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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是一个殷实之国!以多伦

多为例"在这座有三百多万人口的城

市中"高楼大厦并不多! 在市中心金

融区"有十几幢摩天楼"也都是在上

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前落成的!

这使得一些来自于大陆大城市

的朋友以为多伦多实在不足称道!因

为"在中国"不要说上海或深圳"就是

一般的二线城市如武汉和重庆都要

比多伦多显得气派! 其实"他们大错

特错了!

多伦多从不#显山露水$"殷实得

很% 在多伦多市中心地底下"有一座

&地下城$% 就是有一条!"#$%&连接着

众多高层建筑以及其他城市设施% 从

火车站到长途汽车站"从市政府到商

业中心"从地铁站到办公大楼都在地

下相互贯通% 而且"这不是一般简单

的通道"而是另一个城市%在地下城市

中"有许多华美的精品店"也有美食中

心'有超市药房"也有理发修鞋的小

铺% 所以"走在地下城市中"你全无枯

燥郁闷之感"反而有走马观花的乐趣%

究其所以"可能是多伦多一年有

近四个月处于严寒状态"所以走在地

下可以避开风雪严寒% 因为"地道里

总是四季如春% 在大雪飘扬的季节"

许多白领照样穿得楚楚动人%像我们

熟悉地道的人一下地道"有一种如鱼

得水的感觉% 有时在夜间"你也不必

担心安全问题"因为地道里到处装着

监视探头%

我经常想" 要维持这样一个设

施"政府的花费肯定不菲% 这些地道

都是在大楼完成的时候建成的"到现

在看来和新的没什么两样%一方面建

造的质量好" 另一方面维护得也很

好%尽管有些大理石阶梯已经磨得有

点凹下去了"但整体看来还是非常光

鲜% 还有"在地道中配有许多自动电

梯"有人没人都照样运转不停% 加上

监控保安的费用"这些都需要由市政

府买单%而多伦多的政府机构是很小

的"首先没有工商局(税务局和市容

管理等部门%但像这种方便生活和工

作的地下城"的确给了多伦多市民许

多实惠%

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我们浦东

的金茂和世贸以及今后的上海中心

可不可以在地底下也连接起来呢)如

果浦东的各大银行大厦在地底下也

连成一片"或许会更好%首先"地面交

通会得到许多改善"各大楼间的公司

业务往来不需要开车而只需步行'其

次"无形中也方便了旅游%同时"可以

充分利用黄金地段的商业价值%

目前"我们可能只注意到了眼前

看得到的表面市容建设"却没有考虑

到城市布局的长远规划%如果等到大

楼建成以后再造地下通道"不说是不

可能"至少代价要大太多了%

多伦多地下通道有近'(公里"据

说东京也有类似的地道%上海为什么

没有)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想一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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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靠内涵与高水平管理才能如此光鲜

若戈夫!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奠基人

!

