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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作出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质量的
信息是昂贵的、不确定的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集体行为因而会产生某些当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
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以及道德危险。产权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经济
学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都强调了这些问题。为了减少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产
生了一些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实现监督、强制执行一些制度。等级、合同和法律都是这方面的制度安
排。“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危险问题也增加了供给基本的制度安排服务的费用。因此也有某
些制度安排，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供给基本的制度服务的费用。 对任何想要得到的制度性服
务而言，总有许多制度安排能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计算。传统
的费用一效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得到最优。但是在选择
制度安排费用中还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的费用。第
二种范畴的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除了技术要素，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
为是合乎义理的。撇开国家的作用，很容易从理论上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
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
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影响制度安排效率的因素有两种：一种因素影响生
产效率；另一种因素包括那些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从根本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是技术的函数。然而
，在现实中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制度安排“镶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它的效率
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例如，在以货易货制中，不方便程度以及搜索那些
具有你所想要货品和想要你所具有货品的人所花的费用都很大。尽管如此，即使仅就不方便程度而言
，也不见得它必然无效率。因为要找出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商品当成一般意义上可接受的交换工具来
使用的费用，或者创立和维持某种货币权威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当人们难得交换货品时，以货易货制
可能比货币交换制更为有效。原始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挑出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并绝对地讨
论它的效率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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