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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里的经济学

与机会成本同样重要的一个概念

则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

学的核心概念，也是近十几年来西方经

济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之一。

2013 年逝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

斯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把交易成本引

入到了经济学的分析中。通常企业的成

本可以分成生产成本、管理成本和交易

成本，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都发生在企

业内部，而交易成本存在于企业外部，

包括信息的搜寻、发布、讨价还价、谈

判、签约、监督、合约执行和违约带来

的一切成本。按照科斯的理论，市场活

动有大量的交易费用，为了节约这些交

易成本，一些组织像企业就产生了，企

业用科层组织的领导和控制取代了市场

交易过程，从而使交易成本大大下降，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企业能节约交

易成本，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企业越大越

好？企业大到无所不能的时候，就是中

央计划经济了。科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回

答是，企业变成巨无霸之后表面上是节

约了交易成本，但企业内部之间的管理

成本却大大上升了，比如官僚主义、叠

床架屋的机构设置、繁文缛节、信息传

递的缓慢等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

国人对这些弊端都深有体会，这就是我

国为何要进行改革开放，宁愿增加市场

之间的交易费用，也要改变这种发展停

滞、效益低下、缺乏创新和激情的“大

公司病”，也是为何科斯的理论在我国

极易引发共鸣和理解的原因。

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对于新

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济学

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

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

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

有代价，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

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

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否则旧

的制度将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样，

制度分析才被认为真正纳入了经济学

分析之中。如制度经济学的一位代表人

物诺斯提出，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

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

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

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

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

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

的。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

定性的作用。相反，如果制度成本太高，

比如需要层层审批备案、遇到各种各样

的管制、存在权力寻租行为等，必然会

压制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给整个经济

实体带来伤害。我国正在进行的简政放

权，减少审批事项，取消一批行政事业

性收费，通过“营改增”降低中小企业的

税负，正是降低制度成本的一种体现。

为什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因为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

是最有效率的形式，虽然市场配置资源

的过程中也有成本，但这个成本收益比

一定会优于通过行政手段划拨资源的方

式。在努力降低制度成本的同时，需要

注意的是新的制度设计一定要科学合

理，实施成本低，还要考虑到从建立起

制度到制度完全发挥作用中间的“贴现

成本”。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言，

“中国真正的秘密是通过改革开放大幅

度降低了中国的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

以此言观之，今后的改革仍将是不断地

诠释这个秘密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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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凡

我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在现代

社会，许多人做事都会考量时间成本。

假如一个人一个月赚 1 万元，除以每天

8 小时的 22 个工作日之后，你的时间成

本大概是 60 元 / 小时。从时间成本这个

词可以延伸到机会成本。所谓的机会成

本，就是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放弃另一

些东西的最大价值。很多东西都是有价

值的，比如时间、资源等等。西方经济

学家认为，经济学是要研究一个经济社

会如何对稀缺的经济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的问题。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这一前提

出发，当社会或一个企业用一定的经济

资源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时，这些经济

资源就不能同时被使用在其他的生产用

途方面。这就是说，这个社会或这个企

业所获得的一定数量的产品收入，是以

放弃用同样的经济资源来生产其他产品

时所能获得的收入作为代价的，由此，

便产生了机会成本的概念。有人为是不

是该继续读研读博而犯愁，读书两三年

要花学费，而如果把这时间用来工作，

可能有二三十万元的收入。这些钱就是

继续深造的机会成本。又比如是把钱存

银行还是用来投资股市呢？投资股市可

能带来高回报也可能伴随高风险，这些

就是存银行的机会成本。选择把自己的

门面用来开服装店，可能就放弃了开火

锅店的收入，这部分收入就是开服装店

的机会成本。一个理性经济人总是力求

把机会成本压到最小，并使他现在做的

这件事情能获得的收益最大。但在实际

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够算清这笔账，常

常舍弃更有价值的选项，去做一些获益

甚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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