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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环境下的自然垄断产业及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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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 210094 ;21 江苏大学 ,南京 212013)

　　摘要 :现代网络型经济的发展 ,使自然垄断 (Natural Monopoly) 的特性发生着重大变化 ,网络效应 (Network Ex2
ternalities)越发成为决定自然垄断的重要原因。同时 ,网络效应还极大地改变着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 ,使之处在一个

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政府规制 ( Government Regulation)改革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及时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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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垄断是政府规制的一个重要理由。随着经

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 ,在经历了培育和发展市场

竞争主体、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制度

的渐进式改革之后 ,自然垄断产业、公共产品有效供

给以及政府规制优化问题走上了市场化改革的前

台 ,成为“体制再造”过程中又一个急需攻克的堡垒。

研究现代经济环境下自然垄断与自然垄断产业的特

性、正确界定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自然成为寻求政

府规制改革有效途径的重要理论依据。

一、现代经济环境下的自然
垄断及其成因

　　自然垄断不同于行为垄断 (合谋) 、行政垄断等

垄断形式 ,是由于技术、市场等客观因素的共同作

用 ,导致单个企业生产全部产品的成本最低 ,进而造

成一个企业或极少数企业独占市场的一种“自然的”

经济现象。传统理论通常从规模经济层面上来理解

自然垄断 ,认为自然垄断的基本特征大致包括两个

方面 :

一是规模经济 ,即生产的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

增加而持续下降 ,生产规模越大成本越小 ,从而把某

种产品全部交给一家垄断企业来生产 ,对社会来说

总成本最小。规模经济一般与产品成本结构特征有

关 :如果固定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 ,那么平

均生产成本就主要取决于单位固定成本的变化 ,生

产规模越大固定成本分摊到单位产品上的份额就越

小 ,从而导致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持续下降 ,

从而形成如图 1 所示的边际成本 MC 和平均成本

AC 都递减的成本特性 ,且 MC 小于 AC。

图 1 　规模经济下的生产成本曲线

二是巨大的沉没成本 ,即由于生产技术和生产

领域特殊性的影响 ,生产过程不仅需要大量的设备

和基础设施投入 ,而且这些投入具有强烈的资产专

用性 ,资本一旦投入就很难转作他用 ,若要退出 ,这

些资本便会“沉没”而造成巨大的损失。沉没成本起

源于强烈的资产专用性 ,这与投资领域和技术条件

密切相关。巨大的沉没成本构筑了较高的进入/ 退

出壁垒 ,从而引起自然垄断。

上述对自然垄断的理解是建立在自然垄断厂商

只提供单一产品或服务的假定基础之上的 ,如果将

视野扩展到多产品 (服务) 供给的状态 ,范围经济则

成为解释自然垄断的重要工具 :由于多产品生产过

程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 ,即使在生产过程中没

有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可以共享的投入 ,也能使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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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联合生产比单产品独立生产具有更低的成本 ,

最终使单个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最小 ,自然垄

断则是合理的。在此基础上 ,Baumol 和 Sharkey 等

学者进一步提出 ,自然垄断最基本的特征应该是其

成本函数的劣加性 (Subadditivity) ,即一家企业提供

产品比多家企业提供产品更有效率。

实际上 ,由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引起的自然垄

断可以归结为成本函数的劣加性。首先 ,范围经济

本身就是用成本劣加性来定义的。设总产量 Q =

∑
n

i = 1
∑
m

j = 1
qij ,其中 qij 为第 i 家企业第 j 种产品的产量。

如果存在范围经济 ,那么成本函数就满足 C ( Q) <

∑
n

i = 1
C ( qij) ,即 C ( Q) 必定呈现劣加性特征 :整体小

于单个之和 ,自然垄断是合理的。但反过来 ,成本劣

加性不一定是范围经济所造成的 ,规模经济也是其

原因之一。第二 ,规模经济也可以自然地归结为成本

劣加性条件。规模经济要求平均成本递减 ,即
C ( qi)

qi

<
C ( qi′)

qi′
( qi < qi′) 。由于 qi < Q = ∑

n

i = 1
qi ,在规模

经济条件下 (平均成本递减) 必有 C ( Q)
Q

<
C ( qi)

qi
,

即 C ( qi) >
C ( Q)

