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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拉丰与梯若尔教授的著作《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

论》做了一个简明的述评。该书是新规制经济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新规制经

济学是委托—代理理论在政府与受规制企业之间合约关系中的运用。本文主要

介绍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作者的学术背景、本书的特色以及本书对中国经济

改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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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 于 作 者

本书的作者拉丰教授和梯若尔教授都是当代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新规

制经济学的创始人。两人先后都担任过世界经济计量协会主席。

拉丰教授#$!’年获得巴黎大学的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来投奔经济学大

师阿罗门下，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学位

论文获得了最优论文奖———86009奖。作为激励理 论 的 开 创 者 之 一，他 与

:;<6=>?6=9;4、+=/7>.9@/4、A64<BC;0-9B=;-等人奠定了激励理论的基础。

拉丰教授的著述甚丰，除本书外，他还著有《公共决策中的激励》（#$!*年，

与D6==?E=664教授合著）、《公共经济学基础》（英文版#$""年）、《不确定性

和信息经济学》（英文版#$""年）、《电信竞争》（’&&&年，与梯若尔教授合

著）、《激励与政治经济学》（’&&&）、《激励理论》（’&&’年，与F.G/3>.=B/,
-;=B合著）。

梯若尔教授在#$!%年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拿破仑亲手创办的培养

法国理工界精英的著名高等学府巴黎理工大学（+7;06H;0?B67I/4/J26，该校以

培养全法兰西最聪明的思维缜密、精通数学的人才为己任。法国著名经济学

家、诺贝尔奖得主>.2=/76K00./9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两年后又获得了巴黎

大学决策数学博士学位。#$"#年梯若尔获得>LM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导

师是当今扬名天下的机制设计理论大家+=/7>.9@/4。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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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若尔教授就成为产业组织和博弈论方面的领军人物，并且使产业组织领域

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使得原先松散的、以经验研究为主的产业研究成

为了有着精妙逻辑结构、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产业组织理论。这场革命的

结晶之一便是梯若尔教授!"##年著的《产业组织理论》。时至今日，尘埃落

定，产业组织理论已成为微观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并吸引了世

界上成千上万的经济学家和研究生。梯若尔教授与他在$%&读书时的同窗好

友’()*+,-)./)(0合著的《博弈论》（!""!年）也是博弈论方面最精深的教

材。自!"#!年以来，梯若尔教授在国际权威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

论文，研究领域涉及产业组织、规制、组织理论、博弈论、金融学、宏观经

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据某国际权威论文评价系统称，按照梯若尔教授近年发

表的论文衡量，梯若尔教授位居世界第二；但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上，梯若尔

教授的排名是世界第一。!

作为学者，他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其赤子之心又使他们成

为杰出的经济学教育家。拉丰教授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放弃了在哈佛任教

的机会，怀着振兴法国经济学的神圣使命，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法国。拉丰首

先回到了巴黎理工大学，由于那里的保守力量太强，使改革难以进行。后来

拉丰回到了自己家乡的&1,21,3)大学。他事无巨细，从点滴做起，于!""4年

创办了产业经济研究所。成为$%&教授的梯若尔受其感召，放弃了美国优厚

的生活，也加入了拉丰创办的产业经济研究所。经过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

凭借他们深厚的学术背景、坚定的使命感和出色的领导才能，该产业经济研

究所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重镇之一，并成为欧洲最好的经济学研

究中心。拉丰和梯若尔振兴法国经济学的理想已经得到实现。他们的这种传

教士式的执著也是我们翻译本书，并使本译本成为其第一个外文版的动力之

一。

! 参照的是&1561,78基于!""4—9444年十年间发表的论文所做的排名，详见:;;7：／／<-)=3>()7)?>1(0／
?1,7)>:;52。
9 限于篇幅，我们不想在这里对规制经济学进行全面评述，关于规制经济学的全面的综述，读者可以参阅

!"#$%&&’&()#$*+,-."/0-1"#.2",.&#第二卷中@=(1.撰写的一章和第三卷中A(53;(1.0撰写的一章，还

可以参阅拉丰教授!""B年发表在34&#&56,-.4"上的关于新规制经济学的综述性文章。

二、关 于 本 书

本书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

如同整个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规制经济学在!"#4年代以前，是没有系

统的理论的，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经验研究。9而在传统的AC)(?:DE1:.31.模

