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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维兹的主要著作，重点介绍了机制设计理论。
这是由赫维兹本人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目的是要解释何种制度或分配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
经济损失。
作为一个重要应用领域，这一理论为最优贸易政策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本书认为，良好的机制设计可以保证机制的有效运行，节约资源，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本书主要介绍信息有效、分散决策的经济机制的设计方法。
我们为机制设计者提供一套系统的方法，使得机制设计者根据委托人（可能是个人或政府）各种可能
的既定宗旨、目标，设计制定出可以实现委托人目标的信息有效和分散决策的机制。
　　本书感兴趣的问题涉及分散决策或隐私保障。
对于这些问题，定义域X是集合的笛卡尔积，对F的上述分解就不是尊重隐私了。
为获得尊重隐私的F的类似分解，我们就必须使用在F定义域的乘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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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利奥尼德·赫维茨（1917—2008），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讲座教
授。
赫维茨教授在经济理论特别是机制和制度设计、数理经济学等领域的先驱研究举世闻名，享有“机制
设计理论之父”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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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机制与机制设计　　　　　　　　　　　　　　　　　　　　　　　　　　　　　　　　　
　　　　　　　　　　　　　　　　　　　　　　　　　本书的目标，就是为设计能实现特定目标的
分散决策经济机制提供一套系统方法。
首先，我们不是很正式地讨论一般性问题和我们的处理方法。
（分散决策）机制就是希望表示组织协调经济活动的系统的规范实体。
从家庭、企业到政府机构或整个国家，各种不同层次的经济组织都可能需要组织协调经济活动的机制
。
我们将在几个不同层次上讨论经济机制的部分事例。
　　经济活动划分为生产、消费和交换等。
不同的经济活动都受到资源可用性和技术可行性的制约。
资源可用性和技术可行性构成经济环境的一部分。
换言之，在任何时刻，经济环境都因自然条件或过去的积累而外生给定。
资源约束和技术可行性的信息通常散布于经济人之间。
于是，没有一个经济人或其他经济实体能够完全知道技术可行或不可行的全部信息。
经济人具有各自独立的偏好。
通常，不仅将经济人的偏好解释成私人信息，而且也认为经济人的偏好是外生给定的。
经济人的偏好有双重作用。
　　一方面，经济人的偏好赋予个人行为的动机，成为经济环境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经济人的偏
好也影响经济效率准则的确定，从而影响经济活动目标的界定。
新古典经济理论，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经济效率的常规概念是帕累托最优。
然而，帕累托最优是一个相当弱的要求，许多场合的经济活动的目标体现为比帕累托最优更强或至少
与帕累托最优稍微不同的要求。
　　经济活动发生于一系列制度及其安排、法律框架、习俗、正式组织和不太规范构型等背景之中。
从相对简单的、非正式的微妙协议，到非常复杂而规范的构型（structure），经济活动的背景一应俱
全。
我们将规范的构型称为机制。
类似美国那样的现代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还包括生产、消费和交换以外的活动。
通常，人们获取收入等大量认为属于经济活动的活动自身都涉及创造或运行机制的活动。
创造或运行机制的活动包括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与其他人之间的信息沟通。
用于这些活动的资源就不能用于生产或消费。
因此，机制的评价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机制存在并起作用所需要的制度设计、运行和维持的现实成
