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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息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摘　要　从信息市场的外部效应、信息作为公共物品、信息市场的非竞争性和垄断性以及不完备

信息 4 个方面对信息市场失灵作了分析。政府干预在纠正信息市场失灵方面能发挥独特的作用。

表 1。参考文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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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活动的核心是资源的配置。当一项经济活

动通过某些手段获取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理想配置

的效果时 ,我们就认为该经济活动是成功的 ;反之 ,则

是不成功的。信息资源归属经济资源的范畴 ,具备稀

缺性 ,因此它与其他社会稀缺资源一样 ,也存在配置

效果问题。

信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外乎市场和非市场两类。

市场努力是人们开展信息经济活动的一种普遍做法。

当信息经济活动以市场方式 (即形成信息市场) 进行 ,

并通过调整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在经济上追求到一种

产出的社会效率水平、在社会上追求到一种理想 (公

平)的分配效果时 ,则该信息经济活动的市场努力可

以被认为是成功的。不过 ,这种成功只是一种假想的

理想状态。它忽略了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一个最基本

的事实 ,即市场机制存在众多的“先天性”缺陷 ,“看不

见的手”几乎在任何国家 (或地区) 的任何时候都不存

在绝对不失灵的情况 [1 ] 。顺应信息经济活动的要求 ,

除了市场以外的非市场 (如政府、基金会、大学、非私

有的医院等[2 ] ,本文仅讨论政府) 努力便显得格外有

意义。然而 ,非市场努力也不是调节一切信息经济活

动的灵丹妙药 ,非市场努力同样有其固有的自身无法

克服的缺陷。本文拟对此作一抛砖引玉的研究。

2 　信息市场失灵

信息市场是信息商品从生产到消费之间的整个

流通过程和流通领域 ,是信息商品供求关系的总

和[3 ] 。信息的特殊性必然会导致“市场失灵”现象 [4 ] 。

也就是说 ,信息市场在借助于自身内在的运行机制配

置信息资源、维持市场正常运行的同时 ,经常会出现

资源配置和市场运行偏离预期结果的情况。

2. 1 　信息市场的外部效应

外部效应是指商品在生产或消费对其他人或组

织产生附带的成本或效益 [5 ] 。当外部效应发生时 ,成

本或效益被附加到其他人或组织身上 ,而这种影响的

施加者却没有付出相应代价 ,甚至对所发生的这些效

应无所察觉。

信息商品在生产或消费时普遍存在着外部效

应[6 ] ,这些外部效应有时是正的 ,例如当公司 R &D

活动被开展时 ,相应的知识与技术也随之产生。如果

不考虑产权保护 ,这些知识与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将不

会仅仅由承担与此相关费用的公司受益 ,其他公司亦

可获取附带的利益。外部效益是负的 ,例如当计算机

病毒信息传播于互联网络上时 ,缺乏足够防护知识和

措施的网络终端用户将会受到侵害 (如数据丢失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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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 。有时可能同时含有正、负两种性质 ,例如从事

