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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溢出与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权限

崔宝 玉
,

张忠根
浙江 大学 管理 学院

,

杭州

摘 要 基于地方会共产品 理论
,

探讨 了具有溢 出效应 的地 区 间地 方会共 产品 最优供给效 率
,

尝试性地 测

度 了地 方 性公共产品 不 同的供给形 态对帕 累托 效 率的偏 离
,

并在此基拙 上指 出经济权 限和政 治权 限 的藕

和是 实现地方公共产品 最优供给的 重要途径
,

·

最后借助 外部性 内在化 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 了 实皿经 济权

限和政 治权限藕合的相应制度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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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公共产品是后继学者沿着布坎南提出的
“

俱乐部产品
”

理论的研究思路
,

从空间有效性 的分

析视角进一步对公共产品所做的细化和分类
。

它是

指仅对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居 民提供服务和不排他的

公共产品
,

同时区域 内居 民对它 的享用程度也要受

到来 自地理和空间因素的制约
。

从空间意义的角度

分析
,

任何一 种公共产品都有特定的
“

空 间服务范

围
” ,

也都有一定的受益和效应边界
。

根据受益范围

不同
,

地方性公共产品又可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

如全

国性公共产品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的
“

地方公共产

品
”

等
。

不 同层次 的地方性公

共产品必然会加剧供给上 的利益分离和政治分离
。

同时
,

受地理空间的限制
,

大部分地方性公共产品相

对于全国而言都是准公共产 品
,

这就意味着地方性

公共产品所提供效应的非竞争性 效应溢出 会造成

公共产品服务排他的困难
,

尤其对于那些更具
“
纯 ”

公共性 的地方公共产品来说更是如此
。

从理论层面

分析
,

地方性公共产品应该具有特定 的供给主体和

效应边界
,

但由于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效应非竞争性

会模糊公共产品的受益边界
,

造成收益对成本的偏

离
,

从而可能致使特定主体的供给激励不足
。

这一

结论在理论界 已经形成共识并得到了实践检验
,

如

和 认为
,

效应 的溢出会导致利益分

离的地方政府提供 的公共产品低 于 帕累托最优数

量
。

和 也证明了在地 区 间不存在

税收重新分配的前提下
,

政治分离的地方政府所提

供的地方公共产品一定会供给不 足
。

此外
,

和 还利用 政治经济学 的

研究方法分析了地方性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

素
,

研究结果表明
,

具有溢 出效用的公共产品供给效

率与集权
、

分权体制及地 区 间公共支出偏好的差异

有关
。

综述国外学者对地方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

理论和实证研究
,

笔者认为
,

如果仅立足于
“

地区间
”

的视角分析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下 的问

题
,

那么效用 的溢 出无疑是其无法达到有效供给的

前提和根本原因
,

而权力分配体制的重新划分
、

税收

在地 区间的重新分割及转移等只是为解决效应溢出

难题而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衍生与延伸
。

这主要基于

以下两点 ①在一个存在效应溢 出 的经济 中
,

如果
“
溢出

”
地 区公共产品效应的溢出部分没有得到相应

的成本补偿
,

那么
“

溢 出 ”地 区会仅仅 比较所提供的

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
,

这将导致该种公

共产品的供给激励不足
。

②如果在提供公共产品的

过程中
, “
溢进

”
地 区消费者没有承担相应成本

,

则可

能导致
“
溢进

”
地 区消费者的过度消费

,

这将进一步

提高
“

溢出
”

地 区 的供给成本
,

从而更加削弱
“

溢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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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供给激励
。

和
‘

也曾指

出
,

当通过进一步交易增加收益时
,

帕累托相关外部

性就会存在
。

,

这意味着
,

当外部性被克服或被削弱

时 , 既定
一

的资源投人会产生更大的产出茵从而地方性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难题会减轻甚至被解决
。

