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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http://www.crifs.org.cn  2006年2月15日  胡星斗 

腐败是一种病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当代经济学对之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腐败的实质和反腐败的重点所在。 

腐败理论之一是“经济人”理论。斯密最早阐述了“经济人”思想，帕累托首先提出了“经济

人”的概念。  

斯密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

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帕累托认为，“经济人”总是在比较其边际效用，看怎

样才能使自己获益最大。可见，“经济人”就是自利人，他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或

社会的利益；“经济人”也是理性人，他要考虑以最小的成本或代价获取最大的生产或利益。腐败

产生的基础就是“经济人”行为，“经济人”为了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能利用制度、法律、

政策的漏洞，徇私舞弊，巧取豪夺。 

20世纪70年代，关于腐败的寻租理论问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强烈反响，布坎南因寻租理论

及公共选择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早提出“寻租”概念的是克鲁格。所谓“寻租”就是追求

非生产性的利益，或者追求管制带来的价格差。斯蒂格里兹认为，寻租就是从政府那里获得特殊的

好处；布坎南认为，寻租指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在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上

了。也就是说，由于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形成了差价收入——租

金。可见，哪里有垄断、特权和管制，哪里就有租金。贝克尔说：“腐败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外在产

物，对经济的控制越多，腐败也就越严重。” 

日本学者青木昌彦提出了腐败的内部人控制理论。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经理人员是“内

部人”，他们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倘若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他们极有可能侵害出资人的利益，

形成腐败。因为内部人控制的资产往往属于“无保障资产”，如国有资产。 

斯蒂格里兹、墨利斯、斯彭斯、阿克洛夫、维克里等人则研究了委托——代理理论，形成了信

息经济学，成为观察腐败的又一视角。由于委托人、代理人的信息不对称，权责不明，缺乏监督，

以及存在优败劣胜的“逆向选择”和侵犯委托人权利的“道德风险”，会使得市场效率损失和公有

资产流失。 

布坎南、塔洛克、当斯等经济学家则提出了政治交易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政治交易理论认

为，在政治市场上也有供给者——政府、政党和官员，也有需求者——利益集团、选民，后者以选

票“采购”前者的政纲和政策。他们两者都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所以，政策是“交易”的结果，

是力量“博弈”的均衡。此交易中，总会出现不守规则者，即腐败分子。政府失灵理论认为，政府



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进行有效地分配。官员也是经济人，也在进行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于是构成

了官员的寻租动机。他会滥用公共权利谋取私利，以“看不见的脚”踩住市场那只“看不见的

手”。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则提出了管制理论。认为在管制市场上，官员成为管制政策的供给者，

企业成为需求者；如果预期的租金大于寻求管制的成本，企业将购买管制（政策）。于是，政府成

为利益集团的“俘获物”，也可能成为腐败的名利场。 

除了上述之外，权力资本理论也颇为流行。该理论认为，一旦公共权利进入市场，就会转化为

资本，攫取经济剩余。权力资本就是权力主体对资产直接分割、占有的超经济资本，是正当权力掩

盖下的“内盗”。权力资本可分为经营性权力资本——权力经商，自己设租，自己寻租；征敛型权

力资本——实行超经济强制，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乱集资。 

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腐败主要是人性的弱点和政府的过大权力造成的。解决之

道，关键在于进行“机制设计”，健全制度、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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