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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入 了制度创新成本的概念，认为制度创新成本即制度主体为进行制度创新所付 出的现实和潜在代价的 

总和 ，并对制度创 新成本概念 的合 理性进行 了初 步的研 究。提 出了对制度创新成 本进 行计量 的思路 ，即将 制度创新成本 

分为制度创新的费用支出、制度创新的变异损失、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 3部分内容分别计量再进行加总，并构筑了对制 

度创新成本进行 计量的模型 。包括一般模 型和现值模型 。 

关键词 ：制度创新 成本 ；合 理性 ；计量模 型 

中圈分 类号 ：F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编号 ：1001-7348(2003)10--0032_o2 

0 1疴言 

制度创新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它在整个创新体系中处于基础和保证 

地位 ，是企业发展、国家繁荣、社会进步的根 

本所在。然而 ，制度创新也 应考虑成本 ，不考 

虑成本的制度创新是危险的．也是不理性 

的。鉴手此，本文对制度创新成本的问题进 

行了相关的研究和思考。探索了对制度创新 

成本进行计 量的合理性 和可行性 。 

1 制度创新成本 的概 念及其合 理性 

研 究 

1．1 制度创 新成本 的概念 

制度创新是制度主体为实现特定的发 

展目标而在制度方面进行的变革。它反映了 

特定组织行为的变化：反映了特定组织与其 

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反映了在特定组 

织 的环境 中支 配行 为 与相互 关 系规 则 的变 

化。成本是我们进行决策时经常要考虑的因 

素，是衡量决策方案是否可行的重要标志。 

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在这个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中也要讲成本 ．制度 

创新也要引入成本的观念。不讲成本的做 

法 ，迟早会把现有的社会财富“消耗”掉 ，可 

持续发展的经济也会变得不能持续。 

制度创新成本即制度主体为进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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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所付出的现实和潜在代价的总和。它反 