如何克服或削弱地方性公共产品
“

效应
”
溢出的

影响和提高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一直是理论

界所关注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蒂布特早在 年就

提出
、

通过消费者的偏好和选择来提高不同地区地方

政府的供给激励 最早用财政集权和分权 的

理论来探索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途径 后继

研究者大都是沿着这一分析框架做了很多纯理论和

实证的分析
。

这
,

些理论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大都是在

效应溢出产生后不 同主体的
“
后选择 ”行为和过程

,

没有对
、

地方公共产品效应溢
·

出本身做更多 的探讨
。

本文基于地方政府的分析视角宁通过
‘

溢出效应 内在

化的理论尝试性地提出解决可能由于效应溢 出导致

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的分析框架丫并探讨经

济权限和政治权限之间的偏离和祸合对地方公共产

品有效供给的影响
。

理论模型
‘

效应溢出与地方公共产
品橇优供骊率 一

‘ ’ 一

·

从拱给视角
,

分析地方性公共产昆的提供必然要

考虑到拱给的公平与效率两个纬度
,
地方公共产品

消费的非竞争性产生的效应溢 出必然会影响到地方

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和公平
。

为了具体阐明效应溢

出与地方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及公平之间的关系

问题
,

笔者构造 了这样二种 简单 的理论模型和社会

形态 假设一
,

一个地 区下辖 个辖扭 拭地区 和其辖

区代表着政府的不 同层次和边界
,

地 区卿的收人 和

财富分配被视为是既定 的
。

假设二
,

地区和辖区都满

足净
一

收益最大化的理论假设和“ 财政平衡
”

的理论

假定
。

假设三
,

地 区 内的 个辖 区在公共产品供给

时都面 晦着相 同的收益和成本 函数
、
地方公共产 品

戈的供给存在效应溢 出 、
假设四

,

地方公共产品 的

供给既河以 由辖 区独立提供
,

也可 以 由地区统一提

供
,

地区和辖区都可 以
「

在最适度规模处提供地方公

共产品
。

在上述理论假设基础士
,

笔者假定在辖区

独立供给地方公共产品 时
,

尽 为第 个辖区从供

给 中所获得的收益或效应
, ,

是第 个辖区在供

给 时所承担的成本 在统一供给时
,

表示地区从

供给 时所获得的总收益或效应
,

表示整个地 区

在供给
‘

时所承担的成本
,

一 一 指的是在地区

供给 时
,

由于可 以克服或部分规避 欠 的溢出效应

而产生的净收益
,

它也是统一供给而避免或部分避

免效应溢出的
“
红利 ” 。

不考虑地方公共产品存在的效应溢出

根据萨缪尔森一阶均衡条件
,

和
一 ’

分别在 年和 年论证了为实现净收益最
,

奏化的地区政府为了实理地方公共产品 的最优

供给数量的条件
,

如式 所示

拍一
卜

乳少仑
一

一
共杀 一 饥 共七共 等于 一 牛是令

。

一 ’ 艺 、 一 ’ “

因此 乡为了实现地方公共产品 的最佳分配效率和

最优供给数量
,

必须满足 供给的边际收益共书 等
“ 、

于边际成本 ’ 此 时的最优供给数量 即是单位成

本最小化下
’

的帕集托最优供给数量
,

供给量 的增

加和减李即可使资源分配产生扭曲
。

根据与

和 同样 的逻辑和基本假设前提
,

辖区为

了净收燕最大化牟 辖区选择地方公共产品 的

供给粼鼻必须擎式‘ , 的条件

己刀少

及灭
‘

一 蕊了
·

最大化式
,

则可 以由式 重新表述

己刀
“

式 给我们的理论启示是 为了保证地 区净收益最

大化
,

地区提供地方公共产品 的最优供给数量 的

一
, 、 , , , 。 八 全 己 。 , 、 ,

一
卜

一
, 、

一一
充分条件是满足 竖茶 二 竺纂

,

即为实现地方公共产
宁

’才一 ”少
’

州、 己
一

丫
一

‘

一
“

一
’‘ 一

’ ‘

品 的最优供给沙地区要确
‘

保每个辖区所承担 的成

本与所获取的收益在边 际份额上是相等的 , 同
一

时这

种成本分享安排也是公平的
,

因为它也确保 了每个

辖区对公共产品 的支付实 现 了净收益最大化
。

所以
,

式 满足 了地 区和辖 区两类主体的净收益最

大化
,

向时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

考虑地方公买产品存在的效应溢出
、

由于她方公共产品地区伺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高

排他成本而可能会产生地 区之间
、

辖 区之 间的公共

产品消费的‘溢出 ”效应
,

致使 供给存在正的外部

性经济
,

可能导致
、

供给不足
。

为简化模型
,

假定
、 , , 。 、

、 泣
、

分玉
一

工泣亡
、 ,

丈 、
, , , 、

、 一 论
的边际供给成本共条为

、

固定值 边际成本通常
一 “ 砂

份州
’