Q
qi , 求 和 可 得 ∑

n

i = 1
C ( qi) >

C ( Q) ∑
n

i = 1
qi/ Q ,即 ∑

n

i = 1
C ( qi) > C ( Q) , 故规模经济

必定满足成本劣加性条件。但是 ,由成本劣加性并

不一定能够得出平均成本递减的结论 ,因为上述推

导反过来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由此可以看出 :规模

经济、范围经济可以引起自然垄断 ,但自然垄断不一

定是平均成本下降 ,只要满足成本劣加性条件自然

垄断就是合理的。

然而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网络经济的发

展 ,以及现代经济环境下自然垄断领域改革的不断

深化 ,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传统自然垄断领域放

松管制和引入竞争的实践 ,传统自然垄断理论面临

着新的挑战 :在同样存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成本

劣加性的条件下 ,为什么有的自然垄断领域可以引

入竞争 ,有的则不行 ? 为什么现实中许多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表现出色的领域却并没有形成自然垄断 ?

面对这些问题 ,需要对传统的自然垄断理论进行创

新 ,形成新的能够解释信息时代自然垄断成因并推

动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有力工具。

我们认为 ,网络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已成为现代

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缘于结构效应的网络效

应自然成为解释自然垄断成因的十分重要的工具。

网络效应〔1〕也称为网络外部性或需求规模经

济 ,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某种产品时所获得的效用会

随着购买这种产品的其他消费者的数量增加而增

加。梅里卡夫法则 (Metcalfe Law) 形象地说明了网

络效应〔2〕:在一个双向交易的网络中 ,网络的价值

(效率)与网络节点 (用户) 数量的平方成正比 ,即当

一个新成员加入节点数 (用户数) 为 n 的网络后 ,网

络节点扩大为 n + 1 ,他不仅可以对其他 n 个成员发

生交易请求 ,也可以接受其他成员的交易 (只要网络

容量足以容纳这些交易而不出现拥挤) ,这样该网络

交易的总量 (网络价值) 便会随节点 (用户) 数的增

加而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 ,用公式表示 :

V = k ×n ×( n - 1) = k ( n2 - n)

式中 , V 为网络的价值 ; k 为一次网络交易对用

户的价值 ,设为常数 ; n 为节点 (用户) 数。

若 k = 1 ,当 n = 10 时网络价值为 90 ;当 n 扩

大 10 倍等于 100 时 ,网络价值则为 9900 ,扩大了

110 倍。显然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并不能作为解

释信息时代自然垄断成因的一般工具 ,网络效应才

是解释当代经济条件下自然垄断成因的有效工具。

首先 ,从成本函数看 ,网络结构改变了规模经济

的成本特性 :由于网络建设的固定成本巨大 ,使平均

成本曲线的位置普遍高于规模经济 ,并且比规模经

济更加陡峭 ,下降速度更快 ;由于网络使用的可变成

本极其低廉 ,从而使边际成本曲线的位置明显低于

规模经济 ,越发与横轴贴近 (如图) ,从而使自然垄断

的空间规模大大扩张。

图 2 　网络经济与规模经济的成本曲线比较
图中 AC、AC’分别表示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条件下的

平均成本曲线 ,MC、MC’分别表示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条

件下的边际成本曲线。

其次 ,从生产函数看 ,网络结构改变了传统的经

济增长方式 :传统经济增长遵循的是边际收益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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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规律 ,虽然规模经济可以在任何经济结构中

