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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数理经济学框架下 ,用 租金空间与博奕空间的交集对寻利与寻租进行重新定义 ,获得了边界完整而清

晰的准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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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寻租现象的发现和寻租理论产生后 ,“ 寻租
”

术语以极高的频率出现 ,大量用于描述和解释非生

产性领域中的交易行为 ,特别是与腐败相联系的社

会现象。寻租概念在经济学中有不同角度的多种描

述。
“
寻租

”
一词似乎已经变为约定俗成的习语 ,其

含义所指可以意会 ,但
“
租

”
的概念本身就非常混

杂 ,“ 寻租
”
就更不甚确切而非标准术语。经济学中

比较正式的、较多人所采纳的相似概念 ,其基本内涵

是
“
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

”(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Ⅱ tˉseeking)[叫 。但是 ,这 一提法仍有概念边界

不清之嫌 ,且 因过于学术化和不够简洁而不甚流行。

因此 ,比较理想的定义仍然阙如。鉴于寻租理论应

用的现实意义 ,有必要给予
“
寻租

”
术语一个准确而

清晰的定义。

- 租金空间

现代寻租理论是从租金理论所衍生 ,寻租概念

的含混 ,与扩展后的现代租金概念产生的来源有直

接关系。

现代的租金理论发端于地租理论。由于土地具

有不同寻常的经济资源性特征 ,其 占有权形式非常

复杂 ,而且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随着近代工业化进程的迅猛发展 ,农业的相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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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急剧下降 ,地租在经济学中的受关注程度也大为

减弱。不过 ,地租理论仍然因为其具有独特的重要

性质而保存在-般经济学中、这种独特的重要性质

在于土地是
“
一种不花代价的生产要素 ,只要它具

有生产能力和稀缺性 ,就足以构成它产生一种净报

酬的理由
”
[2](第 1卷 ,sg8页 )。 这就是说 ,地租形

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种短期内供给缺乏弹性

的生产要素 ,因 而能够获得一定的额外收益。

土地的这种重要性质被引伸到其他非农业领

域。现代租金理论认为 ,租金并不加人产品的(货

币)成本 ,即 租金实质上是一种超额利润。如果生

产要素的供给固定 ,其所有者获得的超过机会成本

的收益都可称之为租金 (或 为了有别于地租而称为

准租金 )。 扩大了的租金概念涵盖了一切生产要素

所产生的超额利润 ,即 超过机会成本的收益。例如 ,

企业家的管理能力超过企业家边际能力获得的收

益 ,工人的劳动能力超过工人边际能力获得的报酬 ,

可以看做能力租金 ;体育、艺术明星依靠天资、天赋

(也包括机遇和努力),超过一般的人力资本边际价

值获得的巨额收益 ,可 以称为人力资本租金 ;发 明

家、技术创新者通过法律对其专用技术保护 ,即拥有
“
专利权

”
,超过普通或公开技术边际利润获得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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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可视为技术租金。

由于现代租金概念的一般化 ,租金便以不同形

式广泛存在 ,并且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一般说来 ,

人们都有逐利倾向,即 所谓的
“
天下熙熙 ,皆 为利

来 ;天下攘攘 ,皆 为利往
”
。应当注意的是 ,虽 然人

人都有求利需求和本能 ,但泛指性的
“
利

”
,不等于

租金 ,租金的特定内涵是超额利润。用数理经济学

语言表述 ,我们把超额利润形成的集合称为
“
租金

空间
”
,而泛指的

“
利

”
实际上是

“
社会财富空间

”
,那

么 ,“ 租金空间
”
应当是其子空间或子集。

二 概念的逻辑关系与边界

经济学中的
“
寻租

”
一词是习惯用语 ,实 际上成

为
“
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
的替代简称 ,它因其简

洁而比较流行。如果定格了这种替代 ,寻租活动则

意指通过杈力而非生产过程谋取租金。寻租理论中

的国际贸易学派把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的范围

扩大到将资源用于鼓励创造额外收益的政策干预 ,

以及为获利而逃避政策限制的活动[1⒈ 对社会财

富的影响则限制在直接意义上的浪费(而不是最终

的资源浪费 ,因为在某些情况下 ,抛弃或浪费资源可

能是有利的)[3](46页 )。 这样 ,从租金的分割方式

上看 ,“ 寻租
”
的标的物只是租金空间中的-部分 ,

即存在非权力性的寻租。也就是说 ,宽泛的租金空

间与特义性的寻租对象空间之间存在一个未能涵盖

的余空间 ,使之能对非权力性的寻求租金活动予以

定位。部分经济学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而试图用
“
寻利

”
概念定义非权力性的寻求租金 ,即

“
将除此

之夕卜的原因 (如 创新)形 成的租金称为利润
”
[4]

