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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理论与“三农”史研究刍议 
 

清华大学  陈争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自19世纪后期A.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外部性”概念以来，外部性
理论经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发展，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笔者认为，可以将外部性理论与“三农”史研究结合起来，有利于为“三农”史研
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分析工具。 

 
一、关于外部性理论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谓“外部性”也称外在效应或溢出效应，主要是指

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在有关各方以价格为基
础的交换中发生的，因此其影响是外在的”；如果给旁观者带来的是福利损失（成
本），可称之为“负外部性”；反之，如果给旁观者带来的是福利增加（收益），
则可称之为“正外部性”。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无偿享受的公共物品，可以说是正
外部性的特例。个体经济活动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可谓个体（私人）成本和个
体（私人）收益，而这一活动带给旁观者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就是社会成本和社
会收益。 

经济生活中的外部性是广泛存在的。生产中养蜂人放蜂使果农收成增加，企业的
技术发明被其他企业无偿引用等等，都会产生正外部性；而化工厂向江河排放污水
就会有负外部性。私人消费也会产生外部性，如吸烟，开车都会造成对空气的污
染，半夜放音响给邻居带来的噪声等，都产生负外部性。 

我们以往在经济史研究中较多地谈论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而实际上外部
性的存在也会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一个经济主体的行动能够增进社会福
利，然而他自己却不能因此得到相应的收益，那么他就难以持久采取这类行动；反
之，当一个经济主体的行动能够使其自身受益而又不需要支付由此带来的额外支
出，那么他就会无所顾忌地扩大这种活动以致于遭到社会上的反对。为了合理配置
资源，增进社会福利，保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外部性问题（经济学
家称之为外部性内部化——即将全部社会成本施加给造成外部性的人）。 

经济学家们解决外部性的方法主要分为公共政策和私人解决两大途径。公共政策
主要包括政府管制（政府通过规定或禁止某些行为来解决外部性）、政府提供公共
物品、收税(通过税收或罚款（例如征收排污费）治理污染等负外部性影响,使私人
成本增加到社会成本的水平)和补贴（通过补贴补偿正外部性影响，使私人成本下降
到社会成本的水平）。私人解决的方式有道德约束、慈善行为、利益各方签订合约
等，利益各方签订合约包括企业之间的合并。例如，由于蜜蜂授粉使苹果增产，养
蜂人就可与苹果园主签订合约按一定比例分享增产收益，或与苹果园主合并为一个
企业，成为最典型的外部性内部化。著名的科斯定理认为：如果私人各方面可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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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私人市场就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并有效地配
置资源。但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私人主体本身往往难以解决外部性所引起的问
题。 

 
二、外部性因素在农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农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技术进步滞后，较强地依赖于自然环境，农业发

展反过来又影响或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农业经营往往以农户及小农场为主，单位
规模较小，因此农业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的差距较其他产业
为大；再加上农产品一般来说量大值低易腐，相对运费高，储存损耗大，农产品价
值实现的难度大，使农业在交换中往往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农产品市场供求波动
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其他商品。这些特征使农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容易被迫接受
外部成本或流失外部收益，农业与外部性因素关系十分密切。 

在供者方面，草原、林地、绿洲、水库、河渠、耕地等景观对保持水土、净化空
气、美化环境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社会公众也因此而无偿获益，这是农业提供正
外部性的典型例子。而有些农业活动，如毁林造田，及滥用高残留性和毒害性的农
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提供了负外部性。在受者方面，工业、交通、能源、
通讯、商业中的“三废”及电磁污染等，都会影响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的发展环境
由于受到了工业等非农产业的负外部性而趋于恶劣。 

由于农业生产较强地依赖于自然环境的特点，在全人类农业文明曙光初现时，外
部性因素就在发挥作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及古华夏四大文明都在大河流
域兴起，都为了治水，不得不把水利工程作为公共物品，由规模更大的组织，乃至
于由国家，来举办大型工程。此后，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如古代中国的郑国渠、
都江堰等等，一直发挥着明显的正外部性，不仅有利于当时的农民，也惠及后代子
孙。历史上，负外部性在农业中发挥作用的例子也相当多。例如，谭其骧先生曾经
指出，唐代及其后人们在黄土高原与黄土丘陵地带尽量扩大垦种面积，扩大粗放农
业经营，引起严重水土流失，使得黄河下游的河床越填越高，洪水越来越集中，黄
河流域陷于千余年水旱频仍贫穷落后的境地。[1]谭其骧先生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
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他虽然没有用“外部性”概念，但
是实际上指出了历史上不合理的农业开发所造成的巨大负外部性影响。 