史晨昱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

股新的研究思潮"以理性预期及市场

不完全为基础将微观行为与宏观经

济(国内经济与外部均衡(单边政策

与国际协调置于统一框架下进行研

究" 这即为肯尼斯*若戈夫)*&++&,-

."/"001 与其合作者共同创立的新开

放经济宏观经济学%

若戈夫"2345年生于书香门第%

其父是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授"母亲

为当地公立图书馆馆长% 若戈夫还是

一个国际象棋天才"26岁时赢得了美

国72岁以下组全国冠军% 2354年"他

进入耶鲁大学学习% 在大学中"他一

直痛苦于是成为专业棋手还是成为

严肃经济学家的职业选择% 当然"最

终他还是选择了后者%

238(年" 他获得了9:;经济学博

士学位% 他曾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

的查理斯<罗伯特森国际事务讲座教

授"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国

计量经济学会会员% 若戈夫长期担任

:9=经济学家"7((2年8月以来任:9=

研究部经济顾问和主任% 若戈夫出版

了大量关于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方

面的论文和著作%

外汇市场中的 "若戈

夫
0

密斯#之谜

7(世纪5(年代至8(年代初"是汇

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的盛行时

期% 在这一阶段"经济学家们除了致

力于建立和扩展各种汇率决定的资

产市场模型"同时也在致力于从计量

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些模型进行实证

检验% 然而"大量实证研究的结果却

表明"这些宏观结构的模型对浮动汇

率条件下的汇率解释能力非常弱%

238'年"若戈夫和密斯在使用样

本外预测分析的研究中发现"任何汇

率模型对名义汇率的预测力都比不

过下面这句话+ 汇率的变化不可预

测% 这一惊人的结论对汇率决定理论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结束了汇率决定

理论的黄金时代% 虽然后来一些学者

的研究发现"在一个相对长的预测间

距水平上"汇率模型的预测能力还是

要比随机游走模型的预测能力强"但

在短期的预测水平上"若戈夫和密斯

的结论还从未被有说服力的证据推

翻%

此后"汇率决定理论得不到很好

的验证问题> 被称为&若戈夫和密斯

难题$% 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宏观经济变量在经验分析中无法说

明现有的汇率变化' 二是没有很好的

理论模型经得起经验检验% 这个难题

是影响其他所有汇率问题的关键所

在> 也是汇率理论中最核心的问题%

国际货币逆效合作的

市场理性预期论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西

方发达国家就开始进行国际货币合

作的实践%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主要

在货币政策制订和外汇市场干预两

个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但国际货币合

作是否真正能够达成合作各国的预

期目标) 目前一些经济理论揭示+国

际货币合作可能取得政策协调效果

并带来合作成员的净福利增进"但也

可能较之不合作的孤立政策决策的

效果更差" 后者被称为国际货币的

&逆效合作$%

2384年"若戈夫将理性预期理论

运用于研究国际货币合作"逐渐形成

了国际货币逆效合作的市场理性预

期论% 这一理论借鉴了理性预期学派

的观点"认为市场主体的理性预期会

使政府制订的政策趋于无效"或者使

政策产生的效果与政府的预期偏离"

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私人部门理性预期的存

在使得政府增加货币供给的手段不

但不能将失业率降到自然失业率以

下" 而且只会造成通胀率的上升"因

此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效%

若戈夫假定"两个国家的政府都

希望增加货币供给"从而减少国内失

业"促进经济发展% 在没有实施国际

货币合作前"一国增加货币供给会导

致国内利率下降" 从而发生资本外

流"引起汇率下降% 如果该国政府非

常重视汇率稳定"该国就不太可能实

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如果实施国际

货币合作"那么两个国家可以同时增

加货币供给"由于两国利率下降的幅

度相似"那么两国之间的汇率不会发

生太大的变动"所以实施扩张性货币

政策可行,这里暗含的假定是两国经

济-% 但是"如果两个国家的市场主体

都是理性的"他们能够预期到这种协

调" 因此事先提高对通货膨胀的预

期" 那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会无

效%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货币合作的

结果与弗里德曼自然失业率理论中

封闭经济的国内货币政策一样"对失

业没有改善"只是推进了通货膨胀%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

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教科书中"

在以商品贸易为主的流量模型和以

资产交换为主的存量模型中探讨汇

率机制% 然而"这种理论框架构筑起

来的汇率理论对外汇走势的预测和

解释能力十分低下% 面对这一困惑"

