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q 严汉平  刘瑞明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国有

经济存在刻画一个逻辑机制。国有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是合作剩余获取与交

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的产物,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并强调国有经济在提供

公共产品、削减竞争失效、弱化分配不公、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国家安全和实现战略目

标等合作剩余获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国有经济作为一种不完全的契约结构,

也面临着 /政府失灵 0等的威胁。因此,国有经济的规模也应依具体条件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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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理论界对于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与国有经济规

模的争论从未停息, 并且在近年再掀波澜。所有这

些问题的缘起都在于未能就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达

成共识,因此,本文意欲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此进

行尝试性探索。国有经济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

家,而且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当中,从历史发展的角

度看,国有经济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都占有

重要的地位¹。那么, 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国

有经济存在的逻辑是什么?

关于为什么要存在国有经济,宗寒 ( 1999)
º
、约

瑟夫 #斯蒂格利茨 ( 1999) »、陈宗胜 ( 1997)¼、伍伯

麟和席春迎 ( 2000 )½、徐传谌 ( 2002) ¾、严汉平

( 2003)¿等学者对此问题曾进行了研究,认为国有

经济存在的理由在于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

保证社会公平、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

义方向等。这些作者的论述具有相当的真理成分和

启发性,然而,他们的论述是零散的、不完整的,而且

就他们的理论认识而言,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拓展

与修正。

我们认为,对于国有经济存在逻辑的认识必须

建立在对国有经济本质认识的基础上, 而对国有经

济本质的认识,又必须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去理

解。经济学新近的一个重要认识是:人类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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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人类不断分工合作以获取契约合作剩余的过

程。因此,国有经济本质可以从人类分工合作获取

契约合作剩余和阻碍这一进程的因素中去找寻。基

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分工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

理论为国有经济刻画一个逻辑机制。具体地,这一

论证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 通过对专业化分工、合

作剩余与经济增长在思想史上的回顾,说明人类历

史本身是一部分工合作以促进经济增长与人类福利

的历史;第二步,引入交易成本,说明外生交易成本

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引致的内生交易成本构成了

专业化分工合作剩余获取的 /绊脚石 0;第三步, 论

证国有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是合作剩余

获取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的产物, 其本质上

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二、专业化分工、合作剩余与经济增长

专业化分工可以带来合作剩余和经济增长。这

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如色诺芬、柏拉图等

都在其著述中阐述过关于专业化、分工对增进社会

福利的意义。但充分认识到专业化分工在人类历史

中起到如此重要作用并对分工进行系统经济分析的

是经济学的鼻祖亚当 #斯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观点, 在斯密那里得到了充

分发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 以及运用劳动

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

工的结果。在斯密看来, 分工累积发展的原因在于

人类的交易倾向,报酬递增的深刻根源在于人类社

会的合作行为。

斯密指出分工带来递增报酬的原因有三个方

面: ( 1)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这正是熟能生

巧带来的结果; ( 2)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 通

常须损失不少时间, 有了分工, 就可以免除这种损

失; ( 3)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力的机械发明, 使

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¹。

马克思对分工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区分了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和不分工的协作,商业中的分

工与生产中的分工,市场上的分工与企业内的分工。

通过企业间动态过程分析,揭示了企业内分工与企

业间分工交互作用如何导致了不可逆的报酬递增过

程,并强调了动态累积的不稳定性质对制度变革所

产生的压力,认为这种不稳定性质来源于分工 (资

本积累 )与收入水平之间的不匹配或矛盾。马克思

对分工协作的精彩论述体现在其骑兵连的例子当

中,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

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

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

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

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 (例如举重、转绞

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 )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

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

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

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

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

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0º

阿伦 #杨格对分工进行了深入分析。为了发展

斯密的思想,杨格从庞巴维克那里借用了 /迂回生

产 0这个概念, 但与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不同,杨

格的迂回生产不取决于利率水平,而取决于市场规

模的大小。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杨格提出的迂回

生产理论把分工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近认知是,分工的发展创

造和增进了内生比较利益,人们在此基础上从事专

业化生产并交换产品分享分工经济。随着交易效率

的改进,劳动分工也不断演进, 而经济发展、贸易和

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

伴随着分工的演进,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

贸易依存度、贸易品种类及相关市场个数都会随之

增加。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实现¼。

从以上思想史的演进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分工

合作带来合作剩余与经济增长, 人类经济的发展史

本身是一部人类的分工合作史。经济增长的过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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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是人类不断分工合作并获取合作剩余的过程。