营销活动的企业在将产品宣传方面的邮件传送给接

收者时 ,如果接收者有购买意图或者至少有收集此类

邮件的兴趣 ,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为正 ;反之 ,如果接收

者无购买意图并对收到这类垃圾邮件表示反感 ,所产

生的外部效应为负。

不论是外部正效应 ,还是外部负效应 ,它们的出

现都会导致信息商品分配不公以及产出的社会效率

水平偏离市场均衡状态 (高于或低于) ,使价格机制被

扭曲 ,并引发信息市场失灵。

2. 2 　信息作为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 ,其典型特点是

在消费时存在非竞争性。信息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成

为公共物品。例如一条可用于治疗爱滋病的医学

R &D 信息 ,几乎可以无差别地供一切愿意并有能力

消费该信息的爱滋病人使用 ;任何合法的互联网络终

端用户 ,皆可借助于相应的支持工具访问网络上高速

传输的各类信息。

作为公共物品的信息可以是非排他性的 ,也可以

是排他性的。前者如某些公益广告信息、一般性的医

疗保健信息 ,信息生产者通常无法控制消费行为 ,更

无法从消费者那里收费 ;后者如前已述及的有关治疗

爱滋病的医学 R &D 信息 ,该信息一般可由信息生产

者控制 (例如仅对付费的爱滋病人开放使用) 。

非排他性公共物品信息所引发的分配不公以及

市场运行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毋庸置疑。排他性公

共物品信息表面上看不存在分配不公以及市场运行

的低效率或无效率问题。但只要我们稍加研究信息

的特性就会发现 ,信息与有形物品不同 ,它具备极易

拷贝和扩散的特点 (例如计算机软件程序) 。信息生

产者 (或其合法继承者、受让者)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借

助于知识产权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控制信息消费行

为 ,但不幸的是 ,在实践上 ,能够真正地控制信息消费

行为的几乎寥寥无几。以信息市场及知识产权法律

制度最发达的美国为例 , PC 机上非法拷贝的软件依

然占有 33 %的份额[7 ] 。

2. 3 　信息市场的非竞争性和垄断性

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 ( Pareto)最优境界是以信息

市场的完全竞争假设为前提的。这种田园诗般的假

设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并不存在。比较常见的情况

是 :在信息商品交易过程中 ,商品的价格及数量往往

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决定 ,而是由某一个 (也可能是几

个)提供商或消费者控制。这种非竞争性必然导致信

息市场的垄断性。以电话信息服务为例 ,当某个厂商

刚进入电信行业时 ,它通常需要大规模的固定投资

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是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完

成 ,厂商在其电信系统里再连接一个用户的边际成本

将会变得很低。这样 ,其他厂商要想投入电信行业参

与竞争 ,将极其困难。这是一种自然垄断的情形。信

息市场同样大量存在着非自然垄断 ,例如由于版权法

的实施而使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的作者及出版商在

一定时间和地域范围内成为非自然垄断者。

在自然垄断的例子中 ,最先进入电信行业的厂商

拥有其他后进入的厂商无与伦比的不公平优势。在

非自然垄断的例子中 ,版权法创造了人为的垄断者 ,

使受利益驱动、拥有排他权的作者和出版商可以任意

操纵作品的售价和出版数量。不论哪种情形 ,经济行

为者之间的不平衡均会阻止市场达到产出的社会效

率水平。

2. 4 　不完备信息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 ,由于信息传播需要花费成

本代价 ,而信息商品的非物质性、市场通讯系统的局

限性以及经济行为者有意或无意制造出来的市场噪

音等因素 ,均将严重阻碍信息的有效传播。因此 ,信

息市场在运行过程中大量充斥着不完备信息。以计

算机软件商品为例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前几乎难以

判定商品的质量和效用 ;而生产者和经营者在消费者

购买和消费商品之前同样不了解其是否会守信誉 ,例

如消费者会不会在将软件安装到自己的硬盘之后再

将原商品退回来 ,或者进行非法拷贝和经营 [8 ] 。不完

备信息的普遍存在使各经济行为者在认识信息市场

环境状态上存在不公平的差距。这样 ,每个经济行为

者所进行的市场活动及其结果就不可能及时地通过

价格体系得到有效传递 ,因而信息市场价格不可能灵

敏地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 ,市场供求状况也不可能灵

敏地随着价格的指导而发生变化 ,信息市场因此失

灵[9 ] 。

3 　信息经济活动的政府干预与政府缺陷

实践证明 ,即使是完善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完全

避免市场失灵 [10 ] 。信息市场的失灵导致了对外部力

量 ———政府干预的要求[11～13 ] 。

政府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机构 ,在人力的作用下 ,

它可以在很多方面出人意料地担当起重任。美国康

乃狄格大学经济教授 W. A. McEachern 曾从一般市场

的角度将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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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 7 个方面[14 ] :建立和实施经济活动的“游戏规

则”;促进竞争 ;管制自然垄断行为 ;提供公共物品 ;处

理外部效应 ;在收入分配上提供更多的公平 ;通过财

政政策促进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当的经济增长速

度。政府的上述角色同样可以在信息市场中扮演。

其实现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公共管制、税收、直接投资

或补贴、教育、法律乃至舆论和道德宣传等手段对信

息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 (见表 1) 。以生产上的

外部负效应的处理为例 ,信息经济行为者由于不必承

担外部负效应的全部成本 ,因而有可能过度地从事该

活动 ,结果使其产出超过了有效率的水平 ,资源不能

达到有效配置。为了恢复效率 ,政府可以通过公共管

制、税收、教育等手段来矫正市场机制的作用 ,引导信

息经济行为者将产出降低到有效率的水平。

表 1 　政府纠正信息市场失灵的主要手段

失灵情况 典型案例 主要手段

外部

效应

负
计算机病毒的

网上传播

公共管制、税收、

教育

正 公司 R &D 信息直接投资或补贴

公共

物品

非排他性公益广告信息 直接投资或补贴

排他性
治疗爱滋病的

医学 R &D 信息

知识产权法、税收、

直接投资或补贴

垄断性

自然 电话信息服务 公共管制

非自然
文学、艺术或科

学作品信息
知识产权法

不完备信息

计算机软件商品

质量、效用及消

费者信誉信息

宣传、公共管制、法

律

政府在弥补信息市场缺陷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

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比市场本身的自组织

更加有效[15 ] 。例如 , 1960 年弗吉尼亚大学的 R.

