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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市场的经济学内函作了新的诠释，并描述了市场的三种形态，在此基础

上研究混合市场运行机制、传统公权市场形态和现代混合市场发展方向，最后对混合市场的最优均衡作探索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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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里供求的物品除了私人品外，还有纯公共品和混合品（也称公私混合品）。 从严格意义

上讲，纯公共品在市场运行中并不多，只存在于国防、公共行政和法律服务、基础研究等领域，公

域品（纯公共品和混合品）中大部分都是混合品。 混合品供求是否需要市场？需要怎样的市场？

怎样才能使其市场的供给效率达到最优？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此作初步研究。

一、市场的制度经济学新解

市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早在公元前六世纪，雅典入的广场上便出现了著名的定价市

场。 不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古希腊、古罗马，市场最初作为人们的日常用语，都是指商品交换的

地点或场所。 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没有对市场下过明确的定义，仅把市场视为一只

“看不见的手
”

。 对市场最先明确下定义的是杰文斯，在杰文斯的定义中明显把市场等同于人与

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并且认为市场价格（交换比率）是公开透明的，这是
“

完全市场
”

的雏形。 马歇

尔对市场的理解显然受杰文斯市场定义的影响，”产品完全交换
＂

论成为其核心，由此，马歇尔及

其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均把市场假设为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条件下产品交换的市场。 总之，传统

经济学对市场内涵的理解较多地停留在商品交换的场所上，买者、卖者、商品和货币构成了市场

主体、交易对象和交易媒介，市场里交易的对象是物 实实在在的商品，市场因此划分为有形

市场和无形市场，有形市场指有固定交易场所的市场；无形市场是指没有固定交易场所，通过多

种交易形式达到交易的市场。 国内学者对市场的理解也基本如此，典型的定义如《现代市场经

济》所给出：
“

市场的概念，是指一定空间上商品和劳务交换关系的总和。”CD

新制度经济学从产权的层次理解市场。 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在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

题》论文中写到：
“

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

格履行
“

;
“

在研究通过市场调整合法权利的问题时，已经强调了这种调整只有通过市场进行，才

会导致产值的增加
“

;
“

企业就是作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 在企业内部，

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行政指令替代 了市场交易
”

气从科斯的这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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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可推论他已经把市场交易视为权利（产权）交易而不仅仅是“物 ”的交易。 科斯的后来者传

承了科斯对市场内涵的创造性理解，并从交易成本和契约经济等方面发展了科斯的市场论，如霍

奇逊提出把市场定义为一套制度，其中大量的特种商品交换有规律地发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受

到那些制度的促进与构造，简言之，市场就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交换（霍奇逊，1993)。 总之，新制

度经济学对市场的经济学内涵有着全新的认识，市场被更进一步理解为交易者依据交易契约交
易产生的组织平台，市场交易的不仅是实实在在的“物”——商品，而且更是

“

物”的表象下的私有
产权。 所以，对新制度经济学而言，市场首先是

“权”的市场，然后才是权的基础上的“

物”的市场，

是
“

权 ”的市场和物 ”的市场的统一 ；市场的本质内活是产权、契约及其交易制度。

二、混合市场运行机制

依据新制度经济学，对市场的理解应上升到产权交易总和的高度，只要存在交易主体、交易
产权及其对象物、交易平台，市场便会形成。 当然，市场有规范市场、残缺市场、公开市场、地下市

场之分，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应指规范完善的市场，它必须具备五个基本要素：（l）有完全产权的市
场主体。 这里的完全产权，指交易主体自身的

“人权“完整并具有独立排他的交易权，能自由交换
所有权及其派生权能和获得产权交易的剩余。(2)有合法的交易对象，即交易对象（商品）的产权
被明确界定、具有排他性和被法律所保护。(3)有合理合法的交易契约。 交易者之间交易时所签
订和履行的契约，必须被法律和伦理所允许。(4)交易者遵守市场的基本原则，包括市场公平、公
开、公正的“三公”原则、市场进出自由原则、等价交易原则和自由平等竞争原则。(5)违反市场交
易制度者将受到法律的制栽，即进入市场交易者的所有权和交易权都受到法律保护。