很多学者不断寻求对传统理论的突

破%

7(世纪3(年代以来"传统的汇率

决定宏观结构模型中被作为假设前

提或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细节而忽略

的方面逐渐进入了研究的视野"形成

了一些新的发展方向% 以若戈夫为代

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原有汇

率理论未曾考虑的宏观经济关系的

微观基础%

若戈夫指出"传统汇率决定理论

的分析一直建立在宏观经济关系的

框架之下>而忽视了微观基础的作用%

他认为"汇率在更大程度上可以

看作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消费方式选

择内外资产的结果"经济主体的行为

及其影响因素等微观基础在宏观经

济变量发生变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 因此在对其的研究中不能忽

略% 基于这种观点"就形成了具有微

观基础的汇率宏观经济分析方法"而

这一分析方法又是后来被统称为新

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和

组成部分%

2334年"若戈夫和奥博斯特弗尔

德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

为.汇率动态学的回归/一文"将名义

价格刚性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开放动

态一般均衡分析"标志了新开放经济

宏观经济学的创立% 在该文中"他们

建立了一个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

微观一致的汇率模型即.&?#@模型

,也称A.模型-" 为国际宏观经济研

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范式% 该论文

成为相关领域众多论文的起点%

此后"建立在宏微观一致分析基

础上的汇率研究迅速发展起来"这一

发展方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原有宏

观结构模型的经验研究结果不理想

的原因不是宏观经济变量的问题"而

是模型需要修正%

因为"原有的模型大都从宏观层

面上对汇率效应进行分析"没有在立

足于微观个体行为基础上来考察汇

率对微观变量及宏观总量的影响"其

分析与推导过程中舍掉了个体的生

产(消费(投资等行为"割裂了微观基

础对宏观总量的决定性影响"因而很

大程度上丧失现实解释力与理论信

服力%

在若戈夫和奥博斯特弗尔德建

立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运

用理性预期及最优化为分析方法"以

市场不完全 ,名义粘性及市场垄断-

为基础>通过构建动态的(一般均衡模

型来考察名义扰动 ,货币与财政政

策-与真实冲击,技术进步-对本国及

伙伴国产出(消费(收支和福利的影

响% 国际传导机制及影响效果是其研

究的一个重点%

模型中含有居民(厂商(政府三

类微观主体及产品市场( 劳动力市

场(国内货币市场及国际金融市场四

个市场% 微观主体方面+居民消费国

内外产品"提供劳动取得工资收入>并

持有一定的本国货币'厂商投入生产

要素)劳动力(资本或中间产品B垄断

生产不同种类的产品'政府处于一个

次要的位置" 或不购买产品消费"发

行货币都用于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或

购买产品用于消费"发行货币用于政

府消费与转移支付% 市场不完全方

面+存在价格粘性及生产完全垄断%

模型变量主要有价格( 利率(产

出(收入(消费(汇率(债券持有量等

微观(宏观变量>并以这些变量之间的

内在关系建立起一系列方程"将微观

行为与宏观总量(国内经济与国际均

衡连接成统一体%

在划时代的A.基本模型基础

上"若戈夫和奥博斯特弗尔德在不同

的方面对汇率理论进行了发展%

2338年"他们将货币的不确定性

引入了模型中"证明了货币的不确定

性冲击会放大汇率变动的幅度"得出

高通货膨胀国家同时也会面临汇率

的巨幅波动的结论%

7(((年"他们通过假定出口方货

币价格粘性改进了A.模型对汇率行

为的解释能力"对汇率问题作了较为

严密的理论分析%

他们的研究表明" 市场分割(不

完全竞争( 工资<价格的粘性调整机

制和手续费等因素都会带来出乎人

们预料的大额交易成本"这些都可能

是造成原有理论经验分析结果不佳

的原因% 但他们坚信汇率是货币价值

的反映> 它的调整不管需要多久> 最

终还是应该会回到购买力的平价水

准上%

7(((年"若戈夫和奥博斯特弗尔

德出版了 .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一

书"该书对国际经济学的近期发展作

了#全景式$反映%

向上的精神 实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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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格勒从两大假设
探究政府规制失灵

"

经济学术思潮追踪

若戈夫，现任哈佛大学
经济学教授和美国计量经
济学会会员，曾长期担任
IMF经济学家，2001年 8
月以来任 IMF研究部经济
顾问和主任。他在经济学理
论上的贡献体现在：提出了
汇率变化不可预测的“若戈
夫和密斯难题”，发展了国
际货币逆效合作的市场理
性预期论，并建立了具有微
观基础的汇率宏观经济分
析方法，这一分析方法又是
后来被统称为新开放经济
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和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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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将超美欧成世界最大市场

林毅夫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7

月
28

日出访德国在与

霍恩海姆大学的经济学家会谈时指出!目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口结

构的变化"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资源紧缺和失利的环保是中国经济面临

的几个巨大挑战# 不过!中国经济在近
'(

年保持
2(C

左右增长!并仍将

维持该增长率
'(

年不变$

7('(

年!中国将超越美国和欧洲成为世界最大

的经济市场$

!"

