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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基础上赋予公民更多的话语权"

!关键词"公共物品#公共机构#内在性#市场机制#公共物品供给

!中图分类号"2"'!>'**!文献标识码"0**!文章编号"$""( (A%%#!"$"$"! ""#) "'

**传统理论认为$公共物品具有正的外部效应$从
而导致市场供给的严重不足$因此政府有必要进行
干预' 政府干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共物品
供给不足的问题$但也存在着低效率问题*$+ ' 本文
试图从内在性的视角分析这一问题$并提出相应的
政策建议'

一% 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内在性及其表现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外在性是指未被计入生
产价格的成本$而内在性则是指被计入生产价格的
成本' 由于内在的经济性原本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
表现和要求$学者们对内在性问题的研究不多' 笔
者总结了关于内在性研究的三种理论/一是市场行
为的内在性' 史普博在,管制与市场-一书中结合他
对政府管制问题的研究$阐释了市场领域的内在性
问题' 他认为内在性是(由交易者所经受的但没有
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交易的成本和效益) *!+ ' 二是
政府行为的内在性' 沃尔夫在,市场或政府-一书中
结合他的非市场缺陷理论$对政府机构的内在性问
题进行了探讨' 他认为内在性是(用来确立非市场
组织内的目标$用以指导%规制和评估机构运行和机
构人员的行为) *%+ ' 三是个体行为的内在性' 在行

为经济学中$内在性描述的是这样一种行为/从长期
看施与了一个人成本或收益$但在当前他作出决定
时却未被考虑' .?PGE 认为$内在性是指(当前的选
择对将来选择的效用的影响) *(+ ' ]CGBR?E 形象地
描述了内在性的定义/(尽管选择去吃甜食%抽烟或
躲过今天的锻炼不伤害任何人$但却伤害了你2未来
的我1' 如果一个人想象成由多个2自我1组成###
现在的我希望沉迷于短暂的满足$未来的我希望健
康###现在的我会施与未来的我2外在性1$这种个
体内的外在性则被称为2内在性1') *)+

综合以上三种定义$内在性是由行为人承担的
额外的成本或收益' 这些成本或收益虽然进入了行
为人的成本计算$但却没有反映在行为契约或安排
之中' 公共物品供给中也存在着内在性问题$这使
得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达不到最优点' 公共物品主
要是由公共机构来供给的' 为了进行公共物品和服
务的生产活动$公共机构需要有一些明确的标准'
由于公共机构缺少像市场组织那样来自于消费者行

为%市场占有率和利润大小等直接的运行指标$公共
机构必须制定自己的标准' 这些标准以及由此决定
的公共机构的行为$导致了在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
中供给机构或消费者承担了未在契约或安排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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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或收益$即内在性问题' 在公共物品的供给
中$内在性问题扩大了公共机构的供给曲线$提高了
公共机构的成本$使其高于技术上的成本$导致多余
的总成本%较高的单位成本和比有效水平更低的公
共物品供给水平' 这就产生了公共!政府"失灵问
题' 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导致出现内在性问题的
公共机构的标准或行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 最大化预算

市场组织通常把利润作为评估机构运行的标

准$而公共机构则倾向于将其预算规模作为主要的
评价标准' 也就是说$公共机构往往根据机构成员
和下级单位对扩大预算和保护预算免受削减所作的

贡献来评价他们的行为' 这是一种证明成本的合理
性而不是减少成本的动力机制$它会导致公共机构
活动规模发生扭曲' 尼斯坎南构造了一个官僚预算
最大化模型来说明这一问题' 他认为$在所承诺的
不同产出以及能申请到的不同预算中$公共机构总
是试图最大化其预算' 也就是说$只要总预算等于
或大于总成本$行政机构总是力图使总预算最大化'
预算最大化是公共机构内部的一种巨大推动力

量*'+ ' 由于公共机构具有预算最大化的倾向$政府
的运作成本越来越高$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 公共
机构总是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手段试图增加本部门

的财政预算$否则$如果支出小于拨给$就意味着次
年拨给的资金要相应减少'

"二# 职能强化

职能强化是指公共机构尽量夸大其担负任务的

重要性$并在具体的活动中尽量使自己的职能发生
最大的作用' 这就要求公共机构不仅要善于维护自
己的职能$而且要善于制造工作以强化自己的职能'
强化自身职能与最大化预算二者互为因果$即为了
得到更多的预算$公共机构必须尽可能地夸大职责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强化职能则意味着机构要承
担更多的工作!有益的或无益的"$从而需要更多的
预算资金支持'