 
三、外部性因素在农业发展中作用不断加强 

 
笔者认为，在农业大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以下三大主要趋向，使得外部性因素

在农业发展中作用呈不断加强趋势。 
第一个趋向是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不断

发展，城乡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农业专业化不断发展，以种植经济作
物为主的棉农、菜农、果农等增多，他们的产品要大量出售，他们所需的粮食等要
从市场上购买，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这一过程不仅加强了农业内部的专业分工和
相互依存，同时也促进了农业与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密切联系，促进了农业
生产的社会化。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必然体现为农业生产同农产品的加
工、销售以及同农业生产资料的制造、供应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使得农民的当年
收益及来年生产规划等更加容易受到千里以外其他地区有关农产品的交易或与农业
相关产业市场变动的外部性（经济学家们较多地称之为“金钱外部性）影响。 

第二个趋向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使得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困难加大。这一趋向不仅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而且也由于农业经
营规模的缩小（例如农民大家庭分家后兄弟各自经营等，中国改革初期由原先的生
产队经营分成农户各自经营也可以作为特例），使得田界纠纷、沟洫排灌矛盾等等
增加，使原来同一经营单位的内部问题成为外部问题，必然加大了外部性因素的作
用。 

第三个趋向是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公害增多（从人类社会发展大历史看），这也
必然加大了负外部性因素对农民生活对农村经济的作用。古代的滥砍滥伐造成水土
流失，洪水泛滥，使下游的众多小农遭遇飞来横祸。近现代这种情况就更多，例
如，我国工业“三废”对农业环境的污染正在由局部向整体蔓延。2000年全国因固
体废弃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毁损的农田面积已达200万亩以上，8000万亩以上耕地遭受



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仅淮河流域农田因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就达1.7亿元。全国利
用污水灌溉的面积占总灌溉面积的7.3%，比上世纪80年代增长了1.6倍。今年的禽流
感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农村的养鸡专业户哪怕自己的鸡场防疫工作做得再好，
只要周围3公里以内有一别人散养的鸡染上病，被认作是禽流感，就会给这一块地方
的养鸡专业户带来晴天霹雳，会立即来一群“白大褂”闯进鸡场，实行“宁可错杀十
万，不可放过一个”政策，把所有的家禽杀光。尽管政府会有补贴，但是仍然有经济
损失，并且还要考虑养鸡户的情感与心理承受（经济学所讲“福利”包含心理因素）
等，可以说散养鸡得了禽流感造成的负外部性特别大。 

 
四、余论 

 
在历史上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领域出现了很多优秀成果，笔者认为如果再结合外部
性理论的有关分析，可以进一步突破“左”或“右”的路线斗争思维，超越姓
“资”姓“社”的意识形态论争，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理性。例如结合外部性理
论的分析，关于国家给予大河流域上游“退耕还林”农民的补助，是对“退耕还
林”正外部性的补贴，是合理的。再如，我们现在讲国家财政对农民要“多予少
取”，笔者认为这对目前国家与农民关系来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仅这样讲不够，
这不仅是多与少的问题，还应当加上“取之合理，予之有道”才行，才能可持续发
展。而要做到“取之合理，予之有道”，应当结合外部性理论的有关分析。我们现
在讲对贫困农民的帮助，不能光“输血”，还要帮助他们建立“造血”机制，在这
一方面也要结合外部性理论及有关公共物品的理论。 

现代经济学体系中有关外部性理论仍有不完善之处，仍有待发展。笔者认为，应
当进一步研究各类社会组织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中所起的作用，在研究有关“三农” 
外部性问题解决时也要考虑农民的组织化，发展专业协会、合作社、村民会等多种
多样的农民组织有助于“三农”外部性问题的解决。 

 
 

[1]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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