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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市场缺陷的评价标准与市场缺陷

曾国安　宋奇成　郁文达

一、市场缺陷的评价标准

对市场缺陷的讨论充斥着经济学文献。
但综观经济学文献, 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缺陷
的认识却并不一致。如果是不同时代的经济
学家们对市场缺陷的认识存在不同的看法,

那并不奇怪, 也不能作为支持对市场缺陷有
不同认识的充分的证据, 因为经济学是在不
断演进的, 后代经济学家当比前代经济学家
有更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但问题在于, 即使
是当代经济学家, 他们对市场缺陷的认识也
不相同。如萨缪尔森将市场缺陷归结为这样
几个方面: (1) 由于存在垄断、外部经济效
应和公共物品, 使得资源配置缺乏效率;
(2) 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3) 不能解决
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和经济低增长问题①。而
米德则认为市场在以下方面存在缺陷: (1)不
能避免和解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
(2) 不能解决人为地形成的垄断势力和由规
模经济产生的垄断对产品产量、产品成本和
产品价格的干预问题; (3) 市场不适合提供
供全体社会成员享用的产品, 如司法权的行
使、法律和社会秩序的维持等服务; (4) 市
场不能保证机会均等, 也不能解决收入分配
的不平等问题; (5) 市场不能精确地规划不
确定的未来; (6) 市场不能解决经济结构的
重大变化问题; (7) 市场不能很好地解决由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立所引起的重要社
会问题, 如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

等问题②。虽然萨缪尔森与米德对市场缺陷
的认识有相同的地方, 但是也存在不同的方
面, 米德所界定的市场缺陷的范围比萨缪尔
森所界定的市场缺陷的范围要宽得多。中国
国内近几年对市场缺陷问题的讨论相当多,

学者们的看法也存在着差异。
市场缺陷的存在是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

经济的必要条件, 对市场缺陷的不同认识势
必导致人们对政府调控经济的范围的不同的
认识。在经济体制改革中, 调整或重新安排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内容, 如果我
们对市场缺陷不能作出合理的界定, 就不能
使市场与政府得到最优“配置”。因此我们有
必要对市场缺陷进行专门讨论。中外经济学
家之所以对市场缺陷有不同的认识, 笔者认
为主要不是经济学家们研究水平的差异所造
成的, 而主要是由他们对市场缺陷的评价标
准的差异所造成的。因为任何经济学家在讨
论市场缺陷的时候, 总是以一定的标准为依
据, 按照某一个或一组标准进行评价。没有
评价标准就谈不上市场有缺陷或无缺陷。说
市场有缺陷正是从一定的标准出发而得出的
结论, 评价标准不同, 自然会得出关于市场
缺陷的不同的结论, 对市场缺陷的不同认识
导源于评价标准的不同。这样, 能否对市场
缺陷进行全面、深入、准确地分析, 首先就
取决于评价标准的设定是否合理。评价标准
不合理, 就不能够对市场缺陷进行全面、深
入、准确地分析。评价标准的设定属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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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范畴, 标准设定后, 再通过实证分析
而得出结论。如何设定评价标准呢? 应从市
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本问题的能力
作为标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不
是单一的, 因此评价标准不能是单一的, 而
应该是一组或多个评价标准。那么具体应设
定哪些评价标准呢? 笔者认为应设定以下评
价标准:

(1) 市场本身有没有能力使经济资源得
到最优配置;

(2) 市场本身有没有能力实现收入分配
的平等;

(3) 市场本身有没有能力维持宏观经济
稳定;

(4) 市场本身有没有能力协调个人利益
与社会利益;

(5) 市场本身有没有能力协调短期利益
与长期利益;

(6) 市场本身有没有能力形成和维持公
平交易和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

(7) 市场本身有没有能力使经济得到长
期、快速地增长;

(8) 市场本身有没有能力使重大经济结
构的失衡得到快速地调整;

(9) 市场本身有没有能力维护国家经济
利益;

(10) 市场本身有没有能力消除“非市场
品”和“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

( 11) 市场本身有没有能力维持经济制
度;

( 12) 市场本身有没有能力解决社会矛
盾, 形成和维持安定的社会秩序。

二、市场的缺陷

有了上述的评价标准, 我们就可以对市
场缺陷进行分析了。市场在哪些方面存在缺
陷呢?

