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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垄断的社会成本垄断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从前面的分析

中我们看到，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在垄断市场上厂商生产

较少的产量，索要较高的价格，消费者因此会受到损害。从

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垄断厂商生产的产量更大并索要更低

的价格，则消费者的境况会得到改善，社会福利会因此增加

，问题是垄断企业一般不会这样做，因此，垄断使社会福利

受到损害。 垄断的其他社会成本除此之外，垄断还有可能有

其他方面的损害，例如垄断缺乏降低成本和进行技术革新的

动力，从而社会生产既定的产量花费较多的成本。 由于垄断

可以使厂商获得更多的利润，因而为了保持这种超额利润，

垄断厂商的往往会采取各种形式的维持垄断的措施。其中包

括游说政府制订更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种为了寻求额外的

利润而进行的活动被称为寻租行为，寻租不仅要花费成本，

而且会滋生政府腐败。 由此经济学家断言，垄断是缺乏效率

的，建议政府采取反垄断政策。 （二）反垄断政策与反垄断

法针对不同的垄断政府可以分别或同时采取行业的重新组合

和处罚等手段，而这些手段往往是根据反垄断法制订的。 行

业的重新组合如果一个垄断的行业被重新组合成包含许多厂

商的行业，那么，厂商之间的竞争就可以把市场价格降下来

。被重新组合的行业竞争程度越高，市场价格就越接近于竞

争性价格，政府采取的手段是分解原有的垄断厂商或扫除进

入垄断行业的障碍并为进入厂商提供优惠条件。 ⑴如果一个



行业垄断是通过行业中的厂商兼并或者一家厂商依靠较大的

规模设置进入障碍而形成的，那么，就可以依靠政府力量把

行业中的垄断厂商分解为几个或多个较少的厂商，例如，最

近风靡全球的微软肢解案，以前也有类似例子，如1983年前

，美国的电话电报公司是一家具有垄断力量的厂商，它在全

国范围内提供95% 以上的长话服务和85% 的电话服务，并出

售大部分电讯设备，为加强这一部门的竞争，美国政府迫使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将地方电报电话公司卖掉，使其规模减少