产生 ,但必然局限在一定的规模范围内 ,超出一定的

范围规模经济便会消失 ,传统经济似乎证明“小的总

是好的”;而网络经济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 ,

呈现出指数式的增长特征 :规模越大效益越高。网

络作为由多个节点和连接构成的网状系统 ,其价值

不仅取决于网络要素 (节点) 的数量和质量 (梅里卡

夫法则说明了网络节点的数量与网络价值之间呈现

出非线性的正相关关系) ,还取决于网络结构的类

型 ,网络结构越复杂其放大效应也就越强。“传导机

制放大说”、“正负反馈说”和“网络协同论”都从不同

角度反映和刻画了这种网络效应。同时 ,莫尔定律

(Moore’s Law)所揭示的信息技术的功能与价格之

间的关系 ———技术越发展网络建设的成本就越低

———更进一步强化了网络效应的作用。网络效应强

化了自然垄断的基础 ,网络规模扩大不仅可能降低

单位平均成本 ,而且可能产生递增的边际收益 ,从而

越可能引起自然垄断。

二、自然垄断产业及其边界的动态特征

“产业”是指具有某类共同特性的企业集合 ,具

备某种共同特性是将企业划分为不同产业的基准。

对自然垄断产业而言 ,虽然自然垄断是区分自然垄

断产业的基本依据 ,但自然垄断与自然垄断产业这

两个概念还是有区别的 :自然垄断通常是对市场结

构或状态的一种描述 ,表明某个企业或极少数企业

由于技术、市场、组织结构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自

然地”处在与市场竞争状态不同的垄断状态之中 ;而

自然垄断产业则是对处在自然垄断状态中的产业范

围的界定 ,虽然也与自然垄断直接相关 ,但它首先是

对产业范围 (哪些在自然垄断的范围中 ,哪些在自由

竞争的范围中)的划分或界定。从这一点分析 ,自然

垄断只有标准问题 ,没有边界问题 ,通常所说的“自

然垄断边界”实际上应当是“自然垄断产业边界”的

简称。

自然垄断的“自然性”使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具

有明显的客观性 ,应当依据明确的、非人为的客观依

据来划分。传统自然垄断理论在这方面的研究存在

着一些欠缺、不足甚至不够严谨的地方 ,有的也许是

武断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

失误 :在给定的自然垄断理论模型中 ,他们仅仅论证

了垄断可能带来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成本次可

加性 ,并由此推导出自然垄断的结论来 ,完全没有分

析在该模型中如果引进竞争可能带来的效率 ,更没

有对竞争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与垄断所带来的规模经

济、范围经济以及成本次可加性导致的成本节约之

间的大小进行分析和比较 ,武断地认定垄断优于竞

争”〔4〕,也就是说 ,在以往经济学家所设定的模型

中 ,缺少了对自然垄断和自由竞争二者可能带来的

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重要环节。

自然垄断的“自然性”存在于一定环境或条件之

下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所引起的成本劣加性 ,网络

经济所产生的网络效应都是有条件的 ,环境或条件

的改变必然使自然垄断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实

际上 ,一个产业是否属于自然垄断不仅取决于生产

函数的性质 ,需求 (消费) 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根据

自然垄断一词中“自然”的定义 ,一家企业是否自然

垄断是由市场中具备这些条件的寡头企业之间的竞

争过程决定的 ,消费者的选择、偏好与需求规模的变

化 ,以及来自供给方面的技术进步、成本变化等因素

都会改变自然垄断的“强度”、可维持性与范围。

图 3 　市场需求与自然垄断的强度

如图 3 ,当需求曲线 D1 相交于边际成本曲线

MC 最低点 A 的左边区间 ,随着产量增加 MC 递减 ,

AC 也一定下降 ,且 MC 小于 AC ,若按边际成本定

价企业不仅不能获利 ,反而会出现亏损 ,需要政府进

行价格规制 (通常按平均成本定价) ,潜在竞争者无

意进入 ,企业处在“强自然垄断”状态 ;当市场需求扩

大而生产函数不变时 ,需求曲线移至 D2 ,与边际成

本曲线 MC 最低点 A 的右边、平均成本曲线 AC 最

低点 B 的左边区间相交 ,这时 AC 依然下降 (仍然处

在规模经济区间) 但 MC 上升并逐步接近 AC ,即按

边际成本定价企业亏损状态将逐步改善 ,企业处在

从“强自然垄断”向“弱自然垄断”转换过程中 ;当需

求进一步扩张 ,需求曲线移至 D3 ,并与边际成本曲

线 MC 和平均成本曲线 AC 的同时上升的区间相

交 , 此时 MC 大于 AC ,使按边际成本定价的企业能

够盈利 ,从而吸引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 ,企业进入可

竞争状态或者竞争阶段。因此 ,自然垄断存在于效

率产量 (由边际成本曲线和市场需求曲线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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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范围内 ,当由市场需求等因素决定的效率产量

