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卷第 4 期

2∞5 年 12 月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GHAI F1SHERIES UNIVERSITY 

文章编号: 1∞4 -7271(2∞5)04 - 0432 - 05 

论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的经济效率

杨正勇 1 ， 2 朱伟伟史君英车斌高健l

(1上海水产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上海 2α朋0;

2.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上海 2∞433) 

Vo1. 14 , No.4 

Dec. ， 2∞5 

摘 要:首先回顾了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的思想起源，接着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重点讨论了该制度的效

率，指出若新古典假设得以满足，该制度能防止捕捞努力的过度增长和租金浪费，从而能纠正开放性进入下扭

曲的资源配置。然后以新古典均衡为参照物，讨论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对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的效率的影响。

指出交易成本的存在会不仅导致个体可转让配额数量和价格偏离帕雷托最优水平，还会直接抵减制度收益，

从而产生效率损失。因此，如果我国要实行该制度，必须寻找降低其交易成本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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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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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缸'act: 咀l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the 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 ITQ)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And then under 出e neo-classic assumptions , the efficiency of ITQ system and its mechanism to correct 

the distor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utilization on the fisheries resources under open access system were discussed in 

detail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ITQ system was proved to be efficient under such ass田nptions. In the third 

part of the paper , transaction ∞sts of ITQ system and their influence on its efficiency were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the neo吃lassic equilibrium ,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reach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transaction costs can 

not only cause deflection of 甲antity and price ofφ10tas from Pareto efficient level , but also offset the benefits of the 

system. So practical methods to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of the system have to be found in order to adopt i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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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以来，渔业资源衰退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为缓解这种趋势，世界各国采用了休渔、人

渔许可证、网具控制等管理措施，但收效并不理想，迫使各国渔业资源使用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制度创新。

为此， Francis T. Christy 于 1973 年提出了个体可转让配额 (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简称町Q) 制

度[1] 。新古典经济学者认为，这一基于私有产权的制度能提高渔业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率。世界有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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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实践有的证实了新古典学者的观点，有的则相反[2-4J 。尽管国外学者己注意到这一差异的原因在

于 ITQ 制度的交易成本影响到其效率的发挥，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关于该制度交易成本及其对制度

效率影响的研究明显滞后[5 ， 6J 。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1 ITQ 制度的思想起源

渔业资源的开放性进人制度存在着租金的浪费，这已被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所证明 [7 -1OJ 。为防止

开放性进入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保护渔业资源，并克服人渔地点控制等传统渔业资源管理制度未对资源

利用中的"开放性进入"做出实质性限制这一缺点， 1953 年Gordon 首次指出渔业资源、私有化将有利于资

源利用效率的提高[7J 0 1954 年，Gordon 再一次强调了这一观点[8J 0 1955 年， Scott 进一步提出了以"独占

性所有权"来防止渔业资源过度开发的思想19J 。在私有化和"独占性所有权"思想的基础上， Francis T. 

Christy 于 1973 年提出了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IJ 后来 Moloney 和 Pearse[llJ ， Anderson[ 1OJ等人对它进行了

比较详尽地阐述。该制度的基本思想是由渔业资源管理者根据科学研究的结果来确定一定时期内(通

常是二年)的总可捕量(TAC) ，然后将总可捕量划分成若干个配额分配给渔民，允许渔民在配额范围内

进行捕捞，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配额进行买卖。

2 ITQ 制度的新古典效率分析

下面在新古典框架内对该制度的效率予以分析。本模型在个体可转让配额的数量和经济效率方面

对Lee. G. Anderson 的模型[ 10J进行了简化，而在个体可转让配额的价格方面则进行了扩展。

2.1 基本假设

首先假设渔业的短期生产函数是 Y=H(X ， E) (1) 

其中 Y 是渔获量，E 是捕捞努力 ， X 是该渔业中的渔业资源存量，在短期中，该渔业资源存量被视为

固定，但在长期中可变。

再假设渔业资源增长函数为 G = G(X) (2) 
要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必须保证温获量不能超过渔业资源的增长量，因此当两者相等时，通

