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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 困
i 信息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也 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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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伯息对个人有利，但从全社会米
看， 则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这就是
说， 这些信息的个入价值和社会价值是背离
的， 个人价值是以牺牲他入利益为代价而使
个人受益。

为简化起见，构想这样一个经济系统：
系统中只有A、B两个独立个体，假设它们分
别生产 大米和小麦，在实际消费中这两种物
品可以相互替代，两者价格总水平相等，但
它们是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 设
有两种天气状态m和 n，其出现概率均为1/2。
在m状态下， 大米受灾而小麦无损，在 n 状
态下，小麦受灾而大米无损。 现在 不 妨假
设， 大米或小麦受灾时收益为零，不受灾时
收益为y。，则收益情况可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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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千P(m) = P(n) ＝ 令，所以有
E(yA)=O·P(m)+y。 .p ( n)

＝令y 。 G)
E (YB)= y。 •P(n)+O -P(n)

＝仓y 。

即有： E(y A) = E (YB) ＝ ½Y 。
这里的 E (YA) 、 E (Yn)分别表示个

体A、 B收益的期望值， 或分别称之为A、 B
的期望收益。

由千经济系统中只有A、B两个个体，为
了分散分险，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A、B
在期望收益相等的情况下，都倾向于签订互
利保险合同，或称收益均分合同， 即在m状
态发生时，B将收益一半分给A, 在n状 态
时，A将收益一 半分给B。 这样，无论何 种
状态发生，A、 B 都明确将获得古m的 收
益， 即获得了他们的期望收益，而合同的签
订 则完全消除了风险性。

现在假设可以通过获取信息来确定何种
状态将发生，不妨选择个体A来分析。

显然，个体A具有占有信息 的倾向，因
为占有信息对A有 利。 当A占有信息， 即知
道何神状态将发生时， 他就会只在m状态将
发生时才与B签订利益均分合同，而当 n 状
态发生时则不去 签订合同。 这样，在m状态
发生的情况下，A的收益为老y。。 而在n状
态发生的情况下，其收益为y。， 千是得知，
占有估息后A的期望收益为：

．

E (y'A) ＝ 令y。 ,P(m) +y。 .P(n)

＝古yg. 古＋ y。·士＝手y。
与O式相比较，显然有：
E (y'A) >E<YA) 

占有估息使A的期望收益增大， 从而 使
得A具有获取信息的倾向，但并不意味着A就

采取行动去获取信息。
因为获取信息需要花费劳动或资源， 即

要付出成本，个体A在考虑是否有必要去 获
取信息时，要权衡所付出的信息成本与信息
带来的收益， 只有节信息成木小于信息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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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 时， 才愿意去获取估息。 一般来说，
信息成本 是未知和难以确定的 ， 它通常是行
为者根据现有知识和经验而作的估计值， 或
称之为预期值。 假设个体A 对天气状态信息
成本的预期值为c, 那么只有在以下条件下
A才会采取行动去获取信息：

C<L:-:. (EyA) ® 
不等式右边的i:-,.E(YA)是个体 A期望

收益的变化值， 显然有：
i:-,.E(yA) =E(y'A) = ¾y。 一 古y。

= __ 1 
可

－y。

管这样不等式＠就是：C<+Y。 @ 
＠或＠式是个体A采取行动获取信 息的

条件， 我们称之为个体A的信息成本约 束。
假定信息成本约束成立， 个体A采取行

动获取信息， 并因此取得了 较大 的 期望 收
益 ， 其净增收益为：

i:-:.YA = i:-,.E (YA) -C 
=+y 。 -C>O @ 
因此 ， 信息对于个体A 是有利的， 它表

现出了个人价值。
但是 ， 就整个系统而言， 总 收益没有变

化， 个体A的期望收益增加意味着个体 B 的
期望收益减少， 在个体A占有 信 息的情况
下， 若m状态发生， 则个体B收益为古y。,
而在n状态发生时， 个体B收益为零， 从而个
体B的期望收益为 ，

E (y'u) ＝ 古y。 .P ( m) + O • P(n) 
＝古y。。.

其变化值为：
i:-,.E (YB) = E (y飞） － E (YB) 
= +Y。 一 去y。= --¼Y。<o

即减少了十m的期望收益。
'］根据以上有关等式容易得到：

乙E (YA) + i:-,.E (YB)
-=+y。+ （ － +Y。)＝0 
E (y'A) + E (y'u) = ¾ y。+-¼-Y 。

=y。

即是说， 信息的加入只改变了收益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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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间的分配， 而对总收益不产生影响， 因而
没有任何社会价值。 就整个社会而言， 获取
信息所付出的成本C未得到实现， 完全是 一

