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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前言
市场体制是一个决策分散化的体制，市场主体拥有广泛的决策权，在该体制下，包括公权机构在内的
各主体常常需要作出各种决策。
而信息是一种资源，它构成了决策的基础，因此市场体制下的各主体对信息的依赖性相对更大，但现
实中并不当然存在充分、有效的信息，各决策主体决策时往往面临信息失灵问题，因而产生较多的负
面效应。
正因如此，对信息失灵的制度克服问题展开研究就显得相当必要。
通过研究，本书力图找到解决各种信息失灵问题的最佳制度路径。

信息失灵问题需要制度加以克服，以使信息尽可能地充分、准确且对称分布；同时制度的制定和实施
也会受到信息的影响，较多的制度受到信息问题的影响而不得不改变内容甚至不能被制定。
本书基于这样的思路展开研究。
全书共八章，根据上述结构体系，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由第一章构成，主要阐述信息失灵的表现、危害及制度对其的一般克服，这一部分构成了后
两大部分得以展开研究的基础。
第二部分由第二、三、四、五、六章共五章组成，它是本文的主体，主要研究制度如何影响信息。
在这部分中，第二章研究信息不足的制度克服；第三章研究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克服；第四章研究信息
错误的制度克服；第五章主要研究制度如何降低信息成本，该章内容有相当部分散见于第二、三、四
章之中，之所以还要对其单列一章作专门论述，是因为信息成本的降低是信息失灵问题是否得到克服
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信息成本的充分降低一般能够表明决策主体的信息充分、准确且对称分布性，这
有助于减少决策主体的支出，增加其决策利益，因此需要对信息成本降低的障碍及路径等问题展开研
究；第六章研究信息视野下的公权，该章主要对公权信息的强制性披露问题进行研究，它本质上是一
种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所以把它列入第三章第一节第一部分有关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之中并无不
可，但由于公权信息的公开涉及公权层面，与有关对私权主体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相比具有较多的
特殊性，所以，本文对其专列一章予以阐述。
第三部分由第七章和第八章构成，主要研究信息如何影响制度。
在逻辑上，它与研究制度如何影响信息的第二部分是并列的。
其中，第七章研究信息对法律的影响；第八章研究法律人的视野对制度变迁中的信息获取的影响。

具体言之，第一章主要对信息失灵及其制度克服进行一般概述。
本章针对信息不足、信息不对称及信息不准确等三种信息失灵形式，重点分析了其危害，指出信息失
灵不仅增加市场主体的防御成本和信息成本，还导致各决策主体决策失误或不当；缘于信息问题的道
德风险会导致市场的低效率，由信息失灵而产生的关系交易导致市场被人为割裂，由信息不对称而产
生的逆向选择还会导致市场消亡。
而市场中普遍存在的经济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又会使信息失灵的危害进一步地凸显，因此需要
各种制度对信息失灵进行克服，而经济法在诸多制度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它构成了克服信息失灵的最
为主要和重要的制度。

第二章在对市场信息总量不足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信息不足的制度克服问题从两方面展开研
究。
本章首先基于信息视角对计划法进行分析，认为市场体制下的计划法主要是以指导性计划优化市场主
体决策的法律形式，计划法的最主要功能在于提供信息公共产品。
而对信息的私人生产和交易的公力支持也有助于激励市场主体生产信息产品，从而使信息不足的问题
得到一定程度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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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是本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面对诸多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本章把其分为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和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
的制度。
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克服主要通过增加信息供给而实现，有多种路径可供选择，其一，让信息优势者直
接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这是一种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其二，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提供信
息，这是一种以悬赏举报为主的制度；其三，由公权机关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其四，由同行业的
其他经营者提供信息；其五，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为主的分类信息评价制度以进行信息的收集、处理、
评估及传递。
信息不对称的间接克服主要通过减少信息需求量或转换需求信息的形式等方式实现，也有多种路径可
供选择，其一，避开信息问题进行制度创新，在该制度下，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其二，利益激
励制度创造利益共同体，使信息不对称危害的发生丧失前提；其三，对信息优势者有效监督，使其不
敢利用优势信息损人利己；其四，以诚信为主的非价格机制作为一种高度浓缩的信息能够直接增加信
息劣势者的信息拥有量；其五，限制信息优势者的利益获取或增加其支出使信息不对称仅成为一种不
能为害的状态。
此外，由于不良制度会人为制造更多的信息不对称，因此，良好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避免诸多不必要的
信息不对称。