本。
　　新目标和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机制不断得以设计，如美国的国会或其他立法机构的立法就相
当于设计新机制。
通常，出现这些新机制的原因或是现行经济体制或制度的某些方面不尽如人意，或是人们希望构建一
套自认为对已有益的体制的努力。
例如，一般是大量农户为城市提供牛奶，大量农户共同构成城市的供奶站。
芝加哥的奶站主要由来自伊利诺伊、爱荷华和威斯康辛州的奶农构成。
早期进入芝加哥的牛奶很可能会感染结核病菌。
对于是否要求农户对牛群进行结核病检查并剔除感染了结核病的奶牛，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公共政策争
论。
要求预防接种也是一个政策问题。
现代干净的奶站都生产不掺假的牛奶，但同时也有大量小型的牛奶生产商出售劣质的掺假牛奶，出售
劣质牛奶的生产商没有净化产品的动机，直到法律和检查部门要求他们净化产品为止。
清除结核病的奶牛最终能改善牛奶饮用者的健康和福利，但对奶牛的检疫和清除病牛也损害了相应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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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利益。
检疫和清除工作不能用帕累托最优作为依据，预防接种也一样。
最近，公共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问题迫使国会提出类似“清洁的空气”和“洁净的水”等官方的新目标
。
为实现这些目标，政府还增设了相应的机构。
通常，尽管机构设置的立法使用的概括性语言对该机构实现既定目标的方式有所规定，但不是非常明
确。
　　经济理论知识和经济分析经验对任何一个面临机制设计问题的人都有所帮助，但经济理论迄今还
没有为公共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机制设计提供特别具体的指导意见。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济理论解释了环境信息分散于经济人的事实的具体含义。
他人无法观察获得的、一个经济人知道的重要信息诱发信息所有者产生利用这些信息的动机。
　　现在，存在许多研究分散决策信息（非对称信息）引起的策略性问题的理论。
策略性理论运用博弈（gameform）模型化机制。
目标函数给出理想的结果（策略性理论的文献有时也将目标函数称为社会选择函数）。
目标函数规定对应各种可能环境的理想结果。
若（在给定环境下）博弈的（纳什或其他）均衡与既定目标函数设定的结果相一致，则我们就认为通
过特定博弈的博弈均衡解实施既定的目标函数。
因此，根据国会立法而委任实施特定目标函数的机构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设计一个能实施该目标函数
的博弈。
仅要求均衡与目标函数设定的结果相一致还不够，还必须要求博弈具有可行性，即机制所需要的信息
任务对所有人（包括机构设置者）必须是切实可行的。
例如，若机制运行需要经济人或机构对信息的观测、沟通或其他信息处理过程的数量无限大，则该机
制显然没有可行性。
实际上，需要超过机制运行的可用预算的机制也没有可行性。
略微不同的说法是，机制运行的预算经费太少就不可能实施预定的目标函数。
　　实施理论文献讨论的许多机制的问题都需要传递巨大的信息量和使用极其复杂的策略。
至少可以这样说，实施理论涉及的机制设计的结论在指导实际应用方面的重要性至少还不清晰。
不了解实施既定目标函数的博弈所需要的信息量，实施理论的应用性就值得怀疑。
　　直观和已经正式证明的结论是，对于既定目标函数，在经济环境的信息分散而经济人又没有策略
性地利用其私人信息时，与机制相关的信息成本就提供了实施该目标函数所需要的信息量的下界。
实施过程需要的其他成本是为实现激励相容而发生的信息成本。
可能正好出现以下情形，在某种意义上，使用不是完全激励相容但信息有效的机制的做法更有益。
在某些场合，我们需要权衡经济学尚未计算的信息成本与激励成本。
　　除上述已经提到的问题外，实现既定目标的机制设计过程也有些特别。
我们希望存在设计实施既定目标函数的分散决策机制的系统方法。
根据上述的机制设计思想，从经济人不采用策略性行动的假定出发设计分散决策机制是研究机制设计
的系统方法的很好起点。
若根据经济人不采用策略性行为的假定证明得到：任何可以实现既定目标的机制都需要无限的资源，
则毫无疑问地可以知道，在经济人采取策略性行为时，就更不可能实现既定目标。
我们开始就说明的目标是，在经济环境的信息分散于经济人的场合，我们可以提供一套系统的机制设
计方法，使得我们设计的机制所实现的结果与既定目标函数所设定的结果相一致。
此外，我们还要求设计出来的机制具有信息有效性。