职能强化是任何组织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 在
市场上$企业组织也有强化职能的倾向$但这种强化
是围绕着利润最大化这一目标来进行的' 公共机构
的目标是不确定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公共机
构必须依据自身的内在目标而不一定是社会福利的

标准把自己的职能尽可能地强化'
强化职能还表现在公共机构的主动干预倾向'

在我国$公共机构职能强化的现象尤为突出' 由于

处于转轨过程之中$从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下来的
庞大公共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通常会主动介入市

场' 很多政府职能部门总是依据种种理由对企业的
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干预$严重破坏了企业生存和发
展的环境'

"三# 内生性扩张

内生性扩张是指公共机构在外部公共物品和公

共服务供给任务不变情况下的扩张行为$主要表现
为雇员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支出的不断增加' 一般来
说$公共机构不能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其目标$但为了
追求最大化预算$其有可能会把扩大工作人员数量
作为手段之一' 弗里德曼在他的,自由选择-中用一
个流行于美国民间的笑话说明了政府机构的扩张现

象' (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知道需要多少美国人安
一个电灯泡吗0 另一个人回答说/需要五个人$一个
人安灯泡$四个人填写环境影响报单以及安全和卫
生管理局要求的各种报告书') *&+帕金森定律就揭示

了政府机构自然膨胀%政府工作效率自然降低的法
则' 帕金森指出$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只要不是处在
战争时期$其人员编制总是不断增长的' 政府中工
作人员的数量和工作量不相关$不论工作多少$甚至
有的工作完全没有了$工作人员的人数仍在以同样
的速度递增' 这个定律包括两条!作为动机要素的"
法则/其一是增加部属的法则$其二是增加工作量的
法则*A+ ' 这两条法则说明了政府机构扩张的基本特
点/一是机构内部的规模不断扩大$机构越来越多$
公职人员不断增加' 二是内部的等级逐渐细化' 行
政机构与行政层次增加$必然加大了行政开支%增加
了行政工作的时间%降低了工作效率'

"四# 技术选择的非适用性

在市场组织中$怎样生产的问题是相互竞争的
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通过选择先进适用

的技术来确定的' 与市场组织一样$公共机构也必
须选择生产技术' 由于公共物品的价值难以估量$
而且公共机构的目标也具有不确定性$公共机构选
择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就不能保证是经济意义上最有

效的' 一般来说$公共机构出于最大化预算的目的
会追求先进的%现代化的或复杂的技术&另一方面$
公共机构也存在着反对新技术的偏见' 唐斯认为公
共机构反对新技术是由于相当大的(沉没成本)所导
致的' 而(沉没成本)包括过去在人事方面的投资%
标准化运作程序%与客户及政治家和社会其他部分
相联系的状态等*#+ ' 这种经验和技能使层级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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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惯性$致使组织结构抵制创新$甚至抵制一些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创新' 在组织建立之初$该组
织结构可能反映了当时的技术和行政手段的最新水

平&而一旦组织建立之后$其结构就具有一种倾
向###要把自己原封不动地保持一段时间'

"五# 信息控制

与其他组织一样$公共机构的稀缺信息也可以
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 在一定意义上说$信息是一
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权力)$通过这一(权力)$可
以得到财富$也可以得到真正的权力' 公共机构的
信息控制主要表现在/!$"机构内部的信息控制' 为
了维护职位的权力$削弱下级来自专门知识的权力
基础$行政上级倾向于强调组织原则和垄断信息等
方法$使外人不了解决策的基础' (科层制通过保守
特有信息来源的秘密性来提高监督性332公务秘
密1概念是科层制的特有创造$没有比科层制更热衷
于此的了') *$"+科层制的稳定性事实上与它所依存

的信息的广泛性和扩散性是不相容的' (因此$垄断
信息就变成根深蒂固的官僚制度的价值' 如果说市
场制度反对内部交易和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那么
相比之下$官僚制度则努力防止有价值交易信息的
2泄露1' 市场机制要求信息分享$而官僚制则要求
信息囤积') *$$+ !!"公共机构对外部的信息控制' 政
府通常乐于利用法律使私人企业向消费者提供作出