尹州 州
眨

’ 、

分尹卜 一
、 ’

,
’ ’

一
”‘

腿缚
,

严后
·

递蹭补通过式 对 个辖区进行加

总
,

可得到式

合 汉刀了 、 ,

夕
, , 犷苏一 弋

胃
“ 。 刃

兴卜 客豁 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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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当 被最优供给时
,

净收益最大化的地 区在
, , , , 卜 , 、 , 、 ,

一 , , , , 、 , ‘ 、

一
, , ,

‘

一提供地方公共产品 时必然 有 共去乡一
,

因此有’乃 刀 、 产 “ “ 一 “ ’

⋯
’‘

一
’

一 ‘ “ ’‘

合
,

合
, 二 一 、‘ 、、

, 二二
一

。 ,

, 、
不下干 一 入 下 二 。

出 丁双力笙掀 山 阴什仕
,

坐 ,羚月一

胃 力 胃 七

艺
’ 。 一 、

合
,

一 山 一 一 、 一
川 翔 夕

,

下于二 女、 ,

出 刁一 父又力笙之盆 山 ”

胃 七

产生的外部 上级政府或效应
“

溢进 ”地 区 补贴份额

二
、 , ,

占 己 , 。 , 、 , 、 , 。 二‘ , ,

一 , ,
、

、 。 , 二 ,

应为 一 望兴专
。

外部补贴 的大小无疑将影 响
一

‘ 一

胃
“

” 一 ” ‘ 、

一“
、 ‘

一 ”一 ’“ “ ’‘

一

二‘ , ‘ , 、 , 。 、。 、 , 。 、 , ,

合 汉 , ,

一
, 、

的供给激励
,

当外部补贴为 一 片竺杀 时
,

地方公一“ 一 一
’

一
‘ ’

一 ” ‘

”
‘ 一

胃
一 “ ’

一
’‘

共产品 将实现帕累托供给效率
,

同时在补贴后也

实现了地 区 内外 的收益
、

成本分享公平 和
“

财政平

衡
” ,

使收益和支出匹配并规避对 的过度消费
,

实

现对 供 给 的有效 激 励
。

如果 外 部 补贴 不 是

气
,

、

口 ,
, 、 , 。 , , 、

、

。

一 片竺杀
,

将会导致公共产 品 和资源配置的双
胃 ” ”

一
’

‘

一 ‘ 、 ’ 曰 ”

