而，这是在十分苛刻的条件下才成立的。现实中的市场总是不完全的，即会出

现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说市场机

制造成资源的配置失当，不能使社会经济效率达到最优化的状态。

（二）市场失灵的表现

1．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

高效率一直都被认为是市场机制的最主要优点，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看法却并

不总是正确的。比如自由竞争往往会引起垄断，而在垄断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就

不能够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从本质上讲，公共产品、外部性产品与市场机制的

作用是矛盾的，这样一来，生产的滞后与社会成员及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就

会十分尖锐。

2．分配问题

纯粹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往往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市场机制遵

循的资本与效率原则存在着“马太效应”，从市场机制自身作用来看，这属于正

常的经济现象，但由于影响到消费水平而使市场相对缩小，进而影响到生产，制

约了社会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所以将使社会经济资源不能实现最大效用。

3．失业和通货膨胀

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宏观经济问题，在不存在政府积极主动干预的市场经济中，

看效需求常常金显得不足，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大规模的工人失业；而相反，如果

需来过度了，则会引起通货膨胀。

二、外部性

（一）外部性的概念

外部性又称外部效应，指某种经济活动给与这项活动无关的主体所带来的影响。

就是说，这些活动会产生一些不由生产者或消费者承担的成本（称为负外部性），

或不由生产者或消费者获得的利益（称为正外部性）。正的外部性也叫外部经济，

指某个经济行为主体的行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却无须付出代价。例如，

一个私人花园里所产生的花香使得路人感到心旷神怡，由此效用或福利会得到提

高，而行人却并没有因此向花园的主人付出费用。负的外部性也称外部不经济，

指某个经济行为主体的行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损失的人却没有为此付出

成本，例如，抽烟、噪声、污染等所造成的影响。

（二）外部性的分类

外部性的两种基本类型是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由于经济决策活动有生产和消

费两种基本的类型，所以外部性也可进一步分为生产的外部性与消费的外部性。

1．生产的外部经济

生产的外部经济是指一个厂商或单位所采取的行动对他人产生了有利影响，而自

己却不能从中得到报酬的情况。例如，某人养蜂，其附近有片果林，蜜蜂到果林



里采蜜的同时也促进了果树的生长。又如，一家企业对其雇用的工人进行培训，

而这些工人可能在培训结束后辞职到了其他单位工作，而该企业却无法从工人的

新工作单位索回培训费或补偿，因此该企业从培训工人中得到的私人利益就小于

该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利益。

2．消费的外部经济

消费的外部经济是指消费者采取的行动对他人产生有利影响，而自己却不能从中

得到报酬的情况。例如，某人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教育，把他培养成值得信赖的好

公民，这使邻居甚至整个社会都得到了好处。

3．生产的外部不经济

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是指厂商采取的行动使他人付出了代价而又未给他人以补偿

的情况。例如，造纸厂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未处理的污水，污染了河流；在石油生

产中不慎将原油泄漏，污染了海洋，这种行为使附近的人们及整个社会都遭到了

损失。

4．消费的外部不经济

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是指消费者采取的行动使他人付出了代价而又未给他人以补

偿的情况。例如，在公共场所吸烟，危害了被动吸烟者的身体健康，但未就此支

付任何成本；而在公共场所随意丢弃垃圾也属于外部不经济行为。

（三）外部性的影响

积极的外部性影响的例子很多，比如，美味餐馆传出的香味使路过的人很舒

服；科学家的发明为全人类造福；人们接种疫苗，不仅可保持自身的健康，也减

少了他人的疾病对其的传染······诸如此类，都是某个经济主体活动给他

人带来的利益。这种利益不属于从事活动的本人而属于别人，因此不构成私人收

益，只构成社会收益。相反，如果一个厂商在生产产品时给周围造成了污染，这

种污染如果政府不干预，厂商一般不会为此付出成本，这便构成了消极的外部影

响。消极的外部影响会引起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别。

我们可以利用外部性来分析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别。

在不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一致。但在有负外部性时，社

会边际成本则大于私人边际成本。这时，从私人角度看，市场调节是有利的；但

从社会角度看，却不是资源配置最优。当有正外部性时，同样是市场调节从私人

来看资源配置最优，但从社会来看却并不是资源配置最优。

所以，各种外部影响的存在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即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

将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也就是说，即使整个经济是完全竞争的，但由于存在外

部影响，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也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四）科斯定理及纠正外部性的政策