今年中央水利投资已达
1#"

亿元

陈雷 $中国水利部部长%

7月 72日在南京举行的全国水利规划计划

工作会议上透露"目前农村有 7D4亿人饮水不安全"一些城市饮用水水源

地受到水污染的威胁%全国仍有 '万多座病险水库"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许多蓄滞洪区的群众生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一些边远地

区还存在无电(缺电问题%不过"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支持下"中央水利建

设投资规模止跌回升% 预计今年年初中央水利建设投资规模已达到 '8(

亿元"比 7((5年全年增加 22D8C"扭转了前几年因国债减发导致的水利

投资下滑的局面%

美国政府无意出台更大规模援助计划

保尔森$美国财政部长%

7月 2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资产

支持证券的复杂性"次贷风险更多地演变为流动性问题% 因为"次贷危机

已蔓延到市政债券和学生贷款等领域" 流动性风险影响到了这些有价证

券%由于存在大量市场风险厌恶情绪"目前的市场瞬息万变%虽然市场风

险厌恶情绪高涨"信心依然#可以快速改变$% 政府将关注形势的#实际进

程$%当下美国各方面已经完全做好准备"支持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计划"

将帮助因利率重设到较高水平而拖欠抵押贷款的业主%不过"布什政府不

会需要出台更大规模援助计划"以抑制次贷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

诸侯经济意识阻碍珠三角发展

欧卫东 $广东省统计局副局长%

7月 23日在省统计局官方网站上发

布题为.创新才会赢000对珠三角发展转型的分析与认识/一文指出"珠

三角经过 7(多年的高速发展"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已经消失"且存在各

地产业相似度很高"&诸侯经济$意识被强化等问题"目前正处在发展转型

的重大关头%因此"创新才是转型的重要出路%建议可以建立以推动和实

施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干部评价考核机制"以推动政府自身管理创新(社会

经济管理创新(推动企业管理和技术创新"并完善激励企业发明创造的税

收扶持和政府奖励制度" 建立珠三角核心产业核心关键技术和重大共性

技术及未来技术的发展规划和行动方案%

美国经济放缓但不能忽视通胀风险

理查德&费希尔$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

长%

7月 !!日在沃思堡石油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经济增

速放缓可能会有所加剧"但同时不能忽视通胀风险%目前的主流分析是经

济放缓将会导致美国经济在未来几个季度内出现&贫血$"之后则会提速%

我们正在设法控制一些风险"但经济增速可能还是会比我们设想的要慢%

降息这样的货币刺激措施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推动经济增长% 但谁也

无法确认究竟需要多长时间"也许是 6个月"也许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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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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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产

业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 是系统研究政府规制

活动的应用经济学$其发展演变与其它学科一样!

也随着规制活动本身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关于规制的研究可追溯到
23

世纪上半叶$ 产

业革命所带来的新技术和新发明使古典经济学所

倡导的自由放任经济面临强烈冲击! 比如铁路运

输的发明与推广需要大量固定资本投资! 而自由

竞争市场难以迅速聚集所需资金! 这便引起了人

们对自由放任经济有效性的质疑$

28'3

至
284(

年

间! 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学家和官员们就对铁路

部门实施规制的市场效果 %包括对生产者福利与

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等&展开论战!这场论战奠定了

规制研究的基础$

对规制研究
2((

多年的发展史!可以作这样一

个判断!即规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场经济演进

的结果!在市场失灵!竞争引起生产"资本集中而导

致垄断的出现!以及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完善等情

况下逐渐形成并趋向于成熟$

对于规制的界定!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
KF+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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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政府规制是

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 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或间

