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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一科斯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科斯
,

罗纳德
·

哈里
,

教授由于 对

经济的体制结构取得突破性认识而荣获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

科斯 年出生在英国的米 德 尔 塞 克

斯
,

现在是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 已退休

年 荣誉经济学教授
,

高级法学与经济学

研究员
。

他 年获伦敦大学商学士
,

年获理学博士 经济学
,

从 年起任芝

加哥大学教授
,

年
,

为美国 经 济 学 会
“

杰出会员
” 。

科斯教授此次获奖
,

据瑞典皇家学院诺

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所指出的
,

是由于他发现

并阐明了交易费用和财产权在体制结构中的

重要性及其在经济中的作用等方面的成就
。

的确
,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

经济学家们大都

着重于研究在体制结构的框架内经济是如何

运行的
,

但科斯教授却对体制结构本身的特

殊原则作出了经典的解释
。

他的这些贡献有

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和法学的研究
。

科斯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盛 誉 由 来 己

久
。

在他近六十年的经济学学术生涯中
,

始

终治学严谨
,

注重实证 虽然他仅仅发表过

十几篇经济论著
,

但几乎每一篇都是货真价

实的成熟之果
,

引发过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

科斯并不象大多数经济学者那样尽可能地发

表论文和著作
,

而是尽量多地让学者们对他

论著进行评论和探讨
,

因而曾被誉为
“

最富

创意性的经济学者
” 。

他有两篇最为重要的

经济学论文是 年 明 发表的《公司的本

质 》和 年 月发 表 的 《 社 会 成 本 问

题 》
。

《公司的本质 》

发表了 年后
,

才逐渐被经济学界所重视
,

成为 年代末兴起的政府经济学及政府理论

的代表性理论之一
。

科斯认为 在市场交易

往往要付出高昂的费用
,

所 以在某些情况下

市价是难以决定的
。

因而
,

即使是在私有产权

体制下
,

资源的配置常常也是不能 以市价为

指引的
。

定价的费用是交易费用 中很大的一

项
,

包括量度费用
、

检验费用
、

资讯费用
、

讨价还价及履行合约等各种费用
。

由于交易

费用大
,

而又难以决定市价
,

公司便会形成以

替代市场
,

在内部完成各种资源的配置
,

从而

免却很多种市价的决定
,

以节省交易费用
。

在科斯的理论范围内
,

公司与政府显然

是大同小异的
,

而公司的某些结构往往与政

府的结构相同
。

在这一点上
,

科斯与列宁的

见解是一致的一一政府其实就是 一 家 大 公

司
,

这对后来政府经济学的发展起过较大的

推动作用
。

历来经济学者都希望 找 出 一 个
“

规律
” ,

来断定那些种经济活动
,

政府办

理会比市场有较高效率
。

虽然这一
“

规律
”

尚不得而知
,

科斯的公司原理及交易费用理

论却使得对这一问题 的探讨更加深入化
。

社会成本间题 》
。 则可以称得上是科斯在经济学方面

的真正杰作
。

这篇博大精深 的文章
,

是被经

济学者弓用次数最多的论著之一
。

科斯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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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
,

平均主义的做法
,

任何简单化地对劳

动的计量 如仅计算上班时间等
,

都无助

于调动生产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

反而会压

抑人们的创造欲和创造能力
。

一旦创造潜能

受到压抑
,

那么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就不可能

迅速提高
,

经济对人 口的承载力很难上升
,

反而可能会有所降低
,

甚至因不堪重负而垮

掉
。

总之
,

对社会 生产技 术演 进和 人 口 发

展的考察告诉我们 人 口压迫生产力的压力

要转变为动力
,

必须有生产技术水平的大幅

度提高 这一提高又需要在严格周密地度量

每个劳动者的劳动贡献的基础上进行切切实

实的按劳分配
,

以充分发挥人们 的 创 造 潜

力
,

扩大人 口容量
。

战后 日本经济和技术水

平的迅速提高和人 口 容量的扩大就是实证
。

我国人 口 间题的解决不能把视野仅局限在计

育上
,

应当同时注重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
,

以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人 口载力
。

注释

①如联合国人口委员会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

夫

妻结婚时的年龄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有关 参阅 长乐等编译《婚姻与国家发展水平 》

载《青年参考 》
,

年 月 日

② 摩尔根 美 《古代社会 》上
,

商务印书馆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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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阅埃斯特 博塞汝 丹麦 著 《古代的

人口与技术 》
,

载《人口译丛 》
,

年第 期

④参阅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第 卷
,

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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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姚元拜等 《医学史 》
,

湖北科技出版社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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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张文贤 《人口经济学 》
,

上 海 人 民 出版

社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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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年来燕得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普遍

赞誉
,

他在理论上的突破
,

给予 了在一定经

济体制结构框架内的经济运作一个基本而完

整的解释
。

科斯对
“

财产权和总产出问题
”

的答案
,

用了两个完全相反的假设
,

但竞然得到一个

相同的经济效果 —即所谓
“

科斯定理
”

它以这一论据为基础
,

即在没有交易成本并

且对财产权作出明确规定并加 以实施的条件

下
,

外差因素不会引起不恰当的资源配置
,

在这一场合
,

与外差 因素相关的两方会有一

种市场动力促使双方达成互利互惠的交易
。

就是说
,

使外差 因素内部化 没 有 政 府 干

预
。

这个中性原理认为享有资源使用投票

权的财产所有者
,

不管是外差因素中的生产

者还是消费者
,

交易过程的结果总是完全一

样的
。

用这一定理有力地驳斥了以
“

火车与

禾田
”

的例子而冒然地指责市场已经失败
,

主

张政府应 该干预
,

由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划生

· ·

提出的观点和论调
。

“

科斯定理
”

的主 旨

在于论证 不论财产权谁属
,

只要界定清楚

为个人所有
,

市场的运作能力便 会 自动 行

使
,

产权买卖的双方通过谈判互定合约
,

可

以使资源的运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
。

在《社会成本间题 》一文中
,

科斯定理

只不过是个小贡献
,

远为重要的贡献是科斯

将该定理引伸到有交易费用 非生产费用

的情况中去
,

他提醒了当代的经济学家
,

在

实践上分析经济制度 体制 时
,

一定要考

虑财产权和那些可观的交易或非生产费用
。

近 年
,

科斯的理论经过无数实证资料

和各种理论演变的考验
。

目前较为流行和满

意的结果仍然是 只有在界定清楚的产权制

度下
,

人类才会有自利的原故千方百计地把

各种交易费用所 占的比重尽量减低
。

在某种

意义上看
,

这也算是由科斯理论所演变出来

的对西方国有制和公司体制所作的贡献
。

王 荣 叶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