(104彐丁)。

但是 ,这样做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原因有三。

其一 ,通常的寻利作为具有超额收益本质属性的租

金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 寻利
”
的标的物既包

含了租金 ,也包括了超 出租金空间范围的一般性利

润 ,而后者应归属租金空间(在社会财富空间中)的

余空间。其二 ,寻利通常被理解成一个正面的名词 ,

“
寻利为公平竞争条件下的正和博奕 ,具 有正的外

部效应
”
[4](1“ 页)。 但是 ,实 际上寻利至多没有

利用公共权力 ,未必就会创造物质财富而具有正的

外部效应。其三 ,“ 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 ,与
“
非权

力
”
因素形成的租金 ,两个概念不属于同一逻辑系

统出发的推断。从严格的语意关系上理解 ,用 不同

的逻辑系统进行概念界定 ,把
“
寻利

”
和

“
寻租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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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必然会使概念的边界模糊 ,也显得过于牵强。

顺便指出,租金的存在与获得有天然的联系。

有超额收益性质的租金当然不会随机性地从天而

降 ,它必须要主动去追寻。例如前面所说的优秀企

业家或工人 ,纵然具备获得租金的
“
能力

”
,但如果

没有刻意发挥这种
“
能力

”
,能力租金就不会到手 ;

体育或艺术明星囱然具有天赋资本 ,但如果不能努

力利用其先天优势并寻求表现机会 ,人力资本价值

也就付之东流(未能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例子比比

皆是 )。 这类行为实际上也就是寻求超边际收益 ,

应纳人对租金空间的分割 ,而 可直接称之为
“
寻

租
”
。从而似乎可以认为

“
寻租

”
是一个中性术语。

显然 ,通常指称的寻租概念的边界不清 ,极易引起误

解和混淆。
“
寻租

”
一词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用以描绘

“
经济

人
”
行为的理论归纳方法和分析工具。对经济人逐

利行为分析的传统方法是对
“
利润

”
的归属进行分

类 ,进而做出性质分析。从逻辑学的角度考察 ,定性

分析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假设条件 :存在一个既定的

恒量空间 ,所有的性质分类应当是对这一空间的完

全分割。遗憾的是 ,不少定性分析往往忽略了这一

假设前提而陷人非完全分割的泥潭。对
“
寻利

”
和

“
寻租

”
的定性描述正是如此 ,它们的边界不清 ,未

能对
“
租金空间

”
进行完全分割。这样 ,在 不改变其

沿袭已久的专属含义的条件下 ,我们有必要对租金

以及寻租概念从另一角度进行比较清晰的描述。

三 博奕(竞争 )空 间

从租金的归属进行性质分类 ,固然是一个直观

的、不错的选择 ,但租金有去向,也应有产生的源头。

从来源角度考察 ,“ 租金空间
”
就过于狭小。租金也

来自社会财富 ,它必然有分摊载体 ,或者说 ,存在着

一种对
“
社会财富空间

”
的分割机制 ,这种分割机制

用博奕学描述更为直观和贴切。

广义地理解 ,“ 寻利
”
与

“
寻租

”
均是在经济活动

中和市场交易中进行博奕。博奕也就是竞争 ,在 符

合规则条件下 ,社会和人们未必会反对博奕结果。

博奕结果虽然有不确定性 ,但 总可归属于
“
博奕空

间
”
的某一子集。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所说的博奕

对象是
“
利

”
,即 社会财富 ,但也并不是把一切社会

财富都纳人博奕范畴 ,因 此 ,所谓的博奕空间应是社

会财富空间的真子空间。博奕空间可以完全分割为

如下三个子空间(或类 )。



彭久麒 寻利与寻租概念的数理经济学解释

一是正和博奕类。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博奕竞

