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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维茨曾言!观点看似差别很大的经济学家常常在许多方面拥有共识" 赫维茨与哈耶克的经济思想
有很多共同点!如对分散信息#有限理性等的确认!对经济自由选择#市场机制#分散决策的偏爱!政
府主要的作用是维护和服务等" 不过!无论是从思想还是从方法论上!二人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

们都应该是大公无私 !只要强
调为国家 "为集体就能够调动
人们的积极性 !其后果可能是
激励扭曲甚至是灾难性的 !导
致大家都想钻制度的空子 !吃
大锅饭 # 与此同时 !决定资源
有效配置所需的信息是分散
的 ! 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管
理者能知道无数个人的偏好
及生产成本信息 ! 也不可能
及时掌握分散发生难以计数
的 各 类 资 源 的 相 对 稀 缺 程
度 $ 在确认了这两大客观现
实之后 ! 一项改革或制度安
排要取得良好效果就必须满
足机制设计理论中所界定的
两个基本约束条件 %参与性约
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 $

参与性约束条件意味着经
济人能够在改革中或新的制度
安排中获利!至少不受损!否则
就会反对这项改革或制度安
排$所以!满足参与性约束条件
的机制在现代经济学中也称作

个人理性机制$ 因为追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不会自动接
受某一制度安排! 而是会在接
受与不接受之间做出最基本的
权衡取舍 !只有当一个制度安
排下个人的收益不小于其保
留收益 &不接受该制度安排 '

时 !个体才愿意根据这一制度
安排进行生产 "交易 "分配和
消费活动$ 为什么中国改革初
期的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改革 !能够从小岗村
的星星之火发展到后来的燎
原之势(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个体理性发挥了作用 !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在权责利的安
排上更加符合基本的人性假
设 ! 让农民从中得到了实利 !

从而实现了 )文革 *中想通过
公社化实现而未能实现的粮
食增产目标$

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要求所
采用的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能
极大地调动人们生产和工作的
积极性! 使得个人最优化主观
选择与决策者的目标客观上相

一致! 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整
体发展$ 这两个条件也是现代
经济学的机制设计理论的一个
分支! 最优机制设计理论中委
托人&比如改革者'选择制度安
排时所必须满足的两个基本条
件$ 不仅适用于企业中的委托
代理关系! 也适用于政府宏观
经济+产业政策的制定!它要求
政府目标与政策下的个人与企
业最优行为一致! 即政策的激
励相容性$ 为什么个人或企业
的行为结果常常与政府的政策
目标不一致! 很多好的政策和
改革举措无法落地( 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这些制度" 政策或改
革举措是激励不相容的$

这两个约束条件非常清
晰地说明了改革 "发展与稳定
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 发展的
关键是调动个人的财富创造
积极性 !这就要求改革原有抑
制或扭曲个人致富动力的制
度 !让新的制度安排满足激励
相容约束条件 !使得个人利益
最大化行为与强国发展目标一

致$ 所以!要发展就必须改革!

但改革必须要以社会稳定作为
前提! 因而改革成功的必要条
件是满足参与性约束条件$ 在
国民收入比较低" 传统制度处
于绝对主导地位的背景下 !为
了使大多数人不因改革而受
损!保持社会稳定!第一步改革
往往是增量"局部的改革$但这
种局部改革对财富创造激励的
扭曲与抑制因素仍然存在 !如
果没有进一步的改革! 发展就
会受到制约! 从而无法实现持
续的发展$ 而可带来民富的经
济发展! 则恰恰是稳定的最佳
保障!收入水平的提高"市场力
量的壮大! 使原有的部分参与
性约束条件逐渐成为强参与性
约束条件! 这为加大改革力度
提供了可能$

结语

尽管赫维茨的经济理论

技术性较强 ! 对于现实经济
问题和经济政策的论述不是
很多 ! 但这并不妨碍其对市
场机制优势及局限性的敏锐
洞察和对不同机制背后的经
济机理的深刻阐释 $ 在中国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历 史 情 景
下 ! 我们将赫维茨的经济思
想和机制设计理论放入其中
进行系统思考 ! 可以发现其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政策启迪 ! 启示我们在改革
中 要 注 重 机 制 设 计 的 能 动
性 "耦合性 "参与性 "相容性
的有机结合 ! 关键是要合理
界定政府与市场 " 政府与社
会之间的治理边界 $ 赫维茨
的经济理论和思想能够很好
地对接当下中国全面深化改
革对于经济理论和思想的重
大需求 ! 为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思想
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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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机制设计理
论奠基人赫维茨的

百年诞辰$ 赫维茨开创的机制
设计理论对现代经济学几乎所
有领域的发展都有深远重大的
影响!特别是与之紧密相关的
信息经济学 "激励理论 "最优
合约理论 "拍卖理论和市场设
计理论 !已成为现代经济学中
极为重要和活跃的研究领域 !

诞生了
!%

多位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 !并且近些年来获奖密
度越来越高 !

&%

年中居然有
'

年的诺奖都与之相关$ 由于信
息不对称和个体自利性这两
大无处不在的最大客观现实
约束 !旨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
机制设计理论有着广泛应用 $

!%&(

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
两位获得者钱颖一和许成钢 !

就是通过运用激励机制设计
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思想研究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改革做
出贡献而获奖的$

在赫维茨的经济思想形
成和发展过程中 !有一个经济
学家的影响不容忽视 !那就是
同样作为

!%

世纪最伟大经济
学思想家的哈耶克$ 哈耶克对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及现实政
治经济制度的选择也影响重
大 !特别是对经济转型国家及
其改革发展 !起到了不可估量
的现实指导作用$有评价称

!%

世纪是哈耶克的世纪!

!#

世纪
可能是熊彼特的世纪 $ 的确 !

前者对于市场在配置资源上
的效率优势的揭示 !已为后世
转型经济国家的实践所验证 !

而后者对于创新和企业家精
神在市场经济中核心地位的
揭示 !则更加指引着当今许多
国家的经济发展$

哈耶克的一生中有两次
影响深远的论战 % 一个是

!%

世纪
)%

年代与凯恩斯关于货
币理论的论战 !另一个论战是
!%

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兰格"勒
纳之间关于计划经济可能性
的大论战 !被称为社会主义大
论战$ 本文主要关注后一次论
战 !因为这次论战对赫维茨的
经济思想生发和演变具有重
要意义 !也深远影响了现代经
济学的发展$

米塞斯 "哈耶克对于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的批评 !不是针
对社会主义理想是否合理 !而

是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对计
划经济的弊端进行了较为彻
底的批判 !认为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不可能及时全面地获得
维持经济有效运转的信息$ 中
央计划机构需要知道消费者
的偏好 " 企业的生产技术条
件 !且要有构建和解出数以百
万计以上的供给和需求联立
方程组的能力$ 即使能知道这
些信息并能构建和解出这些

方程式 !由于收集信息和计算
供求结果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

待解出方程式时人们的消费
偏好 "企业的技术条件也许早
已发生变化 !会出现刻舟求剑
的现象 $ 所以 !他们认为经济
社会不可能获得社会主义计
划所需要的信息并合理地使
用这些信息 $ 而兰格 "勒纳却
认为可以通过边际成本定价
来解决信息要求过多的问题 !

但他们并没有解决由此又产生
的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也就是
企业怎么会有激励真实显示其
边际成本$哈耶克强调以自由"

竞争和规则为基本要素的自生
自发社会秩序的重要性! 他的
这种超前的内在逻辑判断在他
去世之前就得以验证$

下面! 笔者主要谈一谈哈

哈耶克对赫维茨经济思想的影响及二者异同
田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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