良好消费决定所需的信息$如贷方必须用正规的方
法公布所定的利息率&包装箱的标签必须清楚地显
示包装的货物&香烟的包装上必须标有抽烟损害健
康的信息等等' 而政府却不愿意执行相同的标准$
不愿意把生产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信息公布

于众'

二% 内在性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内在性问题的产生$与公共机构与公共物品的
特性有关' 公共机构与市场组织相比$其主要特征
是成本与收益相分离%组织目标不确定%更依赖于科
层制等' 这些特征在公共机构演进的路径依赖中被
进一步强化$使得公共机构所确立的目标或标准越
来越具有内在性的特征'

路径依赖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演进或制

度变迁存在着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
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有可能对这种路
径产生依赖' 公共机构的演进过程也存在着路径依
赖' 当一个特定的公共机构刚建立时$该机构看起
来似乎是生产一种并不明确的最终产品的合法代理

人' 由于生产的最终产品不明确$工作人员往往通
过纵向观察或横向观察来确定当前的行为' 通过观
察并总结经验$公共机构形成了自身的生产和运作
标准' 这些标准被常规化为组织程序$即标准的操
作过程' 该标准过程一开始是被接受$然后作为组
织运行的一种主要过程而被保留下来' 例如$预算
最大化倾向可能产生在公共机构刚开始建立之初$
因为新机构必须雇佣职员并获取必要的设施来完成

上级分派给它的职责$但由于最终产品并不明确$公
共机构必须尽可能地扩大预算来应付各种不确定性

事件' 当最终产品逐渐明确后$这种预算模式却被
保留了下来' 通过一种简单的连续过程$代理人发
生了变化!增加职员和预算"' 这对一个特定的公共
机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变化却作为该机构
运行方便的指示器而被接受和保留下来'

公共机构的职能强化也是如此' 当一个公共机
构成立之时$明确并强化自身的职能是公共机构存
在和发展所必需的' 然而$当公共机构的职能明确
下来并得到强化后$这种强化过程就可能常规化为
组织程序并被接受$然后作为组织运行的一种主要
过程而被保留下来' 尽管市场组织也建立标准的运
行程序$但这些程序总体上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
假如坚持这些程序的成本超出改变这些程序的成

本$市场压力将促使其发生变化' 公共机构的标准
运行程序必须经得起不同的检验$尽管立法机构的
听证或某些新闻媒体的监督对公共机构的运行程序

有着检验作用$但这种检验似乎并不经常和可靠$因
为它们通常与公共机构的运行并不相关'

就公共物品来说$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其主
要特征' 由于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产出难以度量$公
共物品的产权难以确定' 可以说$公共物品供给的
内在性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产权问题'

根据科斯定理$外在性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产权
问题' 只要产权能够明确界定$在零交易成本的情
况下不管权利属于谁$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就不可
能产生背离并且一定会相等' 公共物品具有外在正
效应$如果能像私人物品那样能明确界定产权的话$
那么公共物品的市场供给则是有效率的' 但是$公
共物品具有(公共性)$明确界定产权是不可能实现
的' 正因为如此$公共物品才让政府来提供' 然而$
政府的提供并没有解决公共物品的产权问题' 由于
公共物品无法明确界定产权$在私人生产情况下边
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私人收益产生了背离$从而使得
市场供给无效率&而在政府供给中$也同样存在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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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政府成本与边际政府收益的背离问题'
另一方面$公共机构内部的产权有畸形化的倾

向' 缺乏产权会挫伤人们长久的积极性$但有限的
产权也会生成畸形的积极性' 公共机构的官员要作
出很多影响资源配置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
确实拥有财产权$尽管这些权利受到了很大的约束'
在特定的情况下$产权可以转化成财富$如海关官员
拥有允许商品进入该国的(产权)$他们可以漏检某
些限制性的或重关税的进口商品$从而获得丰厚的
回报' 如果赋予人们畸形的产权$就会不可避免地
滋生腐败$如公共部门的管理者可以凭借其产权以
非金钱的形式取得回报'

三% 内在性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

公共机构的内在标准或行为作为公共机构的动

力机制的一部分$在保证和规范公共机构运作的同
时$也会导致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

"一# 公共物品供给的高成本

在市场上$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会刺激扩大生产
并降低成本$而公共机构垄断公共物品生产则可能
促使成本增加或产量增加' 公共机构活动的一个最
终趋势是明显的多余成本!低效率"' 如果存在技术
上的可能性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或实现规模经济$
那么公共机构就会比市场组织更加不注重充分利用