型与@=,512等人的可竞争市场理论中，规制制度是外生的，他们研究的不过

是技术性的企业投入品选择和成本结构问题。传统的F=53)GD@1<;),H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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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是，给定企业从消费者那里收费以补偿它的成本，规制者在确定企业的

产量以最大化社会福利时，最优的价格是由!"#$%&公式给出的，即每种产品

的勒纳指数（价格—边际成本比率）与该产品的需求弹性成反比例。!"#$%&’
()*+%,-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多产品企业的交叉补贴问题。但是这个模型却有几

个问题：首先，该模型外生地假定不存在政府对企业的转移支付。但是我们

知道，有效率的价格要等于边际成本。这样在线性定价下，企业的固定成本

不应进入对消费者的收费，从而不会对消费造成扭曲，因此固定成本应该由

政府来补偿。所以这个假定是不合理的。其次，尽管!"#$%&公式非常简洁，

但是在实践中实施该公式却需要大量的关于成本和需求状况的信息———边际

成本需要关于成本的信息，需求弹性需要关于需求的信息，约束条件的影子

价格则既需要关于成本的信息，也需要关于需求的信息。所以该模型的政策

含意没有多大的现实相关性。再次，如同原先的很多模型一样，!"#$%&’()*’
+%,-模型假定成本函数是外生的。换言之，企业的经理和员工对成本是没有

影响的。同样，需求函数也与企业经理的努力无关。所以实际上!"#$%&’()*’
+%,-模型没有涉及被规制企业的激励问题。

一个令人满意的规制理论应该反映规制者和企业所面临的信息结构，约

束条件和可行的工具。信息结构和可行的规制方案应该尽可能地反映真实世

界里可观察到的成本和合约成本，可行的工具和约束条件必须与产权结构和

法律相吻合，而且产权结构和法律应该尽可能地内生地加以分析，而非简单

地外生给定。所以，作者认为有三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规制不是次优（$%.’
)/0’1%$+）理论的简单运用：不对称信息、缺少承诺、不完美的规制者。不对

称信息采取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种形式，它限制了规制者对企业的监控

能力；由于合约方面或者法律方面的原因，规制者不能对激励方案进行承诺

也降低了规制的效率；规制者和政客可能是不称职的，有自己的小算盘，并

容易被利益集团收买，所以不会最大化社会福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拉丰教授和梯若尔教授娴熟地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

和机制设计的工具用于规制问题的分析。自从拉丰教授和梯若尔教授2345年

在《政治经济学》期刊发表“运用成本观察来规制企业”这篇经典论文开始，

他们就联袂在这一崭新的领域发表了十几篇重要的论文，奠定了他们在这一

领域的权威地位，成为“新规制经济学”的创始人。

新规制经济学的最大特点是将激励问题引入到规制问题的分析中来，将

规制问题当做一个最优机制设计问题，在规制者和被规制企业的信息结构、

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的前提下，分析双方的行为和最优权衡，并对规制中的

很多问题都尽可能地从本源上内生地加以分析。

由于两位作者都是信息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理论的重要人物，他们对该理

论的应用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运用自如的境界，相信读者读后也会有同样的感

受。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少数几章外，本书的理论基础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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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合约方法（!"#$%&’&!"(’)*+’,(-），而非.*)’/0)"11#*(/2")&的不完备合约

方法。3

3 2*14,(、5,)"%&等经济学家认为不完备合约理论作为一种建模方法是存在问题的。关于不完备合约之

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0杂志6777年的特刊和5,)"%&教授6777年发表在

()&*&+"-1$)2上的文章3*)&+45"-"6&*-12)-：78"1"9&7",-2*/。

我们认为，本书对两位作者来说，应该都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这是因为，8*99"(’教授和5,)"%&教授的其他著作大部分都是教科书，虽然这