稍微不同的说法是，我们提出的“算法过程”或“机器”的输入是经济人集合、可能的环境集合、经
济人拥有的经济环境的信息的分布及作为理性行动结果的目标函数等，其输出是信息有效的分散决策
机制。
对于属于既定环境集的任何环境，输出的信息有效的分散决策机制的结果都与对应该环境而设定的目
标函数的结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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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试图利用不太规范但直觉的方式解释机制设计的步骤及其使用的概念。
因此，我们在本章尽可能地讨论简单的机制设计问题，并最低限度地使用技术工具。
我们首先讨论古典福利经济学的问题，再在1.8节分析讨论出现于政治经济学背景的机制设计问题。
具体事例是政府管制国家森林。
我们运用到第3章涉及的集合论语言分析国家森林的事例。
属于引言性质的第1章仅直观地而非正式地讨论国家森林的机制设计问题，3.8节将非常正式地分析国
家森林的机制设计问题。
　　1.1　机制与设计　　从整个国家到单个企业或家庭等很小的经济活动单位都可能面临“如何组织
经济活动”的问题。
无论经济活动的范围大小，只要经济活动涉及不止一个经济人，关于经济环境的关键信息散布于经济
人之间的事实成为经济机制设计问题的根源所在。
　　若只有一种组织方式，就没有选择问题。
然而，我们知道治理和调节经济活动的制度、法律和非正式协议等都随时间、空间和经济活动类型的
变化而变化，从而可能存在多种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
为从各种可能的制度中理性选择制度，采用的分析方法不仅要求能够描述不同机制的表现形式和运行
特征，还要求提供不同制度的比较准则。
　　我们最熟悉的体制或机制是市场机制。
对于市场，明确描述调整过程的典范是瓦尔拉斯动态调整过程。
瓦尔拉斯动态调整过程已经成为解释在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如何实现均衡的基本工具。
瓦尔拉斯动态调整过程的稳定性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即使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也有很多原因使得经济学不能局限于动态调整模型。
第一，存在着行为合理性的问题。
第二，对于许多存在完全竞争均衡的经济环境而言，依据瓦尔拉斯调整过程的价格调整过程并不收敛
于均衡，即使局部收敛也很困难。
第三，部分经济环境可能不存在竞争均衡（例如明显存在商品的不可分性时）或不可能存在竞争均衡
（例如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
第四，部分经济环境的竞争均衡可能不是有效的（例如出现商品的不可分性、外部性或公共物品时）
。
此时，瓦尔拉斯调整过程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第五，即使瓦尔拉斯调整过程确实收敛于有效的（瓦尔拉斯）竞争均衡，但瓦尔拉斯竞争均衡导致的
资源配置也可能不能满足公平性或者为部分人提供最起码的生活保障等其他方面的目标要求。
　　尽管人们早已认识到瓦尔拉斯机制的不足，但几乎对于各种瓦尔拉斯机制的不足都存在类似基于
税收的社会保障或转移支付等政策形式的“补救措施”。
部分学者研究非古典经济学环境的竞争机制失灵的补救措施，具体提出规模报酬递增的边际成本定价
、伴随公共物品的经济的林达尔定价及对有害外部性的庇古税和市场化的污染权等，而且相应模型的
稳定性都优于瓦尔拉斯调整过程。
　　很多场合，为机制设计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都存在着严重缺陷或不足。
这个事实在实践中通常诱发不断为改善机制绩效的修改努力。
机制的修改过程通常导致日益严重的官僚化和决策的集中化。
通常，基于官僚化和决策集中化解决问题的制度最终需要很高的信息处理和规则实施成本。
经验表明，我们应该区分两种目标：　　·有些目标适用于（我们想要的）机制结果（我们将知道，
这些目标可以用目标函数表示）；　　·有些目标与机制运行相联系，例如信息处理和沟通成本（这
些目标不能用目标函数表示；通常，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成本实现相同结果）。
　　其他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激励相容问题、行为规则的实施成本，及实施博弈规则的成本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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