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国铁路业的自然垄断效率问题 

文/赵茂林 

   我国的产业经济理论，比较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竞争性行业的改革与发展方面，对那些处于自
然垄断行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探讨不足。铁路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既涉及到全社会经济福利的提高
以及有关部门职能的定位问题，又涉及到铁路业自然垄断效率的提高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
的问题。本文对中国铁路业自然垄断形成的条件、特征及效率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自然垄断的深
刻认识，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对铁路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自然垄断的特征与中国铁路业自然垄断形成的条件 
   “在存在如此强有力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至只有一个厂商能生存时，就会产生自然垄
断。”或者“所谓自然垄断，就是因为某种自然条件，它使市场只能容纳一个规模适度的公司，此
时成本最低，最有效率，如果其它公司进入这一领域就会无利可图。这种由自然状况造成的垄断，
就是自然垄断。”也就是说，不同行业的最低限度的效率规模是不同的。当某个市场的需求条件只
允许一个企业达到“最低限度的效率规模”时，就会形成自然垄断。 
   （一）自然垄断行业的基本特征  
   自然垄断行业是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的行业：“一是规模经济非常明显，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
总是随产量的增加而降低，规模愈大，生产成本愈低，因此，一般要求由一家企业进行垄断性经
营。”目前，经济理论界对自然垄断的标准较为一致的意见是“独家垄断经营的总成本小于多家分
散经营的成本之和”。“二是有大量的‘沉淀资本’，资金一旦投入就很难收回，也难改为其它用
途，如果多个企业之间进行竞争，其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也就是说该行业投入的大量资本资
产专用性很强，为了收回投资并取得赢利，只允许独家经营。“三是这些行业中的多数是公众所需
要的基本服务，需要保证所提供服务的稳定性、质量的可靠性和可信赖性等。”中国铁路业以及电
力、供水等产业，都是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尤其是中国铁路业明显地具有自然垄断行业的上述特
征。 
   （二）中国铁路业自然垄断的形成条件 
   1、符合成本的次相加性 
   铁路运输的平均成本(AC)是铁路投资的固定成本(TFC)和铁路企业消耗的各种燃料(或动力)、
材料、工资以及各项支出形成的可变成本(TVC)与完成的运输量之比,即AC= 
当铁路运输量Q增大时，AC下降的时间很长。如下图： 

    
   成本随产量增加而长期递减，从而任一家厂商通过扩大运量来垄断整个行业是有利的。当运
输量Q既定时，由一个铁路公司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本低于由几家铁路公司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本： 。
因为铁路的固定成本很大，只有在规模生产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才可能收回固定资本，达到
停止营业点。就中国铁路目前的重复投资，以至于每家铁路公司都具有很大的运能，但由于社会对



 

于铁路运输的需求量的限制，从而会引起每家铁路公司不得不闲置其中很大一部分运能。竞争的结
果，必然是生产成本的提高，生产效率的部分损失。 
   2、符合存在大量“沉淀资本”（Sunk cost）的条件 
   铁路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巨大，往往是私人企业或公司无力承担的，其它企业进入这一领
域，就会遇到资金障碍,因此 ，铁路运输业存在(网络供应系统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也符合自然垄
断性的特点，也就是说，需求量越大，网络供应系统的庞大的固定成本就越能分散到每一需求上而
收到规模经济效益。即铁路运输中的铁轨网络业务是自然垄断性业务。我国铁路网络遍及全国各
地，国家在这一行业中投资额巨大。在该行业中，固定成本所占比重极大，而可变成本即每增加一
次进行的新增成本相比来说很小。所以，需要国家赋予企业以自然垄断地位。下面我们以资源配置
效率来说明这个问题。 
   由于铁路运输业不适宜小规模分散经营，必须使用大量的投资或使用规模很大的设备，一家
铁路公司就足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并且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一家铁路公司的产品成本是随着产量
的增加而递减，如果其它公司再进入这一行业，必然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同样的情况下，生
产成本的提高，就会导致生产效率的损失，也就是一家铁路公司的自然垄断是最有效的。我们以下
图来说明： 
    