从产权交易角度考察，市场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产权主体在法律保护和市场交易制度的框架
下能够自由地交换产权并获得交易剩余。 私人品由于有着明确的产权边界，生产和消费都具有
明确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因而能通过私人生产和市场交换进行生产和消费。 而对公坡品来说，由
于其产权边界模糊，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生产者无法收回生产成本气因此
公域品供求无法由

“

私权市场”来完成，必须由公共产权主体政府（也包括一些非营利组织等公共

机构）代理提供，而这需要经历一 系列的政治过程，即公共产权契约的缔结与履行过程。
公域品的产权契约交易性质与私人品有相似之处，政府就像一个特殊的企业，代理私人产权

的主体 社会公众谋取福利，以公共产权主体形式参与市场运作，生产和提供公域品，弥补私
人产权单独交易基础上的“私＂权市场所固有的缺陷。 因此，公域品的供求一样需要一个市场，即
“公“权市场。 当然，一个规范的

“公“权市场建立的前提条件是：第一，政府必须是社会公众通过

公平的产权契约交易而形成的产权共同体；第二，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域品必须遵循市场交易制度

和市场原则。“公“权市场的交易可分为三个层次：（l）公众以投票的方式交易产生政府；（2）代理
者政府内部投票交易（议会形式）制定公域品供求政策；（3）政府按市场规则进入市场提供公域
品。 前二个层次，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称之为

“

政治市场“ ,”政治市场”的本质为“

权”的市场，
即公共产权市场；后一层次是公共产权团体的政府以“法人“身份进入市场进行物物交换，提供公
域品。 可见，“公“权市场的主要交易集中在产权交易，交易的主体依然为独立产权的自由人，交

易的路径为：公众-产权产易-产权共同体（政府)-共同契约-交易市场-公域品。
“公“权市场与

“

私“权市场有着明显不同的市场交易路径和机制（见图1)，”公 “

权市场是需
要经历一个“ 公共产权市场 ”的形成与交易阶段，包含着比“私“权市场交易过程的产权交易更宽

泛的”组织型“市场。 “私＂权市场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和价格竞争（货币选票），一手交钱，一 手交

货，有取必先予，有予必有取，实行个别补偿；
“公“权交易的是组织物品，要求通过公共选择和公

共交易（政治选票），依靠公共权力（公共契约）强制生产和供给，实行总体补偿。 可见，市场的产

权结构特征是
“公“权与“私“权交易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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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公“权市场和“私＂权市场的交易路径比较
上面为分析“公“权市场，把公域品视作一个整体对待，实际上纯公共品与混合品之间的市场

运行机制存在较大差异。纯公共品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较少，其供求需要经历一个“完全”的公共
产权市场过程，供给主体是政府，价格机制是税收机制，市场运行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混合
品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不仅包括准公共品、外部性产品，还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品见如公
共资源、自然垄断产品、高等教育等。混合品是公权与私权混合的产品，其生产、交换、分配和消
费中的产权关系要比纯粹的私人品和公共品复杂，因而其供求需要一个“公“权市场与“私“权市
场有机结合的“混合市场”作为其产权交易的平台，并需要一种使其有效运行的“混合“市场机制。
混合市场的运行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与民众，政府微观规制主体、国有企业和自然垄断企业是其
特别的市场主体；其价格机制是价、税、费联合，以收费为主要价格形态；补偿原则是公私对等混
合补偿；市场运行目标是社会福利和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即混合利益的最大化（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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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混合品与纯公、私产品市场运行机制比较