一）科斯定理

关于科斯定理，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

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

效率的、实现资额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科斯定理进一步扩大了“看不见的手”的

作用。按照这个定理，只要那些假设条件成立，则外部影响也不可能导致资源配

置不当。或者换个说法，在所给条件下，市场的力量足够强大，总能够使外部影

响以最经济的办法加以解决，从而仍然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为了说明这一定理，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假定有一工厂排放的烟尘污染了

周围 5 户居民晾的衣服，每户由此受损失 75 元，5 户损失 375 元。再假定有两

个解决方法，一是花 150 元工厂安装一台除尘器，二是给每户买 1台值 50 元的



烘干机，5户共需 250 元。不论是把产权给工厂还是给居民，即不论是工厂拥有

排烟的权利，还是 5户居民有不受污染的权利，如果听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

发生作用，那么工厂或居民都会自动采取 150 元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这样最节

省，150 元成本最低表示资源配置最优。

西方的一些学者根据科斯定理认为，外部影响之所以导致资源配置失当是由于产

权不明确。如果产权明确，且得到了充分保障，有些外部影响就不会发生。在上

述例子中，只要产权归工厂或是居民是明确的，则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会想出用

150 元安装一个除尘器的方法来消除污染，即解决外部影响问题。就是说，在解

决外部影响的问题上不一定要政府干预，只要产权明确，市场便会自动解决外部

性问题。

为什么财产权的明确和可转让具有这么大的作用呢？按照西方学者的解释，其原

因在于，明确财产权及其可转让可以使私人成本（或利益）与社会成本（或利益）

趋于一致。

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科斯定理解决外部影响问题并不一定真的有效。首先，资产的

财产权是否总是能够明确地加以规定？有的资源很难将其财产权具体分派给谁；

有的资源财产权即使原则上是明确的，可由于不公平问题、法律程序的成本问题

等也变得实际上不可行。其次，已经明确的财产权是否总是能够转让？这就涉及

到信息充分与否以及买卖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各种原因。最后，明确的财产

权转让是否总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即比

原来的配置优化，但是不一定恰好为最优配置。

二）纠正外部性的政策

1．使用税收和补贴

从理论上讲，外部性的存在主要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庇古提出采取

税收或补贴的方式来修正私人成本。具体方法是，对造成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

的外部性征收相当于社会成本高于私人成本部分的价值的税收，使私人成本与社

会成本相一致，以此来迫使厂商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来调整或控制外部性。例如，

在生产污染的情况下，政府向污染者收税。对于造成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厂

商，政府给予相当于高出部分价值的补贴，以鼓励此类行为。比如，一个湖泊里

的鱼是有限的，大家都来捕鱼，鱼就会越用世少。解决这个同题可用征税的办法，

即对摘鱼者证税，并把税收用于投放值借。

2．企业合并

这一办法既可能是产生于外部影响制造者与受外部影响者之间的自愿交易，也可

能是产生于政府的干预，例如：一个企业的生产影响到另外一个企业，如果影响

是正的（外部经济），则第一个企业的生产就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反之，如果

影响是负的（外部不经济），则第一个企业的生产就会超过社会最优水平。但如

果把这两个企业合并为一个企量，则此时的外部影响就“消失”了，即被“内部

化”了，合并后的单个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使自己的生产确定在其边际成本等

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上。而由于此时不存在外部影南，合并企业的成本及收益就等

于社会的成本与收益，于是资源配置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3．明确产权

在许多情况下，外部影响之所以导致资源配置失衡，是由于财产权不明确。如果

财产权是完全确定的并得到充分保障，则有些外部影响就可能不会发生。例如，

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各有一个企业，上游企业有排污权，下游企业有河水不被污

染的权利，下游企业要想使河水不受污染就必须与上游企业协商并要求支付费



用，以得到清洁的水，这样上，下游企业进行谈判，上游企业要想排污将给予下

游企业一定的赔偿，上游企业会在花钱治污与赔偿之间进行选择。总之，只要产

权界定清晰并可转让，那么市场交易与谈判就可以解决负外部性问题，私人边际

成本及社会边际成本就会趋于一致。除此之外，还有使有害的外部性“内部化”

的办法。按照科斯定理，通过产权调整使有害的外部性内部化，将这两个企业合

并成一家。合并为一家以后，必然会减少上游对下游的污染，因为是一个企业，

有着共同的利益得失，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污染会减少到最小限度，即让上游

生产的边际效益等于下游生产的边际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