   如图AC1表示一家铁路公司生产时的平均成本，AC2表示两个厂商生产时的平均成本。在QO点
QAC1＜QAC2，若需求量处于平均成本下降阶段, 是自然垄断,即在QO之左的产量，可以是自然垄
断，在Q1点之左也是自然垄断。 
   3、铁路运输业属于公众所需要的基本服务行业。 
   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行是社会公众所需要的基本服务。铁路运输属于公众所需的基本服务
领域，这就需要保证所提供服务的稳定性、质量的可靠性和可依赖性，由于铁路运输关系到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需要很强的安全感和可依赖性，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国家必须赋予铁路运输业
以垄断供给权，从制度上保证垄断供应，这就是说，需要引入政府管制机制，这种管制机制主要包
括对市场进入的管制和价格管制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限制新企业的进入，保证铁路运输部门的
自然垄断地位，使生产成本最低和保证服务。其二，政府又进行了价格管制，防止铁路运输业损害
公共福利。 
   二、中国铁路运输业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由于中国铁路运输的行业特点决定了在该行业只能由一家企业垄断经营，才能实现社会福利
的最大化和最优化资源配置，然而在这个独家垄断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普遍出现了效率低下，有
的年份出现亏损的严重状况，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1、被管制企业内中无效率的产生。由于铁路运输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按其边际成本定价会
造成企业亏损，在现实中用平均成本法来替代，即所谓公平报酬率规制。由于这种价格管制的收费
标准的调整是以实际发生的成本为基础进行核算的，这样必然弱化刺激企业降低成本的倾向，其亏
损由财政冲抵；加之由于实行管制，缺乏竞争性刺激，使企业对提高效率，改善服务不感兴趣。这
样，使(铁老大(的官僚作风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十分突出。铁路运输业以权谋私，以票谋私等路风问
题严重，成为社会反响十分强烈的行业之一。以下我们用完竞争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的不同效应来
进行分析造成铁路运输业低效率的原因。 
   假定铁路运输业是在边际成本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而且竞争性行业的成本也不变，竞争
行业同铁路运输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也一样。在这种假定下，完全竞争行业选择的产出水平是Q1，在
这一点上，长期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并且在这一点上，产品的价格P1等于平均成本和边际成
本，而铁路垄断行业，选择的产出水平是Q2，因为在这个产出水平上MC = MR ，产品价格是P2（如
下图）。 
   
   由此可见，在自然垄断的条件下，由于产量的约束，会造成成本约束软化，导致亏损。 
   2、铁路运输业面临多种运输方式竞争的挑战 
   近年来，公路、民航形成了新一轮投资建设的热潮，高等级公路和高速公路网不断扩展，运
输能力也有很大提高，成为铁路的主要竞争对手。一般认为，在50Km以下的运输中，公路具有强竞
争优势，1500Km以上的运输中，航空有竞争优势，铁路的优势只在500—1500Km之间，由于公路和
航空竞争优势的不断加强，从而铁路所占的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因此导致铁路运输行业的经济效
益下滑。 
   3、铁路旅客票价不能反映客运市场的供求变化。由于铁路的客运票价一直受国家管制，而且
价格结构不合理，很难根据客运市场的供求状况灵活票价。而且由于自然垄断企业的价格管制，铁
路运输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乱收费，票价外加价现象也非常普遍，这也从另一个方面
造成铁路运输经济效益滑坡。 
   三、中国铁路运输业改革和发展问题的初步探讨 

 



   中国铁路运输业和其它自然垄断行业一样，存在普遍地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的状况，必须进
行改革，以改革中国铁路运输业的目前状况，鉴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
一，建立约束与激励机制。由于我国铁路运输业自然垄断性质，政府对铁路运输业的管制具有明显
的“政企合一”特征，行业主管部门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与监督执行者，形成缺乏激励的运行机
制。因此，要从根本上促进我国铁路业的发展，必须打破管制机构与被管制行业之间的经济效益的
连带关系，在保证铁路运输行业统一经营的同时，在企业制度上，选择委托代理制，使铁路企业享
有资产经营权。此外，在铁路运输业内的非自然垄断领域内，建立竞争激励机制。第二，针对价格
结构不合理，国家对铁路行业票价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使铁路运输价格能灵活地适应市场需求的
变化。第三，建立可竞争性市场。对于比较成熟的、能够引入竞争的环节促进其市场中的直接竞
争；对于无法进行市场中竞争的应当通过建立可竞争性市场，促进潜在市场竞争,推进竞争的开展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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