这些机会' 在我国$各级政府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
在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付出了很高的成

本$政府行政管理支出的不断增加就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这个问题'

"二# 公共物品的低质量

公共物品供给的高成本却不一定有高质量的结

果' 在市场上$产品的成本与质量是由价格机制来
调节的$产品的低质量必然受到市场的惩罚$导致厂
商收益递减' 然而$公共机构具有双重垄断的特征$
即使生产的产品质量不高$也没有相应的惩罚机制'
在我国$公共物品尤其是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质
量低下的现象比较严重$目前最为突出的是公共工
程的低质量问题' 有些地方政府对一些公共工程的
建设没有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有的地方领导甚至
趁机与开发商%承包商大搞权钱交易$对工程质量问
题不闻不问$导致了不少(豆腐渣工程)的出现' 这
不但没有造福于民$反而导致惨剧发生' 另一方面$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也不尽如人意'

"三# 公共物品的非均衡供给

公共机构的职能强化倾向意味着在没有预算约

束的情况下公共物品将供给过剩&在有预算约束的
情况下有形公共物品将优先于无形公共物品$导致
公共物品供给的不均衡' 公共物品的非均衡供给在
我国也十分明显' !"") 年在我国财政支出中$经济
建设费%行政管理费%国防费和其他费用分别为
!&i('a%$#>$#a%&>%a和 $#>'&a$而社会文教费
却只有 !'>%#a*$!+ ' 这说明我国的财政支出主要流
向有形公共物品而不是人力资本%社会发展项目等
无形公共物品'

"四# 反公共物品

反公共物品的概念是由9GNCD=R?E 首次提出的'
对反公共物品的理解来自他对公共物品的对称思

考' 他认为$既然存在一个任何人都有使用权却不
能拒绝其他人使用的(公共物品)$那么从逻辑上讲
也一定存在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拒绝其他人使用而自

己却不能单独使用的(反公共物品) *$%+ ' M?@GFG等人
利用一个对偶产权理论模型较好地揭示了反公共物

品问题的本质' 他们认为$反公共物品在其形成机
理上和公共物品异曲同工$本质上都是由于某种权
利被滥用而导致的资源使用不足$即(公共物品)是
因为使用权被滥用$而(反公共物品)则是因为排他
权被滥用*$(+ ' 公共物品排他权的滥用正是由于公共
机构的内在性所导致的' 预算最大化与内生性扩张
的倾向导致公共机构部门数量过多%职能重叠$加之
每个部门都有着强化职能的偏好$使公共物品的管
理权被滥用而出现了反公共物品问题' 在当前我国
的社会生活中$反公共物品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乱收
费现象导致许多公路失去了公共物品的角色$过多
的收费站使得车主不得不绕道而行'

"五# 派生的外在性

公共物品具有规模供给及消费不可分的特征'
因此$在公共物品供给时$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
人则会被施与额外的成本!或收益"' 这就是公共物
品供给的派生外在性问题' 其中一些是提供公共物
品时无法避免的或者说是合理的外在性$如多数表
决制下通过的公共支出项目虽可使多数人受益$但
对少数人来说就要承担外部不经济&还有一部分是
由于公共物品供给部门的目标与社会目标不一致所

造成的$可称之为不合理的外在性$如政府机构受利
益集团控制所作的决策对其他群体造成了损失' 公
共物品供给的外在性大致可分为政府缺位型和政府

滥用权力型两种' 例如$公用事业单位!医院%学校"
过度商业化和私有化而造成的 (看病贵)和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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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高法律诉讼成本造成普遍的(赢了官司$输了
钱)等问题$就是由政府职能缺位所造成的外在性&
而在事后只有很少补偿的情况下征用农民的土地所

造成的行政权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侵犯%为了保护
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而禁止农民工自由进入城市或

限制其就业范围等问题$则是由政府滥用权力所造
成的' 这两种外在性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
转型的国家*$)+ '

四% 克服内在性问题%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
的政策选择

在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上$市场机制或政府机制
都是不完善的' 在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或不完善的政
府机制之间$我们很难找出完善的选择' 在现实中$
我们应该从完善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着手'