映在收益 的减 少或成本 的增 加两方面 ，包 括 

制度创新的费用支出、制度创新 的变异损 

失、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 3部分内容。 

制度主体进行制度创新时 ，要进行 R＆D 

(研 究 与 发展 )支 出 ，要花 费 人 力 、物 力 、财 

力 ，这些费用支出都属于制度创新成本的范 

畴。制度创新要花费人力，而且大多数是较 

高层次的脑力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让这些人进行大量 的思考、讨论、会议是要 

支付人工费的。制度创新要花费物力，包括 

场地 、设施、办公用品等。这些是不会从天上 

掉下来的 。是别人的要支付使用费 ，是自己 

的要折旧。制度创新要花费财力，各项补助、 

酬劳、用品采购等都需要资金。这些都构成 

了制度创新 的费用支 出。 

制度创新不一定全按制度主体设想的 

方向发展，应用后也不一定带来预期的效 

益 。因为制度创新存在变异。制度创新的不 

确定性 、受抵制性 、偶然性或机遇性均会导 

致制度创新的结果不符合制度主体的期望 ． 

这就是制度创新变异。这种变异导致创新后 

的制 度 的应用 效果 与 原有 制度 的应 用 效果 

之 间还 有差距 ，这个差距 就是 制度创新 的变 

异损失 。这也是制度刨新成本的一部分。 

在经济学中，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 

机会 成本 的存在 。为了全面 阐述制度创 新成 

本，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也应考虑在内。因 

进行制度创新而放弃的现实或未来利益的 

最大值就是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 。譬如。进 

行制度创新所使用的人力、财力、物力 ，因无 

法再投入其它事项而放弃的最大收益就构 

成了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进行制度创新放 

弃了原来的制度 。原来的制度所能带来的收 

益也是制度创新机会成本的一部分。例如。 

大量的政府寻租行为实质上就是国家制度 

的主体政府利用 国家特权进行 的强制性的 

利益分配，以一部分要素(包括 ：资金 、人力 

等)无法获取其最大价值为代价使一部分行 

业、企事业单位依靠政府的庇护而获取高额 

收益。进行制度创新可以降低政府寻租行为 

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过度干预 ，提高要素 

的使用效率 。但也会使原来的一部分行业或 

企事业单位失去其高额收益。这也是制度创 

新的机会成本。 

戴维斯和诺斯认为 ：制度均衡状态(即 

制度的变迁或制度的刨新将得不劲任何好 

处)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可能的。制度创新就 

是使制度从一个均衡发展到另一个均衡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成本与收益的变动会 

使制度产生不均衡，并诱致了制度变迁。产 

生了制度刨新，制度创新的结果又使制度重 

新处于均衡状态。在这里，制度创新成本的 

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1．2 制度创新成 本概 念的合理性 

制度创新成本之所以包括 3方面的内 

容。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 

制度创新的费用支出就是制度创新的 

会计成本，是一种显性 的成本。制度创新的 

这 一部 分成 本就 是 一般 意义 上特 定 组织 的 

财会 部门所要核算 的成本 。它是 制度创新成 

本的外延中最具体 、最直观的一部分 。因为 

很容易被理解 。这里就不再赘述。 

制度创新的变异损失就是创新后制度 

的收益与创新前制度收益的差额。变异损失 

只有在制度创新的收益低于制度均衡状态 

下的收益时才存在 。是制度创新的负效应 ， 

如果制度创新产生了正效应。变异损失这一 

部分制度创新成本就不存在。因此。制度创 

新的变异损失是一种或有的隐性成本。基于 

一 般的隐性成本都由机会成本来替代 。制度 

创新的变异损失也具有机会成本的某些特 

征。但是 ，制度创新变异损失的本质并不是 

来源于 资源的稀缺 性 。而是环 境变化 带来 的 

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将这一部分成本与制 

度创新的机会成本分开计量。 

机会 成 本是 基于 资 源 的稀缺 性 而产 生 

的一 种经济成 本 。它 不是显性 成本 。很 难对 

其进行可靠而又准确的确认和计量 。因而不 

同于会计成本。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的确认 

和计量虽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但它的产 

生又与不确定性无关。只要资源投入一项制 

度创新 。将必然损失其投入其它项 目可能带 

来的收益。机会成本不是或有的。而是肯定 

存在的。所以。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又不同 

于制度创新的变异损失。总之。制度创新的 

机会 成本 不 同于 以上 2部 分 的制度 创 新成 

本，这部分制度创新成本的产生和计量均有 

其特殊性。 

制度创新的费用支出、制度创新的变异 

损 失 、制 度创 新 的机会 成 本 。不 重复 地列 举 

制度创新成本的内容。它们共同构成制度创 

新 成本 的外延 

2 制度创新成本的计量 

2．1 对制 度创新成本进 行计■的思路 

笔 者在 前 面 的内容 中论 述 了制 度 创 新 

成本由制度创新的费用支出 、制度创新的变 

异损失 、制度创新 的机会 成本 3部分 组成 。 

对制度创新成本 的计量就转化为对这 3部 

分内容进行量化的问题。 

制度创新 的费用支出可以由普通的成本核 

算方法汇集 ，将整个组织用于制度创新的所 

有花费汇总即可得出，包括在料 、工 、费 3方 

面的支出。因为这一部分制度创新成本都是 

显性成本。与一般的会计核算口径相吻合 ， 

所以．一般的会计核算方法即可对制度创新 

的费用支出进行可靠的计量。由于这一部分 

成本是制度创新成本中最具体 、最直观的一 

部分，因此在计量方面基本不存在太大的争 

议 。 

对于赢利性组织，计算制度创新的变异 

损失。可以先根据经验数据计算出创新前制 

度在整个组织的收益增加或成本减少数中 

所贡献的份额绝对量 。再用同样的方法计算 

出制度创 新后 的份额绝 对 量 。二者之 差即为 

所求。对于非赢利组织 ，制度创新的变异损 

失可以反映在直接或间接的经费节余或成 

本降低上面。这一部分成本虽然很抽象。但 

可以利用经验数据进行合理的推断和估计。 

如附图所示 ，制度创新的变异损失就是创新 

制度的收益与均衡制度收益 的差额 ，即￡ 

与 ￡。的差值。在这个模型里，均衡制度的成 

本收益线表示制度处于均衡状态时的成本 

收益，因为均衡制度的成本和收益相等，故 

而均衡制度的成本收益线过原点。斜率为 1。 

成本收益 

附图 制度创新 变异 损失模型 

鉴于机会成本的特殊性质。我们可以将 

制度创新成本 中的费用支出和变异损失部 

分看作是一种资源，将这一部分资源投入了 

某一项制度创新。必将损失将其投入其它项 

目所 带来 的收益 。所 有 的可 能收益 中最大 的 

即为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而“最大”根本不 

具有可计量性 ，我们可以用平均来替代。根 

据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利润率 趋于相等的 

理论，可将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看作是制度 

创新的费用支出 、制度创新的变异损失之和 

的社会平均利 润 

将以上 3部分的计算结果加总。一般来 

说 ，应该与制度创新成本的真实值还有差 

距 ，为了合理地描述这个差异 。特引入制度 

创新成本的校正系数。制度创新成本校正系 

数的作用就是将各个组织由于所处部门、行 

业及其它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制度创新成 

本 差异 (也包括 因低估 制度创新 的机会 成本 

而产 生的差异 )内化 于制度创 新成 本的计 量 

模型 。 

2．2 制度创新成 本的计量模型 

根据上述思想。我们可以构筑制度创新 

成本的简要计量模 型。 

如果制度创新成本发生在一个成本核 

算期(一般为 1年)，整个制度创新成本可由 

下面 的公式 表示 ： 

C．-TeX(co+ ) 

其中： C ( + ×r 

即 C．-TeX[( +cI)+( +Clf)×r】 

=  (C cJ)(1+r) 

这里，cI表示制度创新成本； 表示制 

度创新的费用支出；cI表示制度创新的变异 

损失 ，最小值为 0；e 表示制度创新 的机会 

成本 ；r表示社会平均利润率 。可用同期银行 

存款利率 、银行贴现率、中央银行再贴现率 

等指标代替 ； 表示制度创新成本校正系数 

(为特定常数)，来内化调整不同的组织所具 

有的不同的特征和影响因素。通常为 1。 

这个模型的建立。提供了对制度创新成 

本进行定量分析的一个工具．而不再限于仅 

仅对 制度创新成本进行 定性 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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