过将以上两个函数中的资源存量 X代换后，可以得到可持续产量与捕捞努力之间的函数 :Y=Y(E)(3)

因渔获物市场比较接近完全竞争市场，设渔获物价格为 P，是恒定的常数;再假设该渔业捕捞努力

的成本( C)不变，因此捕捞努力的边际成本(MC)与长期平均成本(AC)重合;渔民同质。

2.2 ITQ 制度中配额价格、数量及经济效率

根据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原理，要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开发资源时，不仅应考虑资

源开发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还应当考虑使用者成本。一旦考虑了使用者成本，则资源合理开采的效

率原则是所开采资源的边~ffi4~益 (MR)等于边际开采成本(MC)与边际使用者成本之和[l2]O

以 HE 表示捕捞努力的边际产量，可由 (1)式得到;以 MCE 表示捕捞努力的边际成本，以 MCu 表示渔
业资源的边际使用者成本山+ 1表示-单位的渔业资源在下一个时期的价值，可表示贴现因子。给定这

些条件，由业资源合理开发的原则就可以表示为:

P 养 HE = MCE + MCu (4) 

将上式变换后可得 ， MCu 二 P 兴 HE - MCE (5) 

根据边际使用者成本的概念 ， MCu = 可尝^[ + 1 关 (1 - m) 养的 (6) 

(6)式中 m表示渔业资源的自然死亡率。上式的右边表示 t 期中一单位捕捞努力所捕到的边际渔

获物留存到下→时期捕捞的价值贴现成 t 期的贴现值。

在开放性进入的情况下，均衡点将会在捕捞努力的平均收益等于平均成本(ACE ) 的地方(即

P 头 (H/E) - ACE 二 0)达到。由于该渔业是成本不变的行业，因此 P 头 ( H / E) - ACE = 0 也可表达为:
P 并 (H/E)-MCE=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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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考虑这样的情况，假设该渔业现已处于过度捕捞的状态，管理者想要运用町Q 制度来实现可持

续发展。在新古典假设下，运用 ITQ 制度不需任何成本，管理者能成功地确定总可捕量于实现资源可持

续利用的水平，而且信息是完全的。在这样的假设下，配额价格会确定在什么样的水平上呢?为了确定

配额价格，应当理解一点，即利用 ITQ 制度的目的是用来纠正渔业资源在开放性进入中的过度开发和扭

曲性资源配置，通过管理者确定总可捕量，配额的价格机制应当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假设 Pq 为配额价

格，则利用 (4) - (7)式可以得到:

P 兴 (HIE) - MC E - Pq == P 头 HE - MCE - MCu 
即 Pq ==P 头 (HIE)-P 兴 HE + MCu 
因 MCu == 可头儿'1 头 (1 - m) 实屿，故(9)式又可表达为:

(8) 

(9) 

Pq == P 头 (HIE)-P 兴 HE + 可头 Àt+ 1 兴 (1 - m) 兴 HE (10) 

注意上式中的 P 头 (H/E)事实上就是捕捞努力的平均收益(ARE ) , P 头 HE 就是捕捞努力的边际收益
(MRE ) ，因此配额价格还可表示为:

Pq == ARE - MRE + MCu (11) 

从( 10)式可以看出，配额价格与渔获物价格和贴现因子成正比，同时还与资源丰度和渔业资源自然

死亡率有关。丰度主要通过生产函数 y== H(X ， E)对捕捞努力的产量、进而对配额价格发生作用。一般

来说，丰度越好，则配额价格会越高。渔业资源自然死亡率与配额价格成反比。值得注意的是，贴现因

子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评价，而这往往与人们的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

