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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据此，公共产品具有两个本质特
征：一是非排他性，一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指的是不可能阻止不付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消
费，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付费的人同付费用的人一样能够享有公共产品带来的益处；消费上的非竞争
性指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从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即边际成本为零。 
一、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争论 
随着对公共产品研究的深入，关于公共产品的争论也日益激烈。总体上说，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方
面：公共产品的分类以及供给方式。 
关于公共产品的分类，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明确指出，萨缪尔森的定义所导出的公
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现实世界中，大量存在的
是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一种商品，称作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商品。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根据
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有无将物品分为四类，即：私人产品、共同资源、俱乐部产品和纯公共产品。 
由此，公共产品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公共产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第二类
公共产品的特点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较轻易地做到排他，有人将这类物品形象地称为
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第三类公共产品与俱乐部产品刚好相反，即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
却无法有效地排他，有学者称之为共同资源（common resources）。俱乐部产品和共同资源产品通称
为“准公共产品（quasi-pubic goods），即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准公共产品一般具有”
拥挤性“（congestion）的特点，即当消费者的数目增加到某一个值后，就会出现边际成本为正的情
况，而不像纯公共产品，增加一个人的消费，边际成本为零。准公共产品到达”拥挤点“后，每增加
一个人，将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 
公共产品的分类以及准公共产品”拥挤性“的特点为我们探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供给了前提。关于
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争论颇多。以萨缪尔森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
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实现排他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且在
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因此，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比市场方式即通过私人提供具有
更高的效率。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一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纷
纷开始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戈尔丁、布鲁贝克尔、史密兹、德姆塞茨以及科
斯等人从理论和经验方面论证了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的可能性。 
二、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机制分析 
现实生活中，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存在着种种成功的范例。如美国的航空、能源、银行、电信、教育等
公共产品的供给已全部面向私人开放。在我国，随改革的深入，私人已经开始涉及公共产品的供给领
域。从公共交通的商业化运营，到高等教育的民办化经营，市场化、民营化逐步渗入公共产品的供给
领域。 
（一）市场供给机制的可能性：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的动力 
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的动力，首先来自营利组织和个人的”经济人“动机。市场机制的本质是不同的市
场主体以自愿交易的方式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公共产品中有一部分属于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排
他性公共产品，有一部分属于可能发生拥挤的公共产品或俱乐部物品，即使是具有非排他性的”公有
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竞争性，这些一定程度或者具有排他性、或者具有竞争性、或者具有拥挤
点的混合物品或准公共产品，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对于具有私人物品性质的准
公共产品，”经济人“驱动下的市场机制供给便具有了其人性基础。 
（二）市场供给机制的必要性：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的条件 
对于公共产品，从斯密、穆勒到庇古、萨缪尔森都把它作为市场失灵而必须由政府配置的对象。但
是，以戈尔丁、科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却提出了相反的看法。正如张五常所指出的：“假若不付钱
就会得到政府的供应，而政府的供应是由一般税收所支持，那么还有什么人会在任何市场付价呢？免
费的午餐又能吃得了多久？”张五常的疑问肯定了公共产品市场供给机制的存在。 
戈尔丁认为，在公共产品的消费上存在着“平等进入”（equal access）和“选择性进入”（selecti
ve access）。“平等进入”指公共产品可由任何人来消费。“选择性进入”指消费者只有在满足一定
的约束条件例如付费后，才可以进行消费。戈尔丁认为福利经济学忽视了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上的“选
择性进入”。没有什么产品或服务是由其内在性质决定它是公共产品或不是，存在的只是供给产品或
服务的不同方式，即“平等进入”和“选择性进入”。产品和服务采取何种供给方式取决于排他性技
术和个人偏好的多样化。若公共产品不能通过市场手段被充分地提供给消费者，那是因为把不付费者
排除在外的技术还没有产生或者在经济上不可行。 
德姆塞茨在《公共产品的私人生产》一文中指出，在能够排除不付费者的情况下，私人企业能够有效
地提供公共产品。他进一步认为，若一个产品是公共产品，那么对同一产品付不同价格是满足竞争性
均衡条件的。由于不同的消费者对同一公共产品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可以通过价格歧视的方法来对不
同的消费者收费。 