种浪费。

以上证明f朵些信息具有个人价值却没
付社会价伯， 在这种情况下， 估息对整个社
会的总收益不产生影响， 本身是一 种浪费，
因此， 反而给社会 带来损失， 因而， 在这里
个人利益的获得 是以牺牲他人更大的利益为
代价。 例如 ， 在保险市场， 如果投保人热
衷于获取信息， 将会 出现逆向选择，导致风
险分担市场的破坏。 又如在证券市场， 过址
信息的获取会导致投机行为， 造 成市 场混
乱， 妨碍金融。 这些都说明； 在现实经济
中， 存在许多 具有个人价值的信息， 不仅没
有社会价值 ， 还会给社会造成损失， 或称之
为具有负社会价值。

一般来说 ， 纯粹交换意义上的信息是没
有社会价值的， 但如果把生产引进来， 信息
对生产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 影响， 那么信息
则具有社会价值 ， 因为信息投入改善资源的
配置， 提高生产效率， 从而在既定的 投入下
增加 产出， 为社会 增加了财富。

仍然考虑上述模型， 当获取关千天气状
态的信息后， 就可根据信息来安排生 产，
如将发生m状态，则个体A、B都生产小麦，
若将发生n状态， 则都生产大米。 这 样 ， 与

经济系统的总收益为2y。， 与获 取信息的
y。相比增加了y。， 这增加的y。就是信息带来
的收益。 因此， 信息表现 出了社会价值 。

获取关于天气状态的信息成 本仍 然 是
C, 这时的信息成本约束是: C<y。

即当信息成本低于原来的总收益y。时，
获得信息是值得的。

与前面＠式比较， 该约束要宽松得多。
一般说来 ， 与只有个人价值的信息相比， 具
有社会价值的信息， 其信息成本约束要宽松
得多。 这是因为， 信息具有共享性， 它的生
产是一 次性的， 而使用则是无（下转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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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述目标和原则制定适合国情的证券管理制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证券市场管理日趋现代化、 电脑化。 目前，世界上主要的金融中

心都用电脑、 卫星通讯和电讯网络相联系。 上润、 深圳这些全国有价证券市场的中心，要迅

速实现现代化眢理，妥根据公开资料，建立自动检索和协调系统， 要把参加交易的集团进行

证券和选择权交易的报价和消算统一起来，建立巾场监拉信息系统。 通过各种形式的电子计

算机系统， 向投资人、 经纪入提供瞬间变化的市场信息。 为此，要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培养

证券市场业务的现代化管理人才。

（三）积极扩展企业和银行的国际化经营。

跨国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企业内部积累，发行股欺、 仙券和向金融机构借

款。 现在，许多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不靠母公司提供，而是靠子公司在当地国

际金融市场上筹措。 国际证券市场国际化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供了运用资金的便利。 我国

企业要扩展国际化经营，就需要在国际证券市场上运用资金，而在国际经营活动中筹措和利

用外资，将促进企业经营的国际化。

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都离不开银行。 跨国公司在国外对银行的依赖超过在国内的依赖。

随着经营工商业的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银行必然相应地发展起来。 现在证券投资成为跨国

银行资金运用的 一个重要渠道，为跨国企业发行和推销股票、 债券也已成为跨国银行经营业

务的重要内容。 此外，还有许多投资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充当证券的发行人和投资的中间

人，专门经营新发行的证券。 为了更好地通过国际证券市场吸收外资， 促进企业的国际化经

营，我国应进一步扩展银行的国际化经营。 主要组织形式有： 1. 建立分支机构网。 2. 设

立国外附属机构。 它与分支机构的区别在于，业务不受总行直接控制，除办理中长期贷款

外，还办理总行在国外不便办理的证券、租赁等业务。 3 . 在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参加股

份。 参股银行比建立分支机构投资少，有利千迅速壮大业务，增强在市场上的宽争能力。

（上接第 26页） 限次的， 因此， 一旦它为

社会接受，就能多次地为社会带来利益， 不

断增大自己的社会价值，而那些只有个人价

值的信息，其共享性受到了抑制。 事实上，

个人价值往往是凭借信息的暂时性和独占、

保密才得以实现的。

再来看这时候个体A的净增收益。

在占有信息并用来安排生产后，个体 A

的（期望）收益为y 。， 与没有信息时相比增

加了： AE(y'A) － y。-E(yA) = y。 

古y。 ＝ 令y。

从而其净增收益为: 6 Y'A = I::, C y'A) 

-C=古y。-C 包）

若信息成本由整个系统负担， （在社会

组织条件下）则A、 B 各负担½ C, 这杆A

的净增收益为： ic:,.y'A = LE(y'A)－杻C

＝分(y。 -C) @ 

在信息成本约束＠成立的假定下， 无论

是＠还是＠，都有6Y'豆＞O,即信息在具有社

会价值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个人价值，这里的

个人价值是覆盖系统内全部相关个体的。

联系＠式，容易得到： 6Y'A>6YA

这意味着，对于个体A, 由于信息社会

价值的实现使其获得了比过去更大的个入价

值。 因此，信息的社会价值是主要的， 它的

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社

会价值的充分实现将给每个个体带来更大的

利益。 因此 ，鼓励信息的传播，最大程度地实

现信息共享，而对只有个入价俏的信息实行

限制，是十分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