(11 )式还内含了盯Q 制度对开放性进入的扭曲

性资源配置的纠正机制 O 该式中的 ARE - MRE 部分
反映了同一时期中从开放性进入下的均衡点返回到

当期最优配置的均衡点所需的纠正价格;该式中的

G 

MCu 部分则反映了为实现跨期分配效率所需的纠正 MCu 

价格。

结合图 l 可进一步分析 ITQ 制度的效率。该图

是根据假设得出的，只是为简化分析，将捕捞努力

(E)的边际收益由线和平均收益曲线简化为直线，以

捕捞努力 (E)为横坐标。在开放性进入下，该渔业的

均衡点会被确定在 MC== AC== ARE 的 J 点，捕捞努力

被确定在 Eoa这一水平O 此时因平均成本等于平均

收益，故无任何经济利润，资源租金被完全浪费。

O 

AC=MC 

ARE 

E 
Eo E' Eoa 

图 1ITQ 制度的经济效率

Fig , 1 Efficiency of ITQ system 

采用 πQ 制度后，在新古典假设下，管理者能将总可捕量成功限制在所需的水平上。若不考虑资源

的跨期配置效率，则管理者将会把总可捕量限制在 E' 点这一捕捞努力所对应的水平上，然后把这些配

额分配给渔民，并允许配额自由转让。此时，由于 MRE == MCE，因此达到了单一时期的最优配置水平。
从经济利润来看，由于捕捞努力从 Eoa转换到 E' 时，成本下降为 A+C 所代表的面积，而收益仅下降 C 所

代表的面积，所以效率有所提高。

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 E' 的捕捞努力及其对应的总可捕量水平并非最优水平，因为此时仅

考虑了当期边际成本，没有考虑跨期使用中的边际使用者成本。由于 P 长 HE 就是捕捞努力的边际收益
(MRE ) ，所以由 (5)式可知，一旦边际使用者成本(MCu )确定，则跨期配置的效率原则(即所开采资源的边

际收益(MR)等于边际开采成本(MC)与边际使用者成本之和)要求最有效率的捕捞努力应当在 L 水

平，总可捕量应当确定在民所对应的水平O 此时配额价格被确定在 Pq 这一水平上(参见(1 1 )式) ，在图

1 中 Pq 即为 FIo

由图 1 可知，考虑到跨期配置效率后，总可捕量较单一时期最优水平又有所下降。捕捞努力从 Eoa

到 E' 、再从 E'到~反映(11)式所表明的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对开放性进入的两步纠正过程。从 Eoa到



4 期 杨正勇等:论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的经济效率 435 

E'反映的是同二时期中从开放性进入下的均衡点返回到当期最优配置的均衡点所需的纠正，从 E' 到 L

反映了为实现跨期分配效率所需要的纠正。

实行 ITQ 制度后，因收益高于成本，故该渔业有经济利润。在Eo水平上，若不考虑跨期配置问题，

则利润的大小可以用配额价格与总可捕量的乘积表示;若考虑到跨期配置中的边际使用者成本，则经济

利润可用配额价格与边际使用者成本(MCu )和边际开采成本(MC)之和的差额与总可捕量的乘积表示，

即经济利润= [配额价格- (边际使用者成本+边际开采成本) ] x 总可捕量。可见，在新古典世界里，

ITQ 制度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防止租金浪费，是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制度。

3 交易成本对 ITQ 制度效率的影响

在新古典世界中，管理者可以不费任何力气就完成总可捕量的确定、配额的分配、制度的执行、监督

等各项交易，渔民可以无戚本地在配额市场上发现合理的配额价格，并在适当的时候完成配额交易，以

获得最大的资源租金。这一切都已以隐含假定的方式嵌人了上述的新古典模型中。

然而正如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现实的经济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人只有有限

理性，其行为往往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因此"‘真实世界'却充斥着正交易成本，这就使得财产权的分

配和治理结构选择变得很重要，，[ 13] 。正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必然导致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扭曲 O

ITQ 制度是管理者的集中控制与市场交易相结合的制度，它与捕捞许可证制度等集中管理制度不

同，因为它以市场交易为基础;同时该制度中存在的交易与一般的商品交易也不同，因为它有管理者的

集中控制。因此如果把渔民及其法人组织用"渔民"一词来概括而不研究其内部治理结构及其交易的

话，在运用盯Q 制度管理渔业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交易，一种是配额交易，另→种是进行制

度设计、维护制度结构和制度运行的交易，可以将之简称为制度交易。无论是制度交易还是配额交易都

须支付信息成本(Infonnation CostS) 、决策成本(Decision-making Costs) 、操作成本(Operational Costs) 、以及监