布鲁贝克尔认为，公共产品消费上的免费搭车问题缺乏经验方面的科学根据，它忽视了现实中许多影
响人们表明自己对公共产品需求的重要因素。史密兹进一步认为，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消费者之间
可订立契约，根据一致性同意原则来供给公共产品，从而解决“免费搭车”问题。 
上述学者从理论角度论证了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科斯则从经验的角度论证了这种可能性。灯
塔作为一种公共产品，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只能由政府提供。而科斯在其经典论文《经济学上的灯
塔》中认为，从17世纪开始，在英国，灯塔一直是由私人提供的，并且不存在不充分供给的情况，政
府的作用仅限于灯塔产权的确定与行使方面。科斯的研究表明，一向认为必须由政府经营的公共产品
也是可以由私人提供和经营的。 
综上所述，私人若想成功地提供某些公共产品，需要以下条件。 
首先，私人供给的公共产品一般应是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一般具有规模大、成本高的特点，政府
可利用其规模经济和“暴力潜能”优势来较为经济地提供。而准公共产品的规模和范围一般较小，涉
及的消费者数量有限，正如布鲁贝克尔和史密兹所认为的，这容易使消费者根据一致性同意原则，订
立契约，自主地通过市场方式来提供。由于消费者数量有限，因此达成契约的交易成本较小，有利于



公共产品的供给。 
其次，在公共产品的消费上必须存在排他性技术。这即是戈尔丁提出的公共产品使用上的“选择性进
入”方式。俱乐部产品，由于存在着“选择性进入”方式即排他性技术，可以有效地将“免费搭车
者”排除在外，降低私人提供产品的交易成本，从而激励私人提供某些公共产品。 
最后，更为关键的是，市场成功地供给公共产品必须要有一系列制度条件来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制度
安排是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产权
的特点是其强制性，强制性的产权使产权所有者形成良好预期，从而有足够的激励。只有界定私人对
某一公共产品的产权，并且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护产权的行使，私人才有动力来提供某一公共产
品。 
（三）市场供给机制的现实性：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的实现 
公共物品的市场供给为社会成员选择公共物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市场供给在克服“政
府失灵”，遏制“搭便车”行为，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等方面具有其他供给机制所不具备的独特
作用。 
一般而言，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形式总的来说有三种，一是私人的完全供给，即公共产品的投资、生
产以及修缮由私人来单独完成，私人通过收费的方式向消费者收取费用。二是私人与政府的联合供
给，即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过程中私人和政府形成了某种联合。三是私人与社区的联合供给，即
私人与社区通过有条件的联合来提供公共产品。 
（四）市场供给机制的失灵：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的困境 
市场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配置机制，能有效传导信息，调节供求，引导企业进步，促进经济发
展，市场的自发有序性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法宝。但是，市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也会存
在“市场失灵”。 
三、公共产品市场供给与政府职能的转换 
（一）公共产品市场供给对政府职能的影响 
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对政府的治理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意味着政府并不是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
者，在政府之外存还在其它成功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正如奥斯特罗姆所指出的，“每一公民都不
由‘一个’政府服务，而是由大量的各不相同的公共服务产业所服务……大多数公共服务产业都有重
要的私人成分。”这意味着随着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自组织力量的发展，政府作为公共领域垄断者的
单中心治理模式已经发生改变。公共领域的治理已出现了某种多中心倾向。 
（二）公共产品私人供给中的政府作用 
某些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决不意味着要完全脱离政府，相反，政府在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政府要为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者提供制度激励，这包括对公共产品产权的界定以及给予某些激
励措施等，从而为私人提供公共产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正如尼科尔森所指出的，政治过程在任何
情况下都将通过对关键性经济制度的影响来塑造私人的选择。 
其次，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可能会出现某些负外部性问题，对此政府要进行必要的规制。具体来说，市
场提供公共产品可能会产生垄断等负外部性问题。凭借这种垄断优势，可能会提高此公共产品消费的
准入价格；还有可能不对消费者提完全信息，欺骗消费者；再者此公共产品在使用过程中还可能产生
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因此政府有责任进行必要的规制，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再者，在市场供给过程中，政府有必要给予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某种支持。因为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一般
是分散的，消费者容易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不太可能形成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同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
者讨价还价。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必要为消费者提供信息以及其它必要的支持，促使公共产品的品质
的提高。 
政府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中的作用表明，在公共产品供给上不存在市场和政府的完全分野，实际上，
两者是互补的，既不能离开市场谈政府，也不能离开政府谈市场。 
四、结论 
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在不完善的现实政府、不完善的现实市场和现实社会之间，应
建立一种有效的选择和相互协调机制，根据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合理性原则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
努力寻求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均衡点，建立公共产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和互补机
制，以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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