些著作中也有作者大量的贡献。譬如5,)"%&教授的《产业组织理论》和《博

弈论》（与:;<&(=&)-合著）基本上是高级的教科书，里边的模型包括很多其

他经济学家的模型，他们对这些模型进行高屋建瓴地概括。但是这部著作是

不同的，这部著作是他们的一部专著，所述均为他们自己的贡献。本书基本

上建立在他们原来合作的论文之上，从最初酝酿到最后成书，大约经历了十

年左右的时间，可谓“十年磨一剑”。我们可以想见，两位大师级的经济学家

———一位是激励理论和公共经济学的大家，一位是博弈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

大家，两家联手历经十年写出的一部巨著的分量会有多重。我们认为，本书

对于每个致力于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应该是一部重要的必读之作。在熟谙

理论的真谛之后，如何做自己的原创性贡献，如何培养自己的深入的经济学

分析能力，如何建立简洁有力的模型，本书都会教给我们很多东西。

本书除了分析规制问题之外，还穿插着分析政府采购问题，这里的政府

采购（>)"+;)&#&(’）与我们通常说的政府采购不完全相同，而是特指那些政

府与企业签订了长期合约的政府采购项目。在作者看来，政府采购和规制可

以用一个统一的框架进行分析。政府采购和规制的区别之处在于，政府采购

是企业直接向政府提供产品或者服务，而规制是企业代表政府向消费者提供

产品或者服务。因此，在政府采购中，委托人就是购买者。如果将税收也看

作规制的一个手段，实际上拉丰和梯若尔开创的新规制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种“新公共经济学”。的确，经典的公共经济学著作，如?’4,(1"(和

@’,-%,’A的《公共经济学讲义》基本上没有涉及激励问题。

实际上本书的理论意义远远地超越了上面所述的内容。本书实际上是一

部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巨著。正像作者在本书最后

指出的那样，本书的理论可以很容易地运用到企业组织内部的激励问题、私

人采购问题、转移定价问题、分成租佃问题，等等。

另外，本书另外一个优点是，本书是一部充分为读者着想的书。首先，

洋洋洒洒一部巨著完全是建立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和统一的思想———激励和抽

租之间的权衡取舍之上。本书在引言章给出了基本的框架，其余各章的模型

上都是该基本框架的扩展，读者只要将引言这一章搞清楚，看懂其余各章是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读者的学习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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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的理论是如何一步一步得到深化和扩展的，作者

将自己的思维过程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们。每个模型的经济学含意，作者

都非常耐心地加以说明。另外几乎每章后面都有详尽的文献注释，这些文献

注释告诉读者，他们的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分殊之处，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把握

本书的贡献。这与他们身为经济学教育家、传播经济学的信念是分不开的。

三、本书对中国的意义

现在，将这部重要的著作引入中国是恰逢其时的。

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真正的关于“国有企业”的理论。在

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企业会仍然保持国有企业的形式。政府

与国有企业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自然垄

断行业和某些特殊行业外，政府会逐渐将这部分企业分权化或者民营化。这

个转轨的过程，就是一个规制的演进过程———从高度规制（!"#$%&!#’("()"*&
+,#-./’）到低度规制（,.*!-&!#’("()"*+,#-./’）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

政府和企业会面临着不同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因此本书的框

架可以用来分析在不同的阶段，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政府如何设计合约菜

单，实现最优规制。

其次，对自然垄断以外的产业而言，通过产权结构的调整较容易建立有

效的激励结构（如民营化或者分权化），从而容易改革，而自然垄断行业的改

革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题，所以更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尤其是，某些自然

垄断行业和网络产业（如电力、电信、铁路、自来水等）事关国计民生，直

接影响到社会福利。这些产业都是我们目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拉丰教授和

梯若尔教授的规制理论可以给我们相应领域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再次，从理论层面来说，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所言，中国的经济学家

可以利用本书的工具和方法“发展适合中国制度的规制理论和规制实践”。这

也是出版社和我们将本书翻译成中文的初衷。我们认为，现在国际学术界对

政府到底干预不干预经济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争论了，争论的焦点是干预

的范围和深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规制问题；在中国关于产权的争论也基本

上终结了，核心问题也是政府与企业应该保持一个什么关系的问题，这也是

一个规制的问题。

翻译和出版这部著作可能只是促进中国规制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步，我们

可以在拉丰和梯若尔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具体产

业的研究。尤其是，将拉丰和梯若尔教授的理论放在中国经济转轨的现实土

壤中将会给我们提供新的洞识，因为在经济转轨中政府有着相对特殊的目标

函数、激励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研究者加入我们的研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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