了80% ，从而降低了电讯市场的垄断程度增强了竞争。 ⑵一

般而言，对垄断行业的重新组合并不马上形成完全竞争的市

场结构。即使大厂商被分解后形成的小厂商也具有一定程度

的市场支配力，为配合把竞争因素引入垄断行业，让新加入

一个垄断行业经营的厂商有能力与原有的厂商竞争，政府要

对新厂商给予一定的优惠，减少进入障碍。 对垄断行为制止

预防。第一，如果一个行业不存在进入障碍，那么，一般厂

商不会在长期内获取超额利润。因此，已经取得垄断地位的

厂商总是试图设置进入障碍，或者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排挤

竞争者，以维护自身市场的支配力，为此，政府可以利用各

种处罚手段加以制止。 对垄断行为的制止重点在于清除进入

障碍，鼓励更多的厂商进行竞争。 对不执行反垄断规定的厂

商或个人，政府可以对其实行经济制裁，包括对垄断行为受

害者支付赔偿金和罚金。 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又称为反托拉斯

法，是政府反对垄断及垄断行为的重要的法律手段，许多发

达国家都有反垄断法。 （三）行业的管制对垄断的采取的另

一种可供选择的矫正手段是对垄断厂商实行管制，管制的措

施主要包括价格控制或者价格和产量的双重控制，税收或补



贴以及国家直接经营。 价格管制的含义假定政府对垄断行业

只实行价格管制，即规定一个低于垄断市场价格的管制价格

或最高限价，垄断企业会获得一定量的超额利润，但这一利

润额低于垄断厂商自主定价时的超额利润，政府规定低于厂

商自主定价的最高限价，一个适当的选择是按市场需求等于

厂商边际成本的原则决定管制价格。 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所

谓自然垄断是指在行业中，规模经济在很大的产量范围内存

在，以致于相对于市场需求所决定的范围而言，随着产量增

加，厂商的平均成本逐渐减少。这类行业通常需要大型的资

本设备和大量的固定要素，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公用电话局

等。在这样的行业，任何低于市场需求量所需要的生产成本

都较高，这就意味着试图通过竞争来消除垄断是不现实的，

因为生产规模小于现有厂商时，进入经行业的厂商不可能与

原有厂商进行竞争，反之，如果进行竞争，就会花费更大的

固定投入量，从而使生产能力过剩。 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

管制不能只是价格管制，可供选择的管制政策措施是既管制

价格，又管制厂商的产量，从理论上说，在市场需求曲线上

的任何一个价格与产量组合者可以作为政府对垄断厂商的管

制。但在实践中政府往往按平均成本定价，厂商只获得正常

利润。 之所以要对产量限制，是因为在这一价格下，如果允

许厂商自主决策，它会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决定产量，

从而使得产量并不等于市场需求量。 以上分析同样适用于一

般垄断行业。 对垄断行业的其他管制措施在实践中，政府管

制所遵循的原则是“ 对公道的价值给予一个公道的报酬” ，

为实现这一原则，配合价格及价格和数量管制，政府往往采

取补贴或税收手段，如果垄断厂商因为政府的价格管制或者



价格和数量双重管制而蒙受损失，政府应给予适当的补贴，

以便使垄断厂商获得正常利润，如果在政府管制后，厂商仍

可以获得超额利润，那么政府就应征收一定的特殊税收，以

有利于公平分配。 对垄断行业，政府也可以采取直接经营的

方式来解决由于垄断的造成的市场失灵由于政府经营的目的

不在于利润最大化，所以可以按照边际成本或者平均边际成

本决定价格，以便部分地解决由于垄断所产生的产量低和价

格高等低效率问题。 第二节 公共物品 （一）公共物品的特性

公共物品的含义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对，是指供集体共同

消费的物品。 公共物品的特征1.非排他性。 2.非竞争性非排

他性的含义排他性是指某个消费者在购买并得到一种商品的

消费权之后，就可以把其他消费者排斥在获得该商品的利益

之外，私人产品在使用上具有排他性，如：甲购买了一块巧

克力，他就获得了消费这块巧克力的权力，其他人就不能消

费同一块巧克力了。与巧克力不同，国防使我们免受外敌的

侵略，很显然，我们都享受国防提供的保护，并没有因为我

享受保护而得你的保护减少，警察航标灯等也具有相同的特

点。它们都是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使得通过市场

交换获得公共产品的消费权力机制出现失灵。对厂商而言，

必须把那些不付钱的人排斥在消费商品之外，否则，他就很

难弥补生产成本。对于一个消费者而言，市场上的购买行为

，显示了他对于商品的偏好。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公

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每一个消费者就可以不支付就获得

消费权力，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 搭便车”。消费者的这种

行为意味着生产公共产品的厂商很有可能得不到抵补生产成

本的收益，在长期厂商不会提供这种物品，可见公共产品很



难要求市场提供。 非竞争性的含义竞争性是指消费者或消费

数量的增加引起的商品的生产成本的增加，私人产品大都具

有竞争性，如，甲多吃一块巧克力，生产者就必须多生产一

块，而生产一块巧克力需要花费厂商一定数量的成本，从而

减少用于生产其他商品的资源，也就是说对其他产量的生产

形成竞争，但是公共产品都不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如广播、

电视、航标灯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并不

对生产成本产生影响。如增加一些人听广播看电视并会影响

电台的发射成本，汽车通过桥梁只要不是大拥挤，则它们就

是非竞争性的。因为通过一辆汽车对桥造成的折旧很小，接

近于零。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特点说明，尽管有些公共产品

的排他性可以很容易就能被，如在桥头设立收费站，但这样

做并不一定有效率，依照有效率的条件，厂商的定价原则应

该是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如果桥梁由私人部门提供，它们会

索要等于边际成本的费用，既然每辆车花费厂商的边际成本

接近于零，那么厂商的价格也应该等于零，结果私人不可能

供给这些产品。 （二）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量所有社会都面

临着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公共产品的供给通常由政府负责

。 我们已经知道，私人产品的最优供给量由市场需求和市场

供给的均衡所决定，同样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量由也该物品

的需求与供给所决定，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制造一辆坦克与

制造一辆汽车一样并无多大，因而，决定公共产品的最优供