一
一

、

目 · 曰 切

重扭曲
。

假设外部实际补贴为
,

在地方公共产品 效

用溢出的前提下
,

可以利用 , 和 测度 的供给效

率对帕累托效率的偏离及偏离程度

另
,

山 一 是之厂

山

一一卫二 刊
。

丈二伙
‘ 一 白丽

。

在式 中
,

当 。 , 一 时
,

此时表明地方公共产品

的效应不存在溢 出
,

从而 会得到净收益最大化地

区的帕累托最优供给 当 , 时
,

此时 的供给

存在溢出效应
,

就可能会出现供给不足 这时需要参

考外部对本地 区的补贴
。

越小
,

表明越有可能出

现地 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现象
。

在式 的理论

分析背景下
,

根据式
, 。 有三种不 同的取值状

态
,

当 。 一 时
,

此时由于外部补贴恰好补偿了由于

地 区公共产品 效应溢 出而承担的额外成本
,

因此

会得到帕累托最优供给
,

此 时的供给效率为帕累

托效率 当 。 或 。 。 时
,

供给会出现过

度供给或供给不足现象
,

资源分配效率低下 而偏离

帕累托供给效率
, 。 偏离 的程度则测定 了地 区公

共产品 的供给效率偏离帕累托供给效率的程度
。

政治权限
、

经济权限与地方公共产

品供给

发
,

从地方公共产品和政府外部性理论分析的角度

论证了当政治权限 与经济权

限 相一致时
,

帕累托意义上

的最优供给便能够达到
。

这里政治权限指作出决策

的政府层次和范围
,

经济权限则包括所有从公共产

品中受益的个体
。

从供给与需求关系来看
,

政治权

限涉及如何确定供给主体的问题
,

经济权限则涉及

如何区分地方公共产品受益边界的问题
,

因此政治

权限和经济权限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公共产品的供

给方和需求方的关系
,

理想 的政府边界应该与公共

产品的受益个体相对应
。

从理论意义上说
,

地方公共产品的经济权 限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政治权限
,

公共产品供给的经

济权限和政治权 限总会呈 现 出藕合和偏离两种状

态
。

如果从效应溢 出的角度分析
,

地方公共产品供

给的经济权限会呈现出等于或大于政治权限这两种

状态
。

地方公共产品本身所具备的效用溢出的典型

特征
,

导致准确测定地方公共产品的经济权 限是 困

难的
。

例如
,

由于效应溢 出和偏好及支付意愿 的隐

瞒而准确测定公共产品的受益 范 围和 主体是 困难

的 准确衡量
“

溢进 ”地 区的受益程度及补贴大小也

是困难的 而一部分地方公共产品的收益 如濒临灭

绝 的动物的保护
、

沙漠治理等 甚至不能够用货币单

位来衡量 可见
,

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权限是灵

活的
、

可变的
,

有时甚至是很难测度的
。

政治权限一

旦设定则长时间保持不变
,

政府层次和政府管辖范

围的设定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
、

刚性 的
。

上述诸

多原因经常导致公共产品供给的政治权限和经济权

限之间的偏离和不一致
。

我们可以结合效应溢出与

地方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的基本分析框架来探讨地方

公共产品的经济权限和政治权限之间的关系
。

在前

文假定的这样一个简单的社会形态 的理论前提下
,

当地方公共产品 的供给不存在效应外溢 的理论

和 从 的财政平衡概念 出

假定时
,

即当 艺
,

一 时
,

此时 的效应并没
巴

有发生溢出
,

由地 区供给的公共产品 的所有收益

由地区 内的辖区共享
,

那么 供给的经济权限和政

治权限之间是藕合和一致的
,

没有发生偏离
,

地 区 以

边际受益等于边 际成本 的方式决定 的供给效率

是帕累托最优供给效率 当 供给存在效应外溢 的

特征时
,

即当 艺
,

时
,

表明公共产品 供

给的经济权限和政治权限之间有可能出现偏离和不

一致
,

此时若外部 上级政府或效应
“

溢进
”
地 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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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

溢 出
”