三、合作剩余获得中的交易成本障碍

与契约组织形式

  然而,通过专业化分工获取合作剩余的途径并

非一路平坦, 其中最为明显的一块绊脚石就是 /交

易成本 0 ( transaction costs )。对于交易成本的系统

性的研究起源于科斯的两篇文章,这一思想在随后

的经济学历史中被不断拓展
¹
。

依照杨小凯等人的逻辑, 交易成本 ( transaction

cost)可以进一步地划分为外生交易成本 ( exogenous

transact ion cost)和内生交易成本 ( endogenous trans-

action cost)。内生交易成本是市场均衡与帕累托最

优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

的好处,每个人都希望分得更多的好处,而不惜减少

别人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使

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 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

离帕累托最优的歪曲。外生交易成本则是指在交易

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 它不是由于决

策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º。

显然,外生和内生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威胁到了

人们对契约合作剩余的诉求。为了防止交易成本的

增加或者将交易成本降到最小,在人类进行合作交

易的过程中,就需要一种契约来约束人们,防止交易

当事人的机会主义导致的帕累托扭曲。

按照契约理论的认识,契约是一组承诺的集合,

这些承诺是当事人在签约时做出的, 并且预期在未

来 (契约到期之日 )能够兑现。契约核心的内容在

于,它的条款是状态依存 ( state- cont ingent)的,对未

来可能发生的自然状态中参与者可以采取的行为做

出规定 (所以一定意义上契约理论也可理解为解决

组织内决策权的配置问题 ), 并规定了参与契约各

方基于可确证信息的最终结算方式»。

契约理论又可以分为完全契约理论 ( com plete

contract theory)和不完全契约理论 ( incom plete con-

tract theory)。所谓完全契约是指这些承诺的集合

完全包括了双方在未来预期的事件发生时所有的权

利和义务。显然,在能够达成完全契约时,并不存在

交易成本 (内生 ) ,帕累托最优可以实现, 因此,完全

契约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未来本质上是不确定的,

特别是将来某种程度上是现在选择的结果, 而现在

的选择又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这使得现在与将来之

间的关系上有一种内禀的随机性。因此,从现实的

角度看,大部分契约都是不完全的
¼
。

不完全契约是如何产生的呢? 理论上讲, 应当

追究人性假设和交易成本,二者紧密相关。人性假

设方面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 ( 1 )有限理性。这一

假设修正了完全理性,认为经济人虽然理性,但由于

个人的知识、预见力、技术以及时间等约束条件,其

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而仅仅能够做到有限的理性。

( 2)机会主义。即经济人不但自私, 而且只要能够

利己,就会伺机去损人。可以想见,如果经济人是完

全理性的,那么,任何期望达成的交易都能通过完备

的契约加以保障。如果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那么,交易双方可以通过承诺、信任以及相互适应就

能达到协调的目的。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之下, 契约

必然是不完全的。

具体地,契约可能不会提及某些情况下各方的

责任,而对另一情况下的责任只能做出粗略的或模

棱两可的规定,并且无时不在进行修改和重新协商

之中。这是因为: ( 1 )在复杂的、十分不可预测的世

界中,人们很难想得周全而长久,并为可能发生的各

种情况都做出计划; ( 2 )即使能够做出单个计划,契

约双方也很难就这些计划达成协议,因为他们很难

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描述各种情况和行为; ( 3 )

即使各方可以对将来进行计划和协商, 在出现纠纷

时,外部权威 (比如说法院 )也很难明确这些计划是

什么意思并强制地加以执行。

综上所述,内生与外生的交易成本在人类分享

契约合作剩余的进程中扮演了绊脚石的角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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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的分工合作却在不

断演进,这又是为什么? 事实上,以上所阐述的逻辑

已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 这

就是人类会发展各种各样的契约结构以抑制交易成

本。契约作为整体而存在,一个契约的作用必然要

依赖于与其相关的契约,这些契约互相契合、彼此协

调才能达到对人类行为的激励、保护作用。一个契

约整体内单个契约的契合度和协调度的不同意味着

契约结构的相异,而不同的契约结构又意味着不同

的契约绩效。于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逻辑是,单个契

约的绩效不仅依赖于其自身的完善程度, 而且依赖

于契约结构的选择。而国有经济正是一种特殊的契

约结构。

四、作为合作剩余获得与节约交易

成本的 /国有经济契约结构 0

  经典的经济学教义中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 市

场机制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不仅在经济学

的鼻祖亚当 # 斯密对 /看不见的手 0的经典论述中

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中得到

了进一步的证明和拓展。然而,现实经验却告诉我

们,市场并不总是有效,市场失灵在一定范围内总是

存在。市场失灵是指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很多场

合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 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的情形。