发生变化时 ,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也必然改变。

不仅市场需求会引起自然垄断产业边界变动 ,

供给方面的因素如技术进步也会改变原有的自然垄

断特性 ,进而引起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发生变化。

首先 ,技术进步将会改变企业的最小有效规模。当

出现可以降低固定投入水平的新技术时 ,由于固定

资本所占的比重下降 ,原自然垄断产业的平均成本

曲线向下移动 ,最低平均成本点也随之下降 ,最小企

业有效规模降低 ,更多的小规模资本可以进入 ;第

二 ,技术进步将会改变成本曲线的位置 ,进而改变社

会最优产出水平。即使需求曲线不发生变化 ,成本

曲线位置的移动也会使得社会最优产出水平发生变

化 ,通常是成本曲线下移 ,社会最优产出水平提高 ,

产业可以容纳的最小有效规模企业增多。第三 ,新

技术和新发明的不断涌现还会打破原有的技术垄

断 ,产生新的性能和价格更优的替代产品 ,从而改变

现有产业的自然垄断特性 ,或者促进新的具备规模

经济、范围经济、成本劣加和网络效应的自然垄断产

业产生。第四 ,新的发明和创新还会通过改变供给

特征 (如产品性能) 和需求结构来影响需求 ,刺激需

求发生变化 ,进而改变市场容量和自然垄断产业的

边界。

因此 ,合理界定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 ,必须适应

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新特征、自然垄断产业的新变

化来分析自然垄断的判断标准或依据 ,并且在认识

上突破原有理论的一些局限 :突破从短期成本角度

考察自然垄断产业边界的分析局限 ,引入长期成本

考察自然垄断边界的长期变动 ;突破只见生产成本 ,

不见交易费用的分析局限 ,引入交易费用来综合考

察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 ;突破只考虑成本下降而忽

视收益递增的分析局限 ,结合网络经济新的经济增

长方式全面考察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

限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研究手段、分析方法

的不足 ,想通过建立一个精确的数量模型来考评自

然垄断产业的合理边界显然是相当幼稚的 ,但引入

一些有效的定量分析手段和方法如成本收益分析模

型 ,来对自然垄断产业边界进行分析仍不失其重要

的研究价值。本文尝试建立一个界定自然垄断产业

边界的理论模型 ,对这方面的研究做一些基础工作。

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 ,是由现实经济条件下自

然垄断和市场竞争的客观性决定的 ,是市场中竞争

与垄断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而形成特定的市场结构

的过程 ,实质上是自然垄断和市场竞争的合理搭配

的一种均衡状态 ,我们借用有效竞争 ( Workable

Competition)的概念对这种状态给予大致的衡量和

描述。所谓有效竞争 ,就是由导致自然垄断的规模

经济、范围经济、成本劣加和网络效应等因素和决定

市场竞争活力的有关因素有机结合、共同作用 ,从而

使经济效率达到最大化的市场结构或状态。达到有

效竞争的理想状态 ,自然垄断产业的度 (或者说竞争

的度)即垄断和竞争的搭配 ,才是合理的。我们运用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定义有效竞争。

在某一特定的市场结构中 ,假设自然垄断带来

的收益和成本分别为 I ( M ) 和 C ( M ) ,市场竞争带

来的收益和成本分别为 I ( C) 和 C ( C) , V 表示特定

市场结构的经济绩效 ,则

V = α[ I ( M ) - C ( M ) ] +β[ I ( C) - C ( C) ]

其中α、β为系数 ,表示垄断和竞争在某一特定

产业的使用程度 ,α、β ∈[0 ,1 ] ,α+β = 1

我们可以根据 V 取得最大值来确定有效竞争

的度

V = m ax{α[ I ( M ) - C ( M ) ] + β[ I ( C) -

C ( C) ]}

如果按习惯从成本或费用的角度来分析自然垄

断产业的合理边界 ,我们可以用图 4 进行描述。

图 4 　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
图中 , T0 、T1 、T2 分别为在原技术水平、新技术水平和

