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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科斯的著作不多，他只写了—-本书《英国广播：垄断事业的研究》，

另外就是几篇文章。其中，最出名的是两篇：《企业的性质》与《社会成本问题》、前者是1937年在英国发表的，当时

没有多大影响。后者对传统经济学的外在性理论提出了挑战。

与常见的经济学论文相比，《社会成本问题》没有密密麻麻的公式，也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而只有几个简单的案例，

但却蕴涵着深刻的经济思想，它一经发表，立刻震惊了西方经济学界和法学界。文中对产权的重视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

学和法学关系的研究显得很突出。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对科斯的评价是，科斯的文献“对经济史的研究增加了新推动力，

一门新的科学——法律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地带应运而生。” 

1966年，斯蒂格勒在教科书《价格理论》中加入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内容并第一次使用了“科斯定理”这个名

称，这使科斯的名气一下子大了起来。20世纪 70和80年代，他的名气越来越大，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差不多都加进了科

斯定理。 

科斯定理是针对外部性经济问题提出来的。 

所谓的外部性，讲的是一个经济单位的活动对另一个经济单位的影响。不管是生产还是消费活动都会对别人产生影响。

积极的影响、有益的影响、正向的影响叫外在经济；负面的影响、消极的影响、有害的影响叫外在非经济。外在经济的

标准例子是果园旁边的蜜蜂养殖场。蜜蜂在果园里四处飞舞采集花蜜，不仅使养殖者得到收益，而且也为果树传播了花

粉，从而提高了果园的产量。外在非经济的标准例子是沿着一条河建立的化工厂和养鱼场。化工厂排放的废水给河流带

来了污染，使下游的养鱼场产量下降，带来了损失，产生了外部非经济性，而且化工厂的产量越大，给养鱼场带来的外

部非经济性亦越大。 

针对外在经济和非经济，科斯从产权和交易费用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进行产权交易的解决思路。 

所谓“产权”，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含义很广，它可被理解为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

选择的权利。产权可以分为两类：私有产权和公共产权。科斯等人研究的是私人产权。他们强调：对自身拥有的产品的

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和不受侵犯的一组权利都被认为是拥有产权的表现。 

什么是交易成本?在进行经济活动过程中，为达成任何一项自愿交易所必须耗费的各项费用的总和就叫交易成本。这可能

包括市场调查、情报收集、条件谈判、起草合同等等活动所要付出的成本。 

美国的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和约翰·瓦利斯曾经试图计算美国经济中交易成本占资源耗费总额的比重。在考察

了商业、金融、房地产业以及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等政府部门以后，他们发现，这些提供交易服务的部门所用掉

的经济资源的数量，在1870年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5％，而在1970年增长到50％以上。可见交易成本在经济活动中的

重要性，这个概念是科斯在1937年的《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到的。他从这个概念出发再加上产权理论分析了外部性问

题。 

科斯分析的结果是，在存在外部效应的场合： 

1、假定在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交易成本，只要产权是明确界定的，则不论产权在谁一方，交易双方的自愿交易都可以使资

源获得同样的有效配置。 

2、若交易费用大于零，则不同的产权界定会造成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第一个结论被人们称为科斯第一定理，而后一个

结论被人们称为科斯第二定理。 

为了说明以上结论，科斯做了著名的“养牛与种麦”的案例分析。为简化起见，我们换一个例子来说明以上结论。假定



一个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污染了下游的5个渔场，每个渔场由此损失75元，5个渔场共造成375元的损失。再假定有两个解决

办法，一是花150元给化工厂安装一个污水处理设备，二是给每个渔场买一台价值 50元的小型净水器，共需250元。 

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到底问题该如何解决呢?现在就要来看产权清晰的假定了。 

如果产权被界定在化工厂一边，即化工厂拥有排放污水的权利，渔场又想拥有清洁水源，那么，他们就会进行商议，5家

渔场共同出钱“贿赂”化工厂安装一个价值 150元的设备、花150元的代价会避免375元的损失，这对渔场是合算的。 

如果产权被界定在渔场一边，即渔场有不受污染的权利，那么，处理污染的问题就要由化工厂来进行了。化工厂在两种

方案中选择的结果是自己出150元安装一个设备比给5个渔场安装净水器损失要小，就是说，化工厂也必然选择1方案。 

在上述例子中，只要产权归化工厂还是归渔场是明确的，则由他们任何一方进行选择都会选择花150元安装一个污水处理

设备来消除污染解决外部影响问题。 

这告诉我们，解决外部影响问题不一定需要政府干预，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市场会自动地进行合理解决，当然，在此过

程中，政府也不是无事可做，明确产权就是它的责任。有效地运用国家权力保护产权是市场正常交易的基础，在此政府

要做一个裁判而不是一个场上队员。这与强调政府作用的斯蒂格勒的观点以及被大家所认可的需要借助政府来进行的征

收“庇古税”的方案是完全不同的。科斯定理因此被认为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 

一般认为，科斯在对外部性问题的分析上有两个理论突破。第一，他认为有害的外在性有相互性。化工厂污染了渔场的

水，当然化工厂应该负责，但另一方面，渔场索赔，化工厂就要蒙受损失，在正常成本之外又加上了一定的成本。二者

相互在施加影响。第二，外在性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可以通过私人的谈判来解决，解决之后照样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

置。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可以矫正市场失灵。这是科斯所一直信奉的观点。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交易成本普遍存在，而且许多交易会因成本太大而无法达成，而且往往牵涉众多的当事人。例

如，如果化工厂污染的不是五家渔场，而是多家，同时还污染丁农场、菜地以及很多住户的水源，那么多家受害者就很

难取得一致意见，并提出化工厂可能接受的赔偿要求。化工厂和受害者双方为了在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也需要付出大

量成本收集有关污染损失和治理成本等方面的信息并进行信息的甄别、选择以及合同的起草等方面的工作，这些都会使

问题解决的难度加大，甚至使最后的协议无法达成。这就是科斯定理所遇到的障碍。 

值得说明的是，科斯定理也被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广泛使用。科斯的追随者们认为，产权可以分成公有和私有两种，公有

产权的交易成本高，私有产权的交易成本低。所以，把公有产权变成私有产权是有效率的、是最经济的，因此科斯定理

被西方国家用来作为反对政府干预、推行私有化的理论依据， 

(据《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理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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