经济发展的一个要义是: 在争取合作剩余的过

程中防止交易成本 (内生 )的产生和扩展。根据前

文所述逻辑,国有经济同其他经济形式一样,是一种

合作剩余获得和节约交易成本的契约结构。合作剩

余的获取与交易成本的节约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是

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国有经济作为人类历史上长

期存在和不可或缺的一种契约结构, 其存在是为了

哪些合作剩余的获取和交易成本的节约呢? 作为与

私有经济共同存在的一种经济形式, 其通常被认为

在那些私有或个体经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

了争取合作剩余和限制交易成本的作用。具体地,

按照既有理论的认识, 其在以下几个方面起到了重

要作用¹。

( 1)提供公共产品。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经典

论述中的市场机制不能完善运行,在公共产品领域

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

他性使得私人企业不愿生产或无法生产公共产品,

通过国有经济的形式把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承担下

来就可以实现合作剩余。具有部分公共产品特征的

或具有利益外溢性的产品被称为 /准公共产品 0,同

样需要国有经济来提供,如输电、煤气、供水、教育、

卫生等。从理论上讲,政府和私人都可以提供公共

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但是私人提供相比公共提供不

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国有经济的形式来提供准公共

产品以获取合作剩余也就顺理成章。

( 2 )克服竞争失效。市场经济中有许多因素会

削弱市场竞争性。如产品的差别、交易成本阻碍资

源自由转移造成个别厂商垄断某一地区市场。此

外,规模经济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非人为的进入壁

垒 ( Barrier to Entry),在电话、供电、供水等行业中,

产品的单位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新进

入该行业的企业由于生产规模较小,其成本必然高于

已占领一定市场份额的大公司,从而在竞争中失利,因

此在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特别容易形成垄断。这为

国有经济进入自然垄断行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 3)抑制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对合作

剩余的威胁。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是内生交易

成本的一种重要来源。一般来说,市场能促进经济

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

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由于外生比较优势的不

同,造成各地区、部门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收入水平

的差别,产生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

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 /马太效应 0,导致

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

越大。贫富的两极分化极有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动荡。这里,可能发生的激烈的政治、社

会和经济的变动,作为人与人利益争夺的方式,就是

内生交易成本的一个表现。因此,利用国有经济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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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限制贫富两极分化、进行收入再分配,从而防止潜

在的内生交易成本发生以使合作剩余顺利获取就成

为经济发展中的应有之义。

( 4)参与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市场机制有利

于私人决策,然而经济主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

不一致性与信息的有限性使得国民经济不可能如

/看不见的手 0中所描绘的那样运行,这便需要国家

实行宏观调控。国有经济特别是其微观典型形式国

有企业,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上的调控。绝大多数

国家为了实现扩大社会就业、缩小地区差距等宏观

经济目标都建立了国有企业, 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建

立国有企业可以实现市场机制自身不能达到而且政

府也难以用其他的间接干预手段来实现的某些社会

政策目标,国有经济更加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特别是在一个国家进入经济的萧条时期, 通过国有

经济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尤为重要。

( 5)实现国家安全等战略目标。国有经济是国

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控制力量之一, 为了保持国民

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保证国家安全,国家必须采取包

括建立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种方式来控制整个国家的

经济命脉。作为国有经济控制力量的国有企业, 是

国家可以掌握的应付突发事件和重大经济风险的重

要力量。而且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和高技术

产业的主干力量。为建立和发展国家战略性产业和

有力地支持高技术产业的成长,各国政府都建立了

一批国有企业作为这些产业的基本力量和先行者,

这些国有企业往往体现了国家战略产业核心技术水

平和产业国际竞争力。

五、结论

本文通过分工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

国有经济刻画一个逻辑机制,认为国有经济作为一

种特殊的契约结构,是合作剩余获取与交易成本之

间的两难冲突的产物,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方

式。并强调国有经济在公共产品提供、竞争失效领

域、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国家

安全和战略目标实现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

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国有经济作为一种契约

结构,同样是不完全的,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交易成

本。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必需通过公共代理实现,

而代理人在不完全契约下的机会主义引发的道德风

险和代理人的有限认知等同样威胁着国有经济合作

剩余的获取。通常而言, 这集中表现为 /政府失

灵 0。因此,如何在合作剩余获取与交易成本节约

的各种资源配置方式中做出选择应当视具体情况而

定,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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