"一# 推动政府变革

公共机构因为没有外在竞争的压力$其内部很
容易僵化' 社会总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技术上
的变革也正在改变着市场失灵的性质$比如在基础
设施领域$技术上的变化已为电信和电力生产中的
竞争创造了新的空间$原有的电信与电力部门的自
然垄断就应该被打破' 公共机构如果不能适应外部
环境的迅速变化$那么其高效率就无从说起' 因此$
对公共机构来说$变革应该是其组织演进的主旋律'

"二# 完善市场机制

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完善市场机制$主要有三种
方案可供选择/一是把一些由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
转向市场' 有一些公共物品原是由市场供给的$但
出于某些考虑$政府把其收归了国有' 这些公共物
品应该在提高效率和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基础上重新

转向市场供给' 重新转向市场的主要是针对准公共
物品尤其是那些自然垄断性产品!如交通%通讯%水
电油气的供应等"而言的' 这些产品不具有完全的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许多环节都可以实行收费
或排他$而且初始投入很大%规模效应明显%边际成
本远远低于平均成本$先进入者很容易形成垄断'
这些产品应该由政府来安排%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
生产' 二是由制度创新来创造市场机制' 对于一些
未曾由市场供给的公共物品$可以创造或引入某种
机制来推进建立一个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过程' 以
公共物品供给的某些环节推动市场已被实践证明是

可行的' 例如$在环境保护中$排污权交易是一个在
很多国家都被广泛运用的市场机制' 三是在不能由
市场供给的公共物品中模拟市场机制' 一些公共物

品单纯由市场供给不能满足效率的要求$因而必须
由政府承担供给'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某
些制度安排来模拟市场机制$如对公有自然资源开
采权进行拍卖%在地方政府间进行公共物品使用权
交易等'

"三# 更多地依靠公民"即公共物品的消费者#

公共物品的供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
的偏好则与(消费者)权利的实现程度有关' 在公共
物品的供给中$如果不能让(消费者)有效地表达自
己的偏好$那么公共机构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依据自
己的偏好来进行生产和提供$而由于公共机构的利
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差异$公共物品的供给就有
可能出现非适用性或非均衡性的结果' 因此$一是
要健全公共物品供给的民主制度$让(消费者)有效
地(用手投票)' 让(消费者)用手投票$即赋予消费
者表达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及让谁生产的
权力' 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代议制$即由人民选出
人大代表行使决策权$人大代表决策权力的实现程
度及人大代表对民意的代表程度决定了公共物品供

给的(消费者)决定的程度' 因此$在我国强化(消
费者)用手投票的权力$就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建设' 二是要逐步消除流动性障碍$让(消费者)
有效地(用脚投票)' 赋予(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权
力就意味着让公众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力' 不同的消
费者对于公共物品的评价是各不相同的$所以享受
同一个地区公共物品的消费者所得到的边际收益也

是不同的$虽然他们可能面临相同的边际成本' 消
费者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

本$选择拥有最大边际剩余!即边际收益减去边际成
本后的剩余"的地区居住' 三是要优化税收制度设
计$培育纳税人意识' 公共物品的偏好表露与税收
制度设计有直接的联系'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私人有隐藏其信息的动机$因此政府应设计出能促
使人们表露自己真实偏好的税制' 在我国$优化税
收结构就是要逐步从以流转税为主转向以所得税为

主' 流转税尽管是向企业征收的$但企业仍得到了
社会平均利润$这部分税收还是通过价格的形式转
嫁到了消费者身上' 虽然税收最终来自消费者$但
效果却不同' 由于消费者没有直接缴税$他们就缺
乏纳税人意识$甚至在公共物品的消费上还有着(搭
便车)的意识!既然没有缴税$公共物品的消费就是
一种免费搭车"$对政府财政支出的关注就没有积极
性&而企业的主要精力则集中于生产和利润$其更不
会关注政府的财政支出$而且企业是法人$没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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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权$因而企业对政府施加的压力远远没有公民
强' 如果以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为主$那么
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公民就会关注自己所缴纳税

款的支出情况$进而激发出他们监督政府的热情'

"四# 拓展公共物品的社会供给渠道

在西方发达国家$各种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大
量参与公共物品供给' 非盈利性社会组织参与公共
物品供给也是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改革的目标之

一' 实践证明$政府作为裁判员的效率要远远高于
作为运动员的效率' 政府把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责转
移给社会组织$同时保留一定的监管职能$肯定要比
政府包揽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高' 然而$由于我国
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组织的力量还比较薄弱$目前
还不能承担大量供给公共物品的任务' 现阶段$政
府应给予社会组织在政策%资金和环境上的支持$使
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顺利成长壮大$并
逐渐承担不必由政府来生产或供给的公共物品'