争增加了财富总量。竞争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参与

者的积极性和潜能 ,使其在利益趋动下 ,拼命创造和

创新。这种创造和创新既使竞争者得胜获利 ,也促

进了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 ,对社会发展进步具有正

效用 ,因 而博奕结果是
“
正和

”
。正和博奕是 良性

的、值得倡导的。通常认为 ,自 由竞争是一种正和博

奕。

二是零和博奕类。如果博奕各方在
一

个既定的

或总量控制的财富量下竞争 ,其结果是竞争获胜者

的利益 ,来 自其他竞争对手的利益损失 ,但原来恒定

的财富总量并未改变 ,故结果是
“
零和 :’ 。在零和博

奕状态下 ,如果博奕规则有连续性 ,胜负各方经常易

手 ,因 此其结果一般也是可以接受的。通常认为 ,流

通股票的市场交易就是零和博奕。在有正常规则的

股票交易市场上 ,其交易资金是总量控制的 ,交易者

买进卖出的价格竞争博奕 ,实 际上是使场内资金在

股票的市面价格间流动 ,这样获胜者的交易利得必

然来 自其他人的交易利损。当然 ,由 于交易税、佣金

会抽走部分场内资金 ,上市公司也可能配股筹资抽

走部分场内资金 ,不过 ,股市总是
“
自有后来人

”
,即

相当于
“
博傻

”
游戏 ,如果交易制度和规则健全 ,正

常情况下会有资金补充人市 ,达 到进 出动态平衡 ,

因而场内交易资金大体可视为总量控制下的。

三是负和博奕类。负和博奕指在寻利竞争中部

分财富消耗 ,导致财富总量减少。这种竞争一般是

竞争动机和手段超越常规 ,带有恶意或恶性 ,因 而造

成财富耗散 ,竞争获胜方所得 ,不足以弥补其他受挫

方所失之和。负和博奕最典型的例子是地缘政治学

中通过战争手段进行的资源争夺。战争将消耗大量

的社会财富 ,战胜方的所得 ,一般不足以弥补战争中

总体耗费所失。

四 寻租的数理经济学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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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用数理经济学语言对租金空间和博奕空间

进行了描述。显然 ,在我们设定的意义下 ,两者都是

社会财富空间的真子空间 ,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定义

的 ,因 此不会互补 ,从而存在一个交集 ,这个交集正

是下面定义的立论基础。
“
寻利

”
可以定义为 :博奕空间中的正和博奕与

零和博奕之并集 ,与租金空间的交集。
“
寻租

”
可以定义为 :博奕空间中的负和博奕与

租金空间的交集。

上述两个定义表明,无论
“
利

”
还是

“
租

”
,都是

通过(博奕)竞 争而得 ,即 需要主动去寻求 ,而博奕

对象则限于租金 ,即 超额利润。由于以上定义已对

租金空间和博奕空间进行了完全分割 ,可 以无遗漏

地涵盖一切寻利和寻租活动的类型。

按照此定义 ,寻利虽然未必就消耗了或创造了

物质财富 ,但无论属于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竞争 ,都

无损于社会财富总量。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中性甚

至积极的名词。前文所述的寻求能力租金和人力资

本租金即属于寻利。

寻租则是一种非生产性竞争和一项社会财富的

耗费。寻租者的租金来 自非生产性领域 ,他们着眼

于用走捷径方式谋求非生产性利润 ,谋求对存量或

增量性的社会财富进行掠夺 ,有人 (或集团)寻得租

金 ,就必然有相应的利益受损者(或 阶层),后者就

是经济租金的分摊载体。寻租活动既然是负和博

奕 ,则 租金的分摊载体将承担远大于寻租人 (集 团 )

所觅得的租金量 ,这 当然不仅仅是一个经验推算。

通过以上分析论证 ,我们从租金的社会财富的

分割机制角度着手 ,廊清了寻利和寻租的边界 ,在没

有使
“
约定俗成

”
式的习惯术语产生内涵位移的情

况下 ,从另一角度对寻利与寻租进行了比较准确和

清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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