地区有所补贴 此时的经济权限可称之为

修正的经济权 限
,

那么 由 供给 的经济权 限大于

政治权限而承担的超额成本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弥

补或会得到完全补偿
,

这无疑将提高该地 区 的供 给

激励
。

根据前面构建的理论模型
,

由于 。 测度 了

的供 给效率 对 帕 累托 效率 的偏 离
,

可 知 当 。 一

时
,

意味着 供给的经济权限和政治权限之 间是完

全藕合的
,

此时 会得到帕累托最优供给 当 笋

时
,

无论 。 还是 。镇 。 ,

都意味着 供给的

经济权限和政治权限之间出现偏离和不 一致
,

越

偏离
,

意味着 供给的经济权 限和政治权 限 的偏

离和差异就越大
,

那么从效率上说
,

供给必然不

会实现帕累托最优供给
。

因此
,

修正 的经济权限与

政治权限的藕合是实现公共产品 帕累托效率供

给的充分条件和重 要途径
,

任何修正后 的经济权限

与政治权限的偏离都会造成 供给上的效率损失
。

制定安排 经济权限和政治权限的

藕合

根据以上分析
,

可 知修正后 的经济权限与政治

权限的藕合是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途径
。

笔者

认为
,

解决地方性公共产品供给难题的最根本所在
,

就是要解决如何使经济权限与政治权限之间能更好

祸合的问题
,

只有把公共产品供给的溢 出效应 内在

化
,

才能降低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交易成本
,

降低和

规避公共产品供给的 内生交易 费用
,

实现地方公共

产品供给的效率供 给
,

而经济权限和政治权 限的祸

合方式就可 以看作为溢 出效应 内在化的一种具体体

现
。

溢 出效应 内在化 主要方式有两种 一体化安排

和市场交易
,

一体化则又包括纵 向一体化和横 向一

体化
。

溢 出效应 内在化的根本 目标就是促使社区公

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权限和政治权限的藕合
。

笔者认为
,

横 向一体化主要可 以通过撤并社 区

以及政府之间的协商和协作供给来实现
。

撤并社 区可 以相应地扩大政府的范围和层次及

公共产品供给的政治权 限
,

使政治权 限 向经 济权 限

逼近
,

从而把区间公共产品真正地变为 区 内公共产

品
,

这时收益 的获 取者 与成本 的承担 者完全一致
。

考虑到政治权限的相对稳定性
,

因此撤并社 区 时要

进行多项配套改革和综合改革
,

如财税制度改革
、

政

府机构改革等
,

此外还要 考虑地 区之间及地 区 成员

之间的偏好差异及收人分配效应 的改变等
。

政府之

间的协作供给也是改变政治权限的一种 主要方式
,

对于多重 性 社 区 公共 产 品 ①的供 给尤 是 如此
。

此

时
,

即使是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
,

不同政府之间的博

弈也可能不再是零和博弈
,

不 同的政治权限之间可

以互通所有
,

通过互补所缺从而实现双方或多方共

赢
,

使双方政府或社区成员福利共同提高
,

但此时不

同政治权限之间的讨价还价成本的大小 以及双方的

策略行为方式等都会 影 响地方公共产 品 的有效供

给
。

纵 向一体化 主要指在不 改变政 治权 限的前提

下
,

上级政府对下属地 区进行干预和协调
,

如上级政

府利用科层权力和
“

非市场
”
的强制手段对

“

溢 出
”

地

区转移支付以及对
“

溢进
”

地 区征税等
。

庇古认 为
,

“

外部性是市场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
,

如果政府无所

作为
,

它将始终构成市场有效运行的一种威胁
” 。

因

此
,

为了实现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

国家必须越

出传统上的规定边 界
,

利用征税权力 和转移支付权

力
,

对那些制造影响的地 区 征收一个相 当于边 际成

本差额的税收或给予 同等数量 的补贴
,

从而促使政

治权限与修正后 的经济权限相一致
。

但
“

溢 出
”

效应

和
“

溢进
”

地区对支付意愿的歪 曲和隐瞒会造成测量

补贴和征税额度的困难
,

从理论角度并基于所构建

的纯理论模型分析
,

对
“

溢进
”

或
“

溢 出
”
地 区征税或

卒卜贴额度应为
一 今丝

州
,

如果补贴的额度高于

合 己
, 二‘、

人 、

‘ 、 、 , , , 、

一 竺去专
,

就会造成资源 的低效率配置和浪费
,

反
胃

’ ““
’ ’“ 明

’ “ ‘ ’州 一 曰 。 ,

卜 夕浅

一
之则会导致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

此外
,

促使经济权限和政治权限的祸合还可 以

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来促使经济权限和政治权限的统

一
,

即
“

溢进
”

地区 和
“

溢 出
”

地 区通过签订合约和凭

单等
,

以雇佣生产和购买 的方式获取
“

溢 出
”

地 区 所

供给的公共产品的溢 出部分
,

当然
,

市场交易必须建

立在清晰的产权界定及分割
、

溢 出分割 以 及较低的

交易成本的基础上
。

结语

效应溢出与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既是一个复

杂的理论问题
,

又是一个关乎地 区 间和地 区 内部利

益分配及地区成员福利分配 的现实问题
,

众多经济

学家对此从不同角度做 了深人 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

笔者认为
,

解决具有较强公共性 的地方公共产品有

① 这里 的多重性社 区公共产品指不 同政 治权 限之 间的相互
”

溢 出
”

和
”

溢 进
’‘

的多种社 区公共产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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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供给不足的最根本方法就是解决如何使溢出效应

内在化以提高溢 出地区的供给激励的问题
。

溢出效

应内在化的方法有很多
,

但各有缺陷和适应的前提
。

此外
,

对于独立 的市场能否解决外部性的问题至今

还存在争论
,

如 和 就否 定了市

场不会外部性内部化的论断
,

并认为市场的调整有

可能使地 区公共产品供给达到帕累托最优水平
。

而

则认为市场的独立调整不仅会导致一个无效

的生产水平
,

还会导致一个无效的生产方式
。

那么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
,

如何在不 同经济与政治权限的

地 区之间探求具有正外部性的地方公共产品最优供

给效率呢 怎样设计具体制度来促使经济权限与政

治权限的统一呢 这就要求我们对不同的替代性制

度安排
,

包括一体化和市场交易机制的各种措施进

行考察
、

比较
、

借鉴及思考
,

比较
、

借鉴的基点就是社

会交易成本的大小
、

社会公平及地 区成员偏好的一

致性等
。

此外
,

对于不 同的制度安排还要进行成本

一效益分析
,

在政府机构中引人竞争机制
,

在政府内

部引人激励机制
,

打破地方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

足的低效率
,

实现帕累托效率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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