给量的关键是需求。 私人产品的市场需求可以看作是所有消

费者个人需求的加总，但公共产品的市场需求并不能通过每

一价格下对所有消费者需求数量的加总，如，假定电视每小

时收费0.1 元，消费者A 愿意每天看8小时，B 愿意看9 小时



，C 愿意看10小时，那么，在价格为0.1 时，市场需求量每天

为27小时，这已超过了一天的总天时/ 数，这使得横向加总并

没有意义，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消费者在同一同时消费同

一数量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得从

单个消费者给消费数量横向加总失去意义，解决方案是把所

有消费者在这一价格水平下愿意支付的价格纵向相加，可以

得到社会为得到，这一既定的公共产品数量愿意支付的价格

，这一价格构成了提供公共产品的人的总收入。 公共产品供

给曲线由生产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决定，与收益与成本相比

，就可以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量。 （三）市场失灵公共产品

的特点使以上分析充其量是概念性的，因为既然每个消费者

在经济上都是理性的，而公共产品又具有非排他性，那么每

个消费者都将利用这一点，如农村里的有线电视安装，很多

农民利用邻居安装的闭路电视，自己接一插口逃避价格，从

而必然产生搭便车行为，这就意味着即使单个消费者能准确

地了解自己对公共产品的偏好程度，从而确定自己的需求曲

线，对供给者而言，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消费者不会把有

关信息吐露出来。因此，公共产品使得市场失灵。 第三节 外

部经济影响 （一）外部经济影响外部经济影响或外在性的含

义外部性是指某 一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他经济单位所施

加的非市场性影响，非市场性是指一种活动所产生的成本或

利益未能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而是无意识强加于他人的

，外部性有正的外部性，有些称之为外部经济，这是指一个

经济主体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积极影响，无偿为其他人带来

利益。相反，产生负向外部影响的经济活动。（外部不经济

）给其他经济单位带来消极影响，对他人施加了成本。 外部



性的例子很多，如一个养蜂的人和裁种果树的农场主之间相

互施加了正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为典型的外部经济，农场主

为蜜蜂提供了蜂源，提高了养蜂生产者的产量。同时，峰蜜

采蜜过程中加速果树的授粉，提高水果的产量，双方互相无

意识地为对方带来好处，企业排放污染源的例子是典型的外

部不经济。 （二）外部经济影响对效率的影响外部性对经济

效率的影响在于它使得私人行为与社会需要的数量出现差异

，这一点可以由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加以说明。 私人成本和

社会成本的含义私人成本是指一个经济单位从事某次经济活

动所需要支付的费用，一项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是指全社会

为了这项活动需要支付的费用，包括从事该项经济活动的私

人成本加上这一活动给其他经济单位带来的成本。如果一项

经济活动产生外部不经济，则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如果

一项经济活动产生外部经济，则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 同

样地分析可以用于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外部经济带来的利

益） 外部经济影响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存在外部不经济

的条件下，私人厂商的最优产量大于社会最优产量，在存在

外部经济的条件下，私人厂商的最优产量小于社会最优产量

。 因此，无论一个经济单位对其他经济单位的影响是正或是

负，私人自主决策所决定的最优产量是缺乏效率的。 （三）

矫正外部经济影响的政策由于外部性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

的原因是由于私人部门用于决策的成本与社会实际付出的成

本之间出现偏差，因此矫正外部性影响的指导思想是：外部

经济影响内在化，为决策者提供衡量其决策的外部性的动机

。主要措施有税收，补贴，企业合并以及明确产权。 税收和

补贴迫使厂商外部成本或外部利益的手段之一，是政府采取



税收和补贴政策，即向施加外部不经济的厂商征收恰好等于

外部边际成本的税收，而给予提供外部经济的厂商等外部边

际来收益的补贴，以便使得厂商的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

成本相等，诱使厂商提供最优的产量。 但是这种方法遇到的

最大问题是如何准确地以货币形式衡量外部性的成本收益，

如污染环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到底说有多大，所以有时政府

只是近似地估计这些成本。 企业合并将施加和接受外部成本

或利益的经济单位合并是解决外部性的第二种手段，如果外

部性的影响是小范围的，如一家小餐馆对一家洗衣店造成了

污染，则由政府出面，则适合的价格把洗衣机卖给这家餐馆

，通过合并，外部成本内部化。 明确产权流行于西方的产权

理论提出了解决外部性的影响的市场化思路。 科思定理的内

容：只要产权定是明确的，则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无

论最初的产权赋于谁，最终效果都是有效率的。 例：张三、

李四同住一宿舍，张三喜欢安静，而李四喜欢听音乐，虽然

，李四的行为对张三造成了外部不经济，方案一：假定了张

三忍受，或者李四不听音乐，他们都无法忍受，假设损失

是100 元。方案二：李四购买耳机，价格为10元，根据科斯定

理，假如学校规定张三有权享受安静，他可以向学校有关部

门的报告，要求李四不干扰他，这时，李四为了能继续听音

乐，只好花10元购买耳机。 进一步，最初权利的规定对最终

结果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学校规定，李四有权听音乐，

那么张三在不堪忍受噪音的情况下，要么忍受，要么与李四

谈判，如果张三是理性的，他会选择花费10元钱给李四买一

个耳机。 科思定理在解决外部经济影响问题上的政策含义是

：政府无须对外部经济影响进行直接的调节，只要明确施加



和接受外部成本或利益的当事人双方的产权，市场谈判可以

解决问题。 其局限性是科思定理的隐含条件限制了科思定理

在实践中的应用，首先，谈判必须是公并且无成本的（交易

成本=0）其次，外部性影响有关当事人只能是少数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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