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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在分析中国电力市场的参与实体、利益集团、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运用寻 

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构建官僚寻租 目标效用函数和期望效用函数 ，依据分析结论并结合中国电力市场 

的特点，对我国电力市场监管机制的设计提 出政策性建议 ：建立 目标 比较专一，相对独立的电力监管机 

构：适度分权 ，避免权力过分集中；采用扁平的组织结构模式，增加监 管机构的透明度 ；提 高监管者整体 

素质和人均社会贡献率 ，适度增加监管者的收入，使监管者工资率与付出成正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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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rent—seeking)，至今 尚无统一定义 ，不 同的 

公共 选 择 经 济 学 家 给 出 的定 义不 同。如 布 坎 南 

(Buchanan，1980)指出：“寻租一词用来描述这样一种 

制度背景中的经济行为，在那里追求私利的个人竭力 

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不是社会剩余”。而 

Anderson，Rowley＆Tollison，则认为寻租是通过政府干 

预获利 。公共选择经济学家们在分析寻租时沿用的概 

念都包含这样的意思：寻租是追求人为垄断条件下的 

财富转移 ，寻租对社会造成 了财富浪费 ，并且他们还有 
一 个隐含假设 ，租金是生产要素报酬超过机会成本 的 

余额 ，其机会成本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重要条件下形 

成的，因此寻租只能通过人为干预产品价格来实现。 

寻租活动有合法与非法之分。非法寻租活动 ，如 

偷窃、抢劫 、行贿受贿等活动；而对合法寻租活动，如游 

说 、立法 、市场管制等，则是通过有关制度来保证 的。 

文中特指非法寻租。寻租产生的直接危害有：导致资 

源分配扭曲和浪费，不利于公平竞争 ，不利于改革和创 

新。反寻租的措施：一是变寻租为寻利。根据肯尼斯． 

J．科福特(Kenneth．J．Koford)和大卫．C．科南德 (Da— 

vid．C．Colander)的论述就是将寻租变为寻利。如对寻 

租行为予以揭露 ；改进或调整产权的程度 ；购买垄断者 

的垄断地位；变革制度结构，使所有寻租活动更加困 

难 ；建立公开咨询制度等。二是改变寻租产生的条件 。 

大多数经济学家趋 向于从寻租活动产生的条件 出发 ， 

即从政府对经济不恰 当干预产业租金 出发 ，建议减少 

政府对市场交易不适当压抑，提高政府服务体系效率 

和透明度，健全法制等办法来减少租金产生并保证市 

场经济运行秩序(Desoto，1989；Jagannathan，1987)̈ 。 

中国目前正进行电力市场化改革 ，这必将产生不 

同于垄断时期的参与实体和与之相应的利益集团，电 

力商业化运营后 ，垄断与竞争将并存。为切实保护用 

户的利益 ，规范参与者的市场行为，保证 电力安全运 

行，须成立专 门的电力规制机构 ，负责 电力市场的监 

管。然而管制的存在 ，为寻租行 为提供 了生长土壤。 

文章在对中国电力市场的参与实体、利益集团、委托代 

理关系及官僚寻租 目标效用函数分析 的基础上 ，对 中 

国电力市场政府监管机制设计提出政策性建议。 

1 电力市场的参与实体及利益集团分析 

从世界上已经实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和地区 

来看 ，电力市场化改革产生了许多不 同于垄断时期的 

参与实体。由于各 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同一 国电力市 

场改革所处的阶段有别，选择实体的数量和组合方式 

有所差别 ，但归结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种 ： 

1)发电商 G(Generator)；2)发电经纪商 PM(Pow— 

er Marketer)；3)辅助服务供应商 AS(Ancillary Service 

Provider)；4)电网拥有者 GC或 TO(Grid Company or 

Transmission Owner)；5)计划协调者 sc(Scheduling Co— 

ordinator)；6)零售商 R(Retail Service Provider)；7)配 

电商 D(Distribution Service Provider)t21。此外还有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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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交易 PX(Power Exchange)和独立 系统操作员 ISO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等中介机构。 

随着电力市场化进程 的推进 ，用户也将成为电力 

市场的参与实体。如英国用户已经可以从电力市场直 

接购电。 

目前，中国电力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有： 

1)发电企业。包括网省 电力公司的直属电厂、独 

立发电企业。2)电网公司。电网公 司是 国家电力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它是集其经营区域的全部输电及大 

部分发电业务于一身的垂直一体化企业，是国有电力 

公司的控股公司 ，受 国家 电力公司的控制和有关经济 

综合部 门的行政管理。1998年 ，国务院进行 机构改 

革，撤消了电力工业部，并将其行政管理职能移交国家 

经贸委，国家电力公司只行使企业职能 ，中国电力产业 

初步实现了政企分离 ，但省级 以下 的电力部 门仍是一 

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其规制职能分散在地方经济 

综合部门以及物价局等不同部门。 

随着电力市场的逐步成熟，我国电力市场参与实 

体的数量和种类会有所变化 ，但发电商、电网拥有者、 

配电商等参与实体是各个时期共同的。 

电力市场 中的各参与实体 ，加上实施电力监管职 

能的政府构成电力市场中相应 的利益集团。而不同利 

益集团个体利益的存在 ，使为维护既得利益或对既得 

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的、有损于社会福利的寻 

租行为有产生的可能，寻租行为的实施