第四章在对错误信息产生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制度对信息错误进行克服的四种路径，其
一，公权对错误信息的直接禁止以使错误信息制造者不因此而获利；其二，由公权机关或其他公益性
机构直接提供正确信息；其三，设置错误信息提供的障碍以增大错误信息提供的难度；其四，消除被
动制造虚假信息的制度环境。
最后以因不参加年检而被吊销执照的公司如何增加市场上的错误信息量以及这些信息如何被消除为例
阐述制度应该如何引导人提供正确信息。

第五章主要研究信息成本的降低问题。
在对信息成本做出一般界定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制度降低信息成本的原因、必要性及障碍；在对信息
成本由制度降低的一般路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合同法降低信息成本的路径，着重分析信息成
本降低的经济法路径，这些路径主要包括增加信息供给量、减少信息需求量、强制性标准、市场准入
制度等。

第六章主要研究公权信息的强制性披露制度，这是一种实现民众知情权、消除公权机关与民众之间信
息不对称的制度。
由于对国家秘密的过度关注、对公权机关能力的过度依赖、忽视民众利益与公权信息之间的关联以及
公权机关和其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过度关注等原因，这种信息披露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很有效地建立。
目前这种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有效信息不足、内部文件问题、信息公开的形式问题、有偿公开的问
题以及信息查询中的程序障碍等。
我国加入wT0使公权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显得更为迫切。
在相关制度建设进程中，公权信息的公开及豁免问题、信息公开方式的选择和配置问题、公开的公平
性与及时性问题、知情权行使的程序保障及司法救济以及法律责任的设定等问题都有待解决。

第七章主要研究信息对法律形成和实施的影响。
在法律形成进程中，静态的信息观最具危害性，受静态信息观影响的法律最容易被对策化，其效率也
往往趋于低下，因此需要收集动态的而非定格化的信息进行动态的立法。
这就需要有信息充分的程序和组织保障，需要确立一种自发演进为主兼有人为设计的法律形成模式，
且法律的制定不宜过度超前，法律的移植须谨慎，应该注重立法过程中的社会调查，重大的法律变迁
还需要考虑小规模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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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信息问题可能构成法律实施的最大障碍，而信息公示作为一种法律责任则有助于
促进法律的实施。

第八章对法律人的视野与制度变迁中的信息获取问题进行研究，就如何扩展法律人视野的问题提出了
初步建议。
从逻辑结构与内容体系上看，本章的内容应该列入第七章第一节第五部分“法律形成如何充分运用各
种信息”的框架下。
与上述第一节第五部分“法律形成如何充分运用各种信息”的其他几部分内容相比，笔者考虑到以下
两点，第一，该部分内容相对较重要；第二，该部分内容篇幅相对较多。
所以就列专章予以阐述。
由于法律人的视野直接决定了法律人对有待变迁的制度的相关问题的信息获取量。
具有较窄视野的法律人，其获取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弱；具有较宽视野的法律人，其获取信息的能力相
对较强。
“熟视无睹”的现象比较容易发生在视野较短的法律人身上。
相对非法律人而言，由于其对法律形式逻辑的偏好，对社会现实认识的忽视；对公平、正义的过度重
视及对效率的忽视尤其对法经济学等务实的工具和视角的偏废；对法律功能的理想化的理解，对法律
工具的过度偏好，而形成一种法律的惯性思维，从而排斥其他的视角和工具，导致相对短视。
一般而言，视野较短的法律人更容易获取错误的、不充分的、不完整的有关制度变迁的信息，从而作
出错误的制度变迁决策或制度变迁建议，或对现有制度作出错误的理解。
因此需要扩展法律人的视野，从而增强其获取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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