!参考文献"

*$+郑书耀>现实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困惑###从公共物品

供给效率的考察*++>财经理论与实践$!""#!!"/&'>

*!+史普博>管制与市场*9+>余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沃尔夫>市场或政府*9+>谢旭$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

社$$##(/)#>

*(+.?PGE 9>MFUNC<=<TU?EK DN<E<RGNF*++>+<I@E?=<J7N<E<RGN

1GBD@?BI@D$$##A!%'"/%(>

*)+]CGBR?E O>0T?GEFBBCDEDXY?BD@E?=GFR#GEBD@E?=GBGDF?EK

BCDDN<E<RGNF<JFD=JHN<EB@<=*++>M<=GNU0E?=UFGF$ !""'$ !!

!)'%"/!>

*'+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9+>杨晓维$译>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9+>胡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A!/A&>

*A+帕金森>官场病/帕金森定律*9+>陈休征$译>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A!/$ $!>

*#+敦利威>民主%官僚与公共选择*9+>张庆东$译>北京/中

国青年出版社$!""(/$'& $'A>

*$"+布劳$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9+>马戎$等$ 译>上

海/学林出版社$!""$/%)>

*$$+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

*9+>王寅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 年中国统计年鉴/光盘版 *9L83+>北

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9GNCD=R?E 24>7BCGNF$ DN<E<RGNF$ ?EK BCD=?X<JY@<YD@BU

*8+LLMDEE<NW +.$ 8C?YR?E +]$ DB?=>7BCGNF$ DN<H

E<RGNF$ ?EK BCD=?X//,9,: FD@GDF !(>/DX <̂@W/ -EGH

SD@FGBUM@DFF>$#A!/) '>

*$(+M?@GFG2$ :NCI=̀/$ 3DY<<@BD@Q>3I?=GBUGE Y@<YD@BU/ N<RH

R<EF?EK ?EBGN<RR<EF*++>4EBD@E?BG<E?=.DSGDX<J1?X

?EK 7N<E<RGNF$!"") !!)"/)&A )#$>

*$)+孙鳌$陈雪梅>政府外部性的政治经济学*++>学术论

坛$!""'!%"/A( A#>

'责任编辑(陆惠敏)

$D(1(*)7?+%', '?(&%'()%*->),6-(/+%'?(>),A+1+,%,2>36-+7@,,41
]-+GETH̀C<I

!:NC<<=<J7N<E<RGNF$ .DERGE -EGSD@FGBU<J8CGE?$ QDG\GET$""A&!$ 8CGE?"

$61')*7'/5CDGEBD@E?=Y@<P=DR?@GFGETJ@<RBCDY@<SGFG<E <JYIP=GNT<<K =D?KFB<BCD=<XDJJGNGDENU<JFINC Y@<SGFG<E$ BC?BGF$ BCDCGTC

N<FB?EK KGFDeIG=GP@GIR$ ?EBGHYIP=GNT<<KF?EK <BCD@KD@GS?BGSDY@<P=DRF>5CD@<<BN?IFD<JGEBD@E?=Y@<P=DR=GDFGE BCDJ?NBBC?BBCDY?BC

KDYDEKDENDDS<=SDK PUBCDYIP=GNGEFBGBIBG<EFC?FPDDE JI@BCD@FB@DETBCDEDK ?EK BCDKDJ<@R?BG<E <JBCDGEBD@E?=Y@<YD@BU@GTCB<JYIP=GNGEH

FBGBIBG<EF>5<<SD@N<RDBCD?P<SDY@<P=DR?EK GRY@<SDBCDDJJGNGDENU<JYIP=GNT<<KFY@<SGFG<E$ R<@DNGBG̀DEF1 KGFN<I@FDY<XD@FC<I=K

PDT@?EBDK GE ?KKGBG<E B<BCD@DJ<@R<JT<SD@ERDEBJIENBG<E ?EK GEB@<KINBG<E <JR?@WDBRDNC?EGFR>

8(9 :,)41/YIP=GNT<<KF& YIP=GN?TDENGDF& GEBD@E?=GBGDF& R?@WDBRDNC?EGFR& YIP=GNT<<KF& Y@<SGF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