三、传统”公“权市场形态与“混合化“转型

在科斯1960年提出通过明确产权的方法以解决公域品问题的理论出现之前，＂庇古税＂的政
府规制管理理论是几乎没有受到质疑的“正统“经济理论。在庇古理论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
的影响下，传统的“公“权市场形态表现出明显的两大 特点：第 一，政府强化对公域品市场管制。
在传统的公共产权控制管理中，政府较多采用行政性管制手段和＂庇古税“手段。行政性管制手
段的主要特点是依靠法律与行政的权威性实施管理。以排污规制为例，按传统的政府管制模式，
排污方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要么服从，要么面临法律制栽或行政惩罚。显然，这种手段使企业
经营受到很大的限制，并且一刀切的措施不利于企业改进治污技术，反而容易把企业管死。＂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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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税
“

手段指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所表述的政策措施，即由千环境问题的重要经济根源是外部

效应，那么，为了消除这种外部效应，就应该对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单位收费或征税，对产生正外部

效应的单位给以补贴。
＂

庇古税
“

手段常称为排污收费政策，采用
＂

庇古税“手段使政府成为排污

治理主体，企业同样没有市场选择空间。 第二，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参与生产，提供公域品。 二次

世界大战后，受凯恩斯创造有效需求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西方各国在公共部门，包括自然垄断

部门和公共资源部门兴起了一股国有化的高潮，公共领域里的国有企业逐渐增多，特别在水、电、

矿产资源等部门比例很高。 国有企业较多地进入
“

公
“

权市场还与传统的公域品理论紧密相关。

传统的公域品理论认为，既然自由市场无法有效生产公域品，那么由国有企业生产提供是顺理成

章的事情。 然而，由国有企业生产提供公域品虽然有其优势，如公益性强、政府与企业的信息相

对较对称、政府的前期控制
“

交易成本
”

较低等，但总体而言，因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失效等原因，

国有企业在实践中普遍都存在成本较高而效率较低的问题，罗宾斯坦把这种相联效率性称之为

X一无效率性(Leibenstein,1996)。 从经济学上考察，政府注重
”

公
“权市场的直接控制和注重国

有企业的作用在理论上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过度依赖和相信政府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而忽视

或没有意识到市场机制在其中的作用，即政府明显忽视了混合市场的存在及其机制的运用。

1970年后，由于各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严重亏损，加上规制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

展，使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刮起一阵政府放松规制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强风，传统
”

公
“

权市场

形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排污权交易等科斯的
“

市场手段
“引入了公共资源领域，国有企业大规模

实施民营化转型或采取社会契约制度、区域竞争等激励性规制手段，
”

公
“

权市场由此加快向
“

市

场化
”

转型。
“

市场化
“

实践中，美国1976年开始实施排污权交易许可证制度，德国随后效仿美

国；20世纪80年代，更多的国家尝试实行公共资源（土地、矿产等）明确界定产权制度和自由协

商制度等，放松政府管制制度。 这些改革有的取得较好成绩，如美国的许可证交易制度； 有的则

无法运行甚至带来严重环境后果，如放松排污项目准入管制使部分发展中国家接收了发达国家

污染转移的产业。 实际上，许多尝试的
“

市场
“

手段由千在实践中没有现实的可行性，政府对公共

资源领域依然以行政性规制和
＂

庇古税
”

规制为主，只是比以往较多地采用庇古手段和加入很小

部分的科斯手段。 例如，OECD国家1972年开始推行
＂

庇古税
“

政策，经近20年摸索，在20世纪

90年代初才实施产品环境税制度，排污权市场交易推行至今只限千少数国家。 在国有企业私有

化和激励性规制改革方面，世界各国普遍取得良好的效果，但许多公共性较强的领域，如能源、交

通、邮电、通讯等，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合资企业还是大量存在。 这可大体上反映出各国政府