11 市场不能使经济资源达到最优配置
状态。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状态是帕累托效
率状态。帕累托效率状态是资源配置的这样
一种状态, 即资源配置的任何改变都不能在
任何一个人境况不变坏的情况下, 使任何一

个人的境况变好。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效率
状态是有条件的: (1) 对于商品在消费者之
间的分配而言, 任何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
对于任意两个消费者都是相等的; (2) 对于
投入在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 任何两种投
入 (生产要素) 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对任意两
个生产者都是相等的; (3) 对于投入品在产
业中的分配和商品在消费者中的分配而言,

须满足: 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与生产
者生产这两种商品的边际产品转换率是相等
的。满足这三个条件即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完全竞争市场经济中, 这些条件可以

得到满足, 但完全竞争市场的形成有赖于以
下条件:

(1) 市场是充分竞争市场, 即市场上有
许许多多的厂商和客户, 每个经济当事人都
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价格, 按市场价格信号
决定自己应当如何生产和消费, 而不能以任
何手段操纵价格, 即每个经济当事人都只是
价格的接受者, 而不是价格的决定者或操纵
者。

(2) 充分信息 (经济信息完全和对称)。
买卖双方对交易的内容、商品的质量和衡量
标准等都有完全充分的了解和对称的知识,

即无信息的弱势方, 也无信息的优势方。
(3) 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即单位产品

的成本不因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减少, 而是保
持不变或增加, 这样产量增加就不会使单位
产品的报酬率增加, 即任何生产者都不会因
其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其报酬率。

(4) 任何人的经济活动都无外部经济效
应, 即任何经济当事人的生产或消费行为不
会对其他人的福利造成任何有利或不利的影
响。

(5) 不存在交易成本, 即人们总是可能
不付代价地相互达成自愿的交易而增进彼此
的福利。

(6) 经济当事人具有完全理性, 即每个
人在做出经济决定时, 总是能够最大限度地
增进自己的福利。

但现实中的市场并不能满足上述各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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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大多数市场都不是充分竞争市场, 卖

方或买方都可能有能力影响或控制要素或产
品的价格;

(2) 市场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 特
别是信息成本的存在使得几乎不可能有充分
信息;

(3) 许多行业都存在着规模经济, 即规
模报酬递增;

(4) 大多数经济活动都具有外部经济效
应, 还存在着公共物品;

(5) 不仅存在着交易成本, 而且交易成
本往往是高昂的;

(6) 现实中的经济当事人并非都具有完
全的理性, 其作出的经济决策并不一定能增
进其福利。

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现实中的市场并不
是完全竞争市场, 这样也就不能使经济资源
配置效率达到最优。

21 市场不能实现收入分配的平等。在市
场经济中, 人们既可以凭借自己向社会提供
劳动获得劳动收入, 也可以通过向他人让渡
资产的使用权或所有权获得资产收入。一方
面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因素造成的人们劳动能
力的差别、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
劳动者的劳动倾向和实际劳动贡献的不同,

使劳动者之间获取的劳动收入出现差距, 另
一方面由于居民拥有的资产数量和资产收益
率的不同, 使居民之间获取的资产收入出现
差距。那些劳动收入和资产收入高的居民能
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和训练, 能够更多
地利用各种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从而获得
更多的收入, 而那些劳动收入和资产收入低
的居民则只能接受很少、很差的教育和训练,

没有能力进行投资, 从而获得的收入相对地
会越来越少。这样就会出现富者愈富、穷者
愈穷的结果。虽然在市场经济中, 就居民个
体来说, 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是可以相互转
换的, 但就居民群体或阶层来说, 则总是存
在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这两极, 亦即收入分
配的不平等总是存在着。

31 市场不能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宏观

经济的不稳定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市场经
济是自由经济和私利经济, 任何经济当事人
的经济决策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 决不会考
虑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否会平衡的问题, 而只
要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 就会出现宏观经济
的不稳定, 包括总产量的波动、总就业的波
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等等。宏观经济波
动必然影响到经济当事人, 改变他 (它) 们
的经济环境, 损害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
条件。市场既不能防止宏观经济失衡, 在出
现宏观经济失衡后也无力迅速校正失衡。

41 市场不能有效地协调个人利益与社
会利益。市场经济是私利经济, 经济当事人
从个人利益出发采取的行动并不一定同社会
利益相协调。有利于个人利益的行为, 可能
会损害社会利益, 而符合社会利益的, 市场
又不能促使个人去做。如人口生育, 就我国
目前而言, 多数人愿意多生子女, 多要子女
能增加个人利益, 但是大家都多生子女, 势
必造成人口的大幅度增长, 对经济发展造成
损害, 而市场并没有能力使人们少生育子女。

