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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外部效应概述

 5.1.1 外部效应的内涵

 外部性又称外部效应，是人们的经济活动对他人的福利造成影响
却得不到报酬或不支付成本。经济活动有生产性的，也有消费性
的，在一些场合，某种产品的生产或消费会使生产者或消费者以
外的社会成员遭受损失，而遭受损失的人却无法得到补偿，这实
际上是成本的外部化；在一些场合，某种产品的生产或消费会使
生产者或消费者以外的社会成员受益，而受益的人却不支付成本，
这实际上是收益的外部化。

 从事经济活动必然对旁观者发生影响，也就必然要计入市场交易
的成本与价格之中。但具有外部效应的经济活动却不将这些对旁
观者福利产生影响的活动计入交易的成本和价格之中，从而产生
市场失灵。因此，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效应，是指企业或个人向
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利益。



 5.1.2 外部效应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外部效应有不同的分类。
 根据外部效应的效果，外部效应有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之分。
积极影响被称作正外部效应，又叫正外部经济或正的外部效应；
消极影响被称作负外部效应，又叫外部不经济或负的外部效应。

 根据经济活动的主体分类，外部效应又可分为生产的正外部效
应（生产的外部经济）和消费的正外部效应（消费的外部经济）
、生产的负外部效应（生产的外部不经济）和消费的负外部效
应（消费的外部不经济）。

 1.正外部效应
 正外部效应包括了生产的正外部效应和消费的正外部效应。生
产的正外部效应是指生产者的经济行为产生了有利于他人的影
响，而生产者却不能从中取得报酬。

 消费的正外部效应是指消费者采取的行动对他人产生有利的影
响，而消费者却不能从中得到报酬。



 5.1.2 外部效应的分类

 2.负外部效应
 负外部效应也包括了生产的负外部效应和消费的负外部效应。
生产的负外部效应是指生产者的行为给他人造成了损害，但未
给他人补偿。

 消费的负外部效应是指消费者的行为使他人付出代价，但未给
他人补偿。



 5.1.3 外部效应的普遍性

 外部效应是指未能适当地反映在市场中的经济活动主体间的相互
影响，是没有在正常的价格体系运行中得到反映的一个经济活动
者对其他活动者福利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非
市场影响。

 最早研究外部效应的是20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他指出，如果
没有外部效应问题，市场上的生产与消费是均衡的；如果存在外
部经济的话，完全竞争的市场将不存在帕累托最优。外部效应实
质上表现为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
异。

 外部效应是普遍存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的。由于买方和卖方
在决定需求和供给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外部效应，存在外部效应
的市场均衡是无效率的，均衡没有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外部效应
的存在，还会引起许多公共政策问题。

 外部效应可以在生产者之间、消费者之间或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
产生。



 5.2 外部效应与市场效率

 5.2.1 正外部效应与市场效率

 正外部效应可以分成两种：
 私人效益
 社会效益
 前者是指从企业角度看所得到的效益，后者则是从整个社会角
度看得到的效益。

 在有正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产品的社会效益要大于私人效益。
 但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产量决策只根据私人效益，不根据社
会效益做出。这样企业就会过少地生产对社会有益的产品。



 5.2.1 负外部效应与市场效率

 工厂在生产产品时向厂外排废气、废水影响居民健康是负外部
效应的典型例子。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成本：

 一是只从企业的角度看产生的成本，称为私人成本，它只包括
企业的支出；

 另一个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产生的成本，即把社会上受到的
损失也包括在内，称为社会成本。

 在有负外部效应的情况下，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但企业的
产量决策只根据私人成本，不根据社会成本做出，这样就会过
多地生产社会成本较高的产品。



 5.3 政府行为与外部效应

 5.3.1 政府规制与计划

 对于外部效应问题，政府可以采取直接的行政干预措施，其中包
括直接管制、强制性的企业合并、指导与劝告、国家计划、强制
性标准等措施和政策。

 几乎对所有的污染和其他影响健康及安全的负外部效应，政府均
可以依靠直接管制加以控制，这种管制被称为社会管制。

 直接管制在具体实施中也有许多问题。有效率的控污水平要在比
较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基础上才能确定，但许多污染管制却在
比较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前就完成了。为了设计良好的规则，
政府管制者需要了解行业和它们所采取的各种技术的细节，但通
常他们却缺乏信息，这些决定了政府直接管制不是非常有效。



 5.3.2 征税和补贴

 外部效应的存在主要是因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政
府直接管制有缺陷，外部效应问题尤其是环境政策应更多地依靠经
济激励。征税和给予津贴的方式是政府矫正外部效应造成的市场失
灵的一种传统而有效的方案。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著名的庇古税，即采用税收或
补贴的方式来修正私人成本，使其与社会成本相一致。
 其设计的基本原理即导致市场资源配置失灵的原因是经济当事
人的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相应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不相一致，
从而私人的最优并未导致社会的最优，但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给予
补贴来使外部效应内在化，以矫正市场失灵。这种方法被称作“庇
古税”方案。
 庇古税的原则实际上是“污染者付费原则”，这是国际公认和
倡导实行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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