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

行为$日本学者金泽良雄则认为!政府规制是在以

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

机制内的问题为目的! 政府干预或干涉经济主体

活动的行为$

由于规制活动是由政府根据其对市场发展状

况的感知来展开的!因此根据经济学家们对政府角

色的理解!可将规制研究分为不同阶段$ 政府俘获

理论是规制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由于市场失灵并

非规制的充分条件!规制也不必然体现为实现公共

利益!以探求规制政策政治成因为主要内容的政府

俘获%

L,F,& !FM,#$&

&研究于是从
7(

世纪
5(

年代起成

为西方规制研究的主体%

9FG+%,$&FJ

&$

所谓政府俘获!大致可这样理解(政府规制的

提供是为了满足特定利益集团的需要%即立法者被

产业所俘获&!规制者被特定利益集团所俘获%即执

法者被产业所俘获&) 政府规制成为特定利益集团

%即被规制者&获得更多利润的工具$

实际上!对规制俘获现象的研究早从
7(

世纪初

就已开始$

2344

年美国学者伯恩斯坦%

O&$+%,&G+

&就

提出!规制的供给源于产业规制需求!或者随着时

间的推移!规制机构被受监管的产业所控制!在此

情况下!规制行为最初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就会

遭受挫折$

2352

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勒%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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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运用经济学来分析政府规制的产生!开

创了政府俘获
)L,F,& !FM,#$&B

理论$施蒂格勒通过实

证研究得出了受规制产业并不比不受规制的产业

具有更高效率和更低价格的结论!这使得人们充分

意识到了政府规制失灵的存在$施蒂格勒理论基于

两个基本假设(政府基本资源是强制力!各个利益

集团通过说服政府使用其强制力来提高自己的福

利)各个利益集团在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动

中都是理性的$

2356

年!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佩尔兹曼
)LD

Q&E,RJF+B

扩展了施蒂格勒的开创性研究!提出了

*最优监管政策+

)"M,GJFE $&/#EF,"$S M"EGISB

模型!探

讨了利益集团争取自身利益的博弈均衡是如何决

定政府监管供给的$佩尔兹曼理论基于这样一系列

的假定(将利益集团简化为企业和消费者!规制者

简化为立法者)利益集团和规制者都是追求自身利

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

追求消费剩余最大化)规制者则寻求最广泛的政治

支持!体现为追求选票数量的最大化$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

O&IT&$

&进一步提出!规

制的实质在于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决定政府规制

活动的是利益集团的相对影响!而不仅仅产生于市

场失灵$

以
L<Q<O

规制均衡模型为代表的传统俘获理

论!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忽视了规制过程中

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影响! 不能用委托
<

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规制俘获问题!理论体

系上缺少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和实

践主要局限于以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而对于转

轨国家中的政府俘获问题很少涉及等$

对转轨国家中俘获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研

究始于
7(

世纪末$

2333

年底!世行专家丹尼尔'考夫

曼
)KF+G&E *F#0JF++B

,乔尔'赫尔曼
)U"&E L&V&EEJF+B

等人在世界银行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支持

下!以东欧和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为调查研究

对象! 对
77

个转轨国家中的近
W(((

个企业进行了

*商业环境与企业业绩调查
)OHHQB

+!从而对转型国

家的政府俘获问题作了较全面且有开创性的研究$

在报告中!他们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入手!将

转轨国家中企业对政府施加的负面影响分为三种

意义和可测量的类型(一是政府俘获!即企业通过

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的个人所得来使政府制定有

利于自身的法律"政策和规章)二是依靠影响力!企

业没有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所得就可以使政府制

定有利于自身的法律"政策和规章)三是行政上的

行贿!企业通过向政府公职人员的小额贿赂使政府

在实施现有法律"政策和规则时变通执行$

对于政府俘获的研究对于现代国家!尤其是转

轨国家极为重要$ 正是由于政府俘获!社会经济才

陷入恶性循环!而当累积到一定程度是又会进一步

导致国家全面腐败$政府俘获不仅是腐败现象的表

现!而实际上更是政府治理无方的根本原因$ 正确

认识政府俘获对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