51 不能有效地协调短期利益与长期利
益。市场经济中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有的可能
有利于增加长期利益, 但有的则会损害长期
利益, 增加未来的负担。市场经济是私利经
济, 经济当事人总是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

而且是追求短期的最大化的经济利益, 对每
个经济当事人而言, 其对成本、收益的评价
都是短期的, 而并不包括未来成本、未来收
益, 这样也就不能有效地协调短期和长期利
益, 不能解决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或
对立。例如砍伐森林可以获得收入, 换取各
种产品, 对当代生产者有利, 可是森林资源
的减少造成的水土流失、气候的改变、某些
生物物种的减少或消失的代价等等则由后代
人来承担; 又如地下水公司开采地下水, 公
司获得利润, 消费者获得效用, 可是由地下
水长期开采过度造成的地面下沉、土地干化
或沙化以及其他代价则要由后代人来承担。
生态失衡、资源枯竭正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
益存在矛盾而市场又不能有效地解决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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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市场不能形成和维持公平交易和公
平竞争的经济秩序。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
济, 任一达成的交易都可视为交易双方达成
或完成了一个契约 (合约)。不过, 这并不意
味着所有的契约都是公平的, 也就是不是所
有交易都是公平的。有多种多样的因素会造
成非公平交易或非公平竞争: (1) 交易双方
的信息不对称; (2) 交易双方的力量不对称,

使一方处于优势地位。如在成年人同儿童、老
人之间的交易中, 在有经验的人与无经验的
人之间的交易中, 前者处于优势地位; (3) 垄
断力量的存在。例如相对于买方, 卖方处于
垄断地位, 双方就不能公平交易; 再如某一
行业存在工会, 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同工会会
员在竞争职业岗位时就会出现不公平竞争。
(4)“市场短边”的存在。现实中的市场多是

“非出清市场”, 这样就总会存在处于“市场
短边”的经济当事人——交易的要求数量少
的一边 (方)。如当雇主愿意雇佣的人数少于
愿意工作的人数时, 雇主即处于短边, 相反,

工人即处于短边; 再如贷款银行愿意发放的
贷款数额少于潜在的借款人所要求的贷款数
额时, 银行即处于短边, 反之, 借款人则处
于短边。由于“市场短边”的存在, 即使交
易双方的信息是充分的, 也有大量的买卖者,

仍不可能保证形成公平交易、公平竞争的状
态, 短边者会将大量制裁施加于或威胁要施
加于对方, 使对方 (长边当事人) 按有利于
短边者的利益而行动。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可
导致非公平交易、非公平竞争。市场本身没
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 不可能形成、维持统
一的、长期有效的保证公平交易、公平竞争
的规则或制度。在现实中, 在各国有关法规
不健全的条件下, 坑蒙拐骗、弱肉强食是大
量存在的, 即使在法规已相当健全的国家, 坑
蒙拐骗、弱肉强食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这说
明市场本身没有能力形成和维持公平交易和
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

71 市场不能保证经济长期、快速地增
长。首先市场不能防止和有效地解决宏观经
济失衡问题, 从而不能保证经济长期、稳定
地增长; 其次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 生产者、

消费者都享有自由的经济决策权, 这样也就
不能保证投资、消费能得到长期、快速地增
长, 从而也就不能保证经济得到长期、快速
地增长。

81 市场不能保证重大经济结构的失衡
得到快速地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包括
产业结构的重大失衡、地区结构的重大失衡、
消费结构的重大失衡、进出口结构的重大失
衡等。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失衡的原因是复杂
的, 市场在校正经济结构的失衡中具有重要
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能校正某些类型的经
济结构失衡, 但是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存在
局限性的。一方面某些类型的经济结构的重
大失衡, 市场没有能力校正, 例如具有公共
物品性质的产品生产行业的发展滞后, 一些
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落后等就不能依靠市场
去解决; 另一方面即使一些类型的经济结构
的重大失衡最终可以靠市场本身的力量去校
正, 但由于市场力量依靠的是经济当事人对
市场信号的反应而产生的行为, 从市场信号
的产生, 到经济当事人产生反应, 再到经济
当事人采取行动, 而且需要众多的经济当事
人产生反应和采取行动, 这无疑是一个很长
的时间过程, 在调整过程中, 国民经济将因
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而备受损失, 因此如果
出现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 而又需要迅速校
正这种失衡, 是不能依靠市场力量来解决的。