对
“

公
“

权市场改革的一个方向：把市场方法引入到现有的政府规制中，以增加政府规制的弹性和

效率，而不是以
“

私
“

权市场完全替代
“

公
“

权市场。 这表明各国
“

公
“

权市场正朝着混合市场发展。

四、混合市场的
“

公
”

、“私
”

产权最优均衡分析

混合市场制度如何设计安排才能达到效率最优？以政府作为
“

公
“

权代表，企业作为
“

私
“

权

代表，市场是两者供求商品
“

交易
”

的平台，在此条件下，按边际分析原理，混合市场最优的
“

公
”

、
“

私
“

产权均衡是
“

公
”

、
“

私
“

产权的边际
＂

价格
”

在混合市场中相等时达到均衡，即作为
“

公
“

权主体

的政府与作为
“

私
“

权主体的企业在混合市场中供求商品均衡时的边际效率相等，此时混合市场

的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

公
”

、
“

私
“

产权达到最优均衡。

为易于对比政府和企业进入市场提供混合品的边际效率（以净收益表示），这里假设现有技

术条件和地域范围内，某一单位混合品的生产成本和使用的社会收益（效用）相同，并设该产品的

社会总需求为固定数量。 在此条件下，政府和企业进入混合市场的
“

深度”及两者的均衡点将由

其边际成本函数（曲线）决定。 除去生产成本 g，政府投入的社会成本包括决策成本G和代理

成本Cb，其中决策成本是一种宪政成本，代理成本可细分为行政成本和社会机会成本，前者主要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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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信息收集、规章制定、行 政栽决成本，后者主要包括权力租金流失和国有企业效率损失成本。

设以亡代表政府投入的社会总成本，则政府
”

附加
“

的边际社会成本函数为：

df (Cm) =df(C) +df(Cb) (1—1)

同理，除去生产成本 g，企业投入的社会成本包括交易费用 Cx 和社会机会成本Cc，前者包

括事前签订契约、事中履约、事后分配等成本，后者包括企业供应不足、隐瞒信息、产权界定保护

等社会机会成本。 设以G代表企业投入的社会总成本，则企业
”

附加
＂

的边际社会成本函数为：

df(C.) =dfCCx) +df(Cc) (1-2) 

当政府和企业进入市场的
＂

附加
“

边际社会成本相等，即 df（已）＝df(Ce)时，混合市场的社

会配置效率达到最优（如图3所示）。

图3中，横轴代表市场的份额，即双方进入的
“

深

度
“

，纵轴代表
”

附加
＂

的社会成本。 df(Cm)、df(C.)线开

始均为零，因为没有市场份额，附加的成本自然也不存

在；df(Cm)、df(C.)线在 接近100％时，边际成本都趋向

一个不确定且很大的值，这个值也有可能是无穷大，因

为只有政府而没有企业的市场和只有企业而没有政府

的市场的内部交易成本（对政府）和外部交易成本（对

MC

企业）都将是相当高的，在市场范围很大时，这个值将 。

趋于无穷大。 前者的内部交易成本主要来自
“

无底
”

的 企业

信息成本权力租金成本、国有企业效率损失成本与消
0%-100% ？他

e, e。e2

混合市场深度
100% 

政府
｀一 100%-0%

费者因效用不满足而损失的机会成本；后者的外部交

易成本主要来自事前
“

巨额
＂

的订约成本、事中互相 产
图3 混合市场最优均衡

生的负外部性成本、产权界定保护成本和消费者得不到足够供应的社会机会成本。 当政府和企

业互相配合，各占据相当比例的市场份额时，双方
”