更新技术水平下的单位交易费用曲线。

需要说明是 :第一 ,决定 T0 、T1 、T2 相对位置的

原因是 :技术进步促使市场需求扩张 ,市场需求扩张

之后自然又会引发新的技术创新 ,即技术创新总是

和市场规模扩张密切相关的。第二 ,虽然引起自然

垄断产业边界改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市场需求

规模的变化是最直接的 ,所以我们仅考虑市场规模

变化的影响而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第三 ,虽然我们

把交易费用作为界定自然垄断产业边界的基本依

据 ,但这里的“交易费用”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的费

用概念 ,它包括长期性的生产成本与费用、市场交易

(下转第 114 页)

14

　　　　　　　　　　　　　　　　　　　　　　　　　　　　　　　　　　现代经济环境下的自然垄断产业及其边界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钱小安 1 金融民营化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1 金融研究 ,

2003 (2) 1
〔3〕Gurley J G1 and Shaw E S1 Financial Aspects of Economic De2

velopment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95 ( 45 ) : 515 -

5381
〔4〕Rafael La Porta , Florencio Lopez2De2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Banks , The Journal of Fi2
nance , VOL1LVII1No11 ,Feb120021P265 - 301

〔5〕J·G·格利 ,E·S·肖 1 金融理论中的货币 1 上海三联书店 ,

19961

〔6〕R·I·麦金农 1 经济自由化的次序 1 上海三联书店 ,19971
〔7〕R·W·戈德史密斯 1 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 1 上海三联书店 ,

19901
〔8〕R·I·麦金农 1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 1 上海三联书店 ,

19881
〔9〕爱德华·肖 1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 1 上海三联书店 ,

19911
〔10〕丹尼尔·F·史普博 1 管制与市场 1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991

The Regulation , Compet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Banks

XU Ying2fu
(Business Institute , Anhui Universit 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Bengbu Anhui 233041 ,china)

Abstract : financial deepening is based on the equilibrium between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1 Under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 the government con2

trols financial system , and couses private governed bank repression1 The market economy reform enforce conflict about financial system to economic in2

stituion1 Develop private bank is combined with financial deepening , also to perfect th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1 In view of competition ,private banking

can be more competive in financial system ,and be helpful for the reform of state ownship banks 1 No doubt , financial fragility means that the entering

of private bank need restructure financial regulation1

Key words : private governed bank ;financial deepening ;moderate competition ; restructure regulation

(上接第 41 页)

的成本与费用、信息搜寻与处理成本与费用等 ,甚至

还包括由自然垄断或竞争而引起的收益增加 (以负

值表示) ,如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由网络效应所产生的

正外部效应等。

可以看出 ,对于某个自然垄断产业 ,当市场需求

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 (Q0) 后 ,平均交易费用开始上

升 ,自然垄断状态变化不可维持而引发竞争 ;随着市

场需求的进一步扩张 (Q1) ,新技术得到应用 ,新的

费用曲线开始取代旧技术条件下的费用曲线 ,在平

均交易费用下降的阶段 ,新的自然垄断得以形成 ;当

市场需求继续扩张 (Q2) ,自然垄断的基础又会消失

而再次进入市场竞争阶段。如此往复 ,随着市场需

求的变化、技术革新的进程 ,以及技术、市场或者其

他经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

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过程中。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是动

态的 ,其变动趋势既可能是收敛的 ,也可能是扩张

的。因此 ,面对自然垄断产业边界的动态变化 ,政府

规制改革就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不断优化和发展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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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etwork economy , natural monopoly is under significant changes1 Network externalities are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critical cause of natural monopoly1 Meanwhile , network externalities are drastically changing the boundary of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y ,

making it a dynamic process1 Therefore , the reforming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s must adapt to the constant changes and make timely adjustments1

Key words :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y ; boundary ; network externalities

411

技术经济 　　　　　　　　　　　　　　　　　　　　　　　　　　　　　　　　　　　　　　　　第 25 卷 　第 9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