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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灵 (一)市场失灵概念 在微观经济学中,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

的自发作用使资源无法达到最有效配置的现象被称为市场失

灵。反映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局限性。 (二)市场失灵的主要表

现 1.垄断 根据垄断市场结构的厂商均衡分析可知,在垄断市场

结构中,由于产品的差异性,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资源不

能自由地流动等等因素产生了垄断。垄断厂商实现长期均衡

时,其产品价格高于产品的边际成本,垄断向市场提供这一产量

时,平均成本没有达到最低水平,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消费者

以较高的价格购买自己所需的商品.完全垄断厂商在长期均衡

中也可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这意味着垄断导致了消费者受

到了剥削,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资源配置缺乏效率。 存在寻

租行为：企业为了追求高额垄断利润，就要获得和维持垄断

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企业常常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比

如向政府官员行贿等，这一部分资源企业并不是用于生产，

没有创造出任何有益的产出，完全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

动，这种企业为了获得和维持垄断地位而进行的非生产性的

寻利活动就成为寻租行为，它也导致了资源配置缺乏效率。

2.外部效应与资源配置效率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经济主体所进

行的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对其他经济主体所带来的影响称

为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外部效应分为有利的外部效应(



即正外部效应,外部经济)与有害的外部效应(即负外部效应，

外部不经济)。正外部效应指某个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使他人

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又无须花费代价。外部经济表现为私人

利益小于社会利益。负外部效应指某个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

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部效应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

本,即没有计入私人成本,但它是社会成本的一部分。外部不经

济表现为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 外部效应表现为私人成本

和社会成本、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不一致。 例如,某一企业

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会给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造成损失,但

是在私人经济条件下,外部效应没有被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和

价格中,所以该企业并没有给受害者以应有的赔偿,从而造成了

社会福利的损失。 可见,负外部效应会带来社会成本上升和社

会福利的相对减少。 3.公共产品 Oslash. 市场机制与公共产品

消费中的免费乘车问题 由于公共产品不同于私人产品,在一般

情况下,竞争的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公共产品的有效生产,原因在

于公共产品消费中存在着私人产品消费中不存在的免费乘车

问题。 所谓免费乘车是指个人不愿意出资负担公共产品生产

的成本,而依赖别人生产公共产品以便自己不花任何代价地消

费该产品。 由于免费乘车问题,依靠市场机制解决公共产品的

生产往往导致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远远低于社会所需要

的数量。这就是说,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解决私人产品的生产,

但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产品的生产。 4.信息不完全与市场的

低效率 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中,经济行为者是被假定在完全的

市场信息条件下做出经济决策的。 但在现实中,通常信息是不

完全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不能有效地解决不

完全信息问题。在不同的情况下,信息的不完全造成了市场的



低效率,主要表现为: gt.MC。价格管制是指政府对垄断厂商生

产的产品实行最高限价政策，限价的目的是削除因垄断而造

成的生产能力的闲置。根据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条

件P=MC，政府的最高限价应该等于边际成本。如果政府的

最高限价定在P=MC，垄断厂商生产的产量将达到完全竞争

市场的产量水平，资源将被充分利用，从而实现有效配置。

(2)实施反托拉斯法 在经济史上，西方许多国家还通过严厉的

经济立法，如反托拉斯法限制垄断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从1980年到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

一系列法案反对垄断，如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

员会法、罗宾逊-帕特曼法、惠特-李法和塞勒-凯弗维尔法等

，这些统称为反托拉斯法。美国的这些反托拉斯法规定，限

制贸易的协议或共谋、垄断或企图垄断市场、兼并、排他性

规定、价格歧视、不正当的竞争或欺诈行为等都是非法的。

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执行机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反托

拉斯局，前者主要反对不正当的贸易行为，后者主要反对垄

断活动。 虽然西方国家在形式上存在反垄断法，但对它们的

执行并不十分严格。西方的企业合并浪潮屡次出现，生产的

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 2.外部效应与资源配置无效率 

如何纠正由于外部效应所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当，微观经济学

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1)实施税收和津贴政策 政府可以通过对

产生外部效应的企业实行税收和津贴政策，从而使私人成本

和利益与相应的社会成本和利益相等，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对造成负外部效应的企业，政府应该征税，其数额应该等于

该企业给社会其他成员造成的损失，从而使该企业的私人成

本恰好等于社会成本。例如在生产污染情况下，政府向污染



者收税，其数额等于治理污染所需要的费用。相反，对造成

正外部效应的企业，政府则可以采取津贴的办法，使得企业

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等。 (2)进行企业合并 把相互影响的

企业合并，使原来企业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外部效应就

消失了。合并后的单个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将原来的外

部效应计算在自己的成本或收益中，从而重新根据利润最大

化原则确定产量。由于此时不存在外部效应，故合并企业的

成本与收益就等于社会的成本与收益，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3)规定财产所有权 这里所说的所有权不仅仅限于传统意义上

的资源所有权或物的所有权，还包括其他许多法定权利，例

如按某种方式使用土地的权利、避免土地受污染的权利、对

事故进行赔偿的权利、按照契约行事的权利等。微观经济学

认为，只要明确财产所有权，经济行为者之间的交易行为就

可以有效地解决外部效应问题。 3.有关公共产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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