Coase 指出 ,在处理外部效应或公共物品问题时 ,通常

并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政府行动 [16 ] 。再如 ,为了尽量

减少由于不完备信息的大量存在而导致的股市操作

过程中的风险性和不公平性 ,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制定

了严格的股市信息披露和监管制度 ,但实践表明 ,股

市永远是一个充斥着小道消息的市场。小道消息之

所以能横行股市 ,是与政府干预的力不从心分不开

的。正如兰德公司在一项关于政府和私人企业的作

用和任务的研究中所指出的 :“在市场‘看不见的手’

无法使私人的不良行为变为符合公共利益的行为的

地方 ,可能也很难构造‘看得见的手’来实现这一任

务”[17 ] 。

政府在干预信息经济活动方面存在的缺陷还表

现在它在弥补一种市场缺陷的同时往往会导致另一

种市场缺陷的产生或加重。例如 ,对于可实现排他性

的公共物品信息 ,借助于知识产权法 ,人们可以有效

地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保护其产权人的利益 ,

如使其收回成本、获得收益等 ,这有利于实现社会公

平、弥补市场在处理这类信息方面产生的不可避免的

失灵现象。但是 ,知识产权法在保护了信息产权人的

利益的同时 ,又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不公平 ,就是使

信息产权人成为信息市场上唯一的提供商 ,从而导致

非自然的垄断 ,引起新的市场失灵。

由此可见 ,政府在纠正信息市场失灵方面所起的

作用是有限的 ,而且从本质上看 ,由于政府行为归根

到底是一种人的行为 ,具有主观性 ,是不可能使信息

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适度的。

4 　结语

市场努力是信息经济活动的自组织手段 ,具有极

强的资源配置功效 ,但它存在自身无法避免和克服的

市场失灵现象 ;政府干预在纠正信息市场失灵方面堪

称楷模 ,但其自身也有无法消除的缺陷 ,通常只尝试

用于解决那些信息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 [18 ] 。

信息资源有效配置的实现极其复杂 ,它既不是在

完善的市场和有缺陷的政府之间的选择 ,也不是在经

常失灵的市场和完善的政府之间的选择 ,而是在经常

失灵的市场和肯定有缺陷的政府之间寻求某种妥协 ,

以达到扬长避短、相互补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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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应予以制裁。时至今日 ,美法院已裁定了微软的垄

断成立 ,等待微软的可能是被分拆的结局。而美国民

意调查的结果表示 ,公众不愿微软被拆散。到底孰是

孰非 ,的确难以作出精确的判断。因此 ,美国有专家

也指出 ,在高科技行业要谨慎地对待反托拉斯法的实

施 ,甚至重新制定此类行业反托拉斯政策。在具体实

施中 ,要适时而定 ,全面考虑。

2. 7 　关于信息国际化的思考

在信息化社会里 ,技术的发展早已使信息交流跨

越国界而成为全球性的活动 ,形成了全球性的信息市

场。而且 ,国际信息基础设施变得日趋一体化 ,因特

网缩小了世界各国的距离。电信公司间将出现更多

的合作 ,也会带来更多的直接对外投资 ,故美国政府

对国际化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考虑。

美国政府首先为在信息领域的国际贸易与投资

提供了便利。表现在美国欢迎外国电信公司对其本

国的投资 ,只要该国政府真正开放其电信部门 ,并允

许相互投资。其根本的的优点在于减少了通过交换

网络的国际长话费用。实际上 ,这样一来 ,美国的多

国集团公司就形成了对全世界电信公司的充满吸引

力的市场 ,其自身的出口地位也得到了加强 ;而且这

种充满诱惑力的市场本身也是美国在别国谈判中进

行讨价还价的筹码。

在知识产权的国际化问题上 ,美国一直处于并保

持知识净出口国的地位 ,其出口主要以两种形式 ,如

专利许可证和计算机软件的技术信息及如电影和图

书类的娱乐性的版权产品。为此 ,美政府非常关注别

国对美知识产权的尊重情况 ,而且也使用不同的贸易

制裁来惩罚那些侵犯其知识产权的国家。

从上述的分析中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美国的国家

信息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保国际竞争优势 ,使信

息与经济紧密相连 ,重视对信息活动的引导与控制。

在国家信息政策的指导下 ,美国的信息活动 ,信息技

术与信息力量也就为其自身实力的增强带来了不可

估量的作用。由此看来 ,我们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

对于涉及我国国家发展和经济进步的信息内容应予

以重点考虑 ,从而对有关的信息活动做出相应的政策

协调 ,以信息的发展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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