91 市场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利益。
市场经济是利己经济、自由经济, 经济当事
人的行为目标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而不是
国家经济利益 (公共利益) 的最大化。经济
当事人始终考虑的是其行为对自身利益的影
响, 而不是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影响。消费者
追求效用的最大化, 他所考虑的是其消费行
为能否增加他的效用, 而不是对国家经济利
益的影响。例如居民的饮料消费, 居民只考
虑饮料消费效用, 而不考虑这种饮料是国内
企业生产的, 还是由国外企业生产的, 如果
居民大量消费国外企业生产的饮料, 则会使
国内饮料销售下降, 从而使国内饮料生产行
业的发展受阻, 继而带来失业的增加、税收
的减少、中间产品需求的下降等不利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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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增长的后果。生产者追求盈利的最
大化, 只要有利可图, 那他就不顾其行为对
国家经济利益的影响。例如走私活动, 走私
虽然会增加走私者的利益, 但却会挤占国内
市场, 损害国内产业的发展。这类问题市场
是解决不了的。市场只认识私利, 而并不认
识“国界”, 它没有能力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

101 市场不能消除或限制“非市场品”和
“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非市场品”是
指按照人类社会伦理标准不能通过市场供应
或进入市场交易的产品。例如按照社会伦理
标准, 不能进行人口买卖, 也不能有色情产
品、性服务的商业交易。但是市场既没有能
力使人口、色情产品、性服务不进入市场交
易, 在存在这类交易的条件下, 市场也没有
能力消除这类交易。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 按
照市场的规则, 只要有买方和卖方, 就会形
成交易, 而不管交易对象是“市场品”(按照
人类社会伦理标准能通过市场供应或进入市
场交易的产品) 还是“非市场品”, 这样就会
出现“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若无市场
以外的力量的干预,“非市场品”进入市场交
易是无法避免的。

“有害物品”是指满足人们的非有益需要
的产品, 即这类物品的消费对消费者是有害
的, 对社会也是有害的。如毒品、烟草、赌
博、烈性酒等物品就属于有害物品。现实中
的人并非都是理性的, 总有人消费这类物品,

有人主动消费这类物品, 有人则被他人引诱
消费这类物品, 甚至有人会被他人强制消费
这类物品。任何物品, 只要有销售市场, 同
时社会又有生产能力, 在无外力干预的条件
下, 就会有人去生产, 来满足有害物品的市
场需求, 生产者则从中获利。市场既不能防
止, 也不能限制, 更没有能力消除此类物品
的消费和生产。

111 市场不能维护经济制度。市场是中
性的, 它不会偏爱私有制, 也不会偏爱集体
所有制、国家所有制, 抑或其他所有制。市
场经济既与私有制经济制度兼容, 也与公有
制经济制度兼容, 也可与混合所有制经济制
度兼容。市场本身并不会起到扶助有利于某

种经济制度的长存的企业的发展的作用, 同
时市场也不会有打击有利于某种经济制度长
存的企业的发展的作用, 亦即它既没有专门
维护某种经济制度的能力, 也不会特别不利
于某种经济制度的维持。市场本身对于不同
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是平等的, 这就是说一种
经济制度是否能长期存在下去并不是由市场
决定的。市场没有能力维持一种经济制度。

121 市场不能解决社会矛盾, 从而不能
形成和维持安定的社会秩序。社会矛盾是由
多方面因素引起的, 经济、社会、政治、历
史等方面的因素都可能引起和激化社会矛
盾。市场本身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
题, 也没有能力形成和维持公平交易与公平
竞争的经济秩序, 又不能保证宏观经济的稳
定, 并且不能消除或抑制“非市场品”和
“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 从而不能消除引
起和激化社会矛盾的经济因素。市场力量更
没有能力消除引起和激化社会矛盾的社会、
政治和历史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市场力量不
能解决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矛盾是形成和维
持安定的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 既然市场力
量不能消除社会矛盾, 它也就没有能力形成
和维持安定的社会秩序。没有安定的社会秩
序, 就必然会损害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市场缺陷既决定了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
济进行调控的必要性, 也规定了政府调控的
范围。只有政府做好了该它做的事, 才能弥
补市场力量的缺陷, 政府才能在经济发展中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保罗·A ·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

《经济学》, 第 14 版, 中文版, 上册, 72～ 81

页,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6。

②詹姆士·E·米德: 《明智的激进派经济政策

指南: 混合经济》, 中文版, 上海, 上海三联

书店,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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