督、控制、执行成本(Monitori吨， Control and Enforcement Costs) [14 J 0 这些交易成本势必扭曲新古典模型下

的 ITQ 制度的资源配置效率。这种扭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3.1 总可捕量确定中的交易成本导致的扭曲

在捕捞渔业中，由于自然因素的作用，不确定性时刻存在，渔业资源管理者要准确确定总可捕量存

在困难，管理者得为确定总可捕量支付信息搜寻成本。海洋渔业中渔业资源的流动性大这一特点更加

剧了总可捕量确定的难度，因此信息搜寻成本比封闭型渔业的高。

确定总可捕量所带来的信息搜寻成本对 ITQ 制度的效率扭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在采用该制

度所取得的收益与零交易成本时相同的情况下，它减少了制度的净收益;第二，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的

存在会使得管理者所确定的总可捕量偏离新古典模型下的最优总可捕量。前边已阐明，在新古典模型

下，最优可捕量应当确定在图 1 的捕捞努力 E。所对应的水平。现在由于不确定性的干扰，管理者将总

可捕量确定在 L 的情况只是依概率分布而定的事件，管理者确定的总可捕量可能常常偏离 E。所对应

的水平，从而导致效率损失。

3.2 配额分配中的交易成本造成的对新古典最优水平的偏离

据国外实践，捕捞配额初始分配的交易成本会非常高。原因在于总可捕量确定后，总的可分配的

"蛋糕"就被确定下来。作为分"蛋糕"的渔民，在逐利性动机的驱使下，谁都希望多分配二点，此时渔民

之间的博弈是一个常和博弈。在这种常和博弈中，博弈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存在对立性，所以往往需要很

高的、作为交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讨价还价成本。在 ITQ 制度的收益既定时，这种讨价还价成本显

然会使制度的净收益减少，因此与零交易成本的新古典情况相比，制度效率将降低。

3.3 渔民的配额交易成本对制度的影响

在新古典假设下，渔民在完成配额交易时是不需要交易成本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完成交易，

他们必须花时间、精力、货币成本去发现交易对象、进行讨价还价、签订相关契约，这些都需花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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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本会抵减制度收益。此外，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配额交易双方达成了成交价格，但这一

价格也很难保证就是新古典意义上的最优价格，也就是说，配额成交价格往往会偏离图 1 所表示的 FI

水平，因此可能存在因价格偏离而导致的效率损失。

3 .4 制度执行中所需要的监督成本所导致的效率损失

在配额分配好后，该制度要发挥作用的话还需要有效的监督。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监督也是一

种交易，它所花费的成本也是交易成本，它的存在也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在我国这样一个法律意识相对

淡薄、渔民众多、海岸线长的国家来说，监督成本将非常高。由于管理者不能完全监督渔民，即使管理者

已经将总可捕量确定在了图 1 中~所对应的水平，但逐利动机将驱使渔民捕捞得更多一些。因此不完

全监督时，实际总捕捞量的合理预期应当在图 1 中的 L 到 Eoa之间。

除上述几种主要交易成本外，盯Q 制度交易中还存在着渔民守法成本等其他交易成本，这些成本也

会抵减制度净收益，导致町Q 制度的实际效率偏离新古典模型的最优水平O 在此不再一一讨论。

4 结论

(1)在新古典框架下， ITQ 制度可以解决开放性进入和传统渔业资源管理制度下的效率损失问题，

提高渔业资源利用的效率。

(2)交易成本的存在会导致 ITQ 制度的效率损失。这种损失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不完全信息

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管理者无法将总可捕量确定在新古典的最优水平;二是配额分配的常和博弈特

性决定了这一交易存在昂贵的讨价还价成本，这种交易成本直接抵减了实施盯Q 制度的收益;三是在信

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配额成交价格往往会偏离新古典的最优水平，因此可能存在因价格偏离而导致的效

率损失;四是制度执行中所需的昂贵的监督成本导致不完全监督的存在，从而使实际总捕捞量大于新古

典最优捕捞量。

总之，如果我国要实行 ITQ 制度，必须寻找降低其交易成本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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