附加
＂

的社会成本才处于合理水平。 由于双方

的边际社会成本曲线是随着市场份额的增加而加速上升的，即 df（已）／de>O、df(C.)/de>O; d叮

(Cm)/de2 >0、小fCC.)/ de2 >0，使总的
＂

附加
“

社会成本(df（仁）＋df(Ce)）在 df（C,,)=df(C.)时

降到最小，如图3中的＠点。 在＠点，混合市场中
“

公
“

权（政府）和
“

私
“

权（企业）的运行效率达

到了均衡，混合市场配置效率达到最高。

以上描述的是混合市场的静态均衡。 实际上，混合市场因制度安排和效率的改变经常会使

旧的静态均衡被打破和新的均衡不断形成。 当政府运行效率提高而企业效率不变时，df（亡）曲

线将向下移动，使均衡转移到n1点，政府在混合市场中的
“

深度
“

增加了 e]伪。 同理，当企业运行

效率提高而政府的效率不变时，df(C.) 曲线向下移动，新的均衡移动到n 2 点，企业在混合市场

中的
“

深度
“

增加了如边。 当政府和企业的运行效率同时同比例提高时，混合市场新的动态均衡

点将移动到 e. •，整个混合市场的配置效率得到提高。

混合市场最优均衡点不仅与政府、企业的效率改变和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也与混合品的特性

紧密相关。 公共品和外部作用范围较大的混合品，其均衡点将偏向＠点的左方，而俱乐部产品

和外部性 作用较小的混合品，均衡点将偏向＠点的右方。 从经济学原理解释，公共性和外部性

越强的产品，其交易过程中的外部性 交易成本越大，越容易出现
“

搭便车
＇

＼隐瞒偏好和无法明确

产权现象，就越需要政府更多地制定市场规制以克服市场失灵。 理论上，当
“

公
”

、
“

私
“

产权 最优

对接时，混合市场总的
＂

附加
“

社会边际成本达到最低点 e*，离e ．

点越远，说明制度安排失衡越

严重。 图3模型把市场假设为没有磨擦的平台。 现实中，市场制度的优劣严重地影响到政府与

企业在混合市场中的运行效率，当市场制度完善发展时，尸点将向下移动，反之则相反。 市场制

度的规范和健全与法律制度、伦理道德水平紧密相关，后两者是市场制度的
＂

支架
＂

。 所以，e ．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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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低与法律制度、伦理道德水平也有密切的因果关系。

＊本文为本人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在修改过程中得到我的导师一一江西财经大学伍世安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

表示感谢！

注释：

CD何绿野、崔建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 页。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消费的非竞争性使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生产者不愿生产；非排他性使消费者容易搭便车，消费者不愿购买。

＠从经济意义上讲，纯之又纯的公共品存在条件苛刻，所以， 一般意义的公共品实际上都是混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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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chanism of Mixed Market and Its 

Optimum Equilibrium 

WANG Wan-sha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加nt,]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first makes a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f market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 and then it expounds the three forms of market.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mixed market, form of tra

ditional market of public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modern mixed mar

ket. Finally, the paper makes some explorative analysis on the optimum equilibrium of the 

mixed market. 

Key words: mixed market; mechanism; equilibrium;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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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经济全球一体化与亚洲经济结构调整
“

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经济全球一体化与亚洲经济结构调整“国际研讨会于 2003 年 3 月 28-29 日在中国上海财经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主办，日本大阪商业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和韩国江原大学产业经济研

究所协办。 它是继日本大阪商业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 2000 年 11 月主办的“ 21 世纪的亚洲能否持续 ｀ 成长' “大

阪会议和 2001 年 11 月韩国正原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 东北亚区域经济圈 “会议后，在中国举行的年会。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 29 名，有来自日本、韩国、英国、中国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学者，以及实业界人士。 会

前共提交了论文 18 篇。 会上首先由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裘逸娟教授致欢迎词，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丛树海教

授讲话祝贺；共有 15 位学者在会上宣讲论文，并进行了 4 次点评、提问和讨论；最后由亚洲经济研究所顾问潘洪

萱教授作研讨会小结。 日本前田启一教授就 2003 年 11 月拟在大阪召开的“ 市场经济和企业经营“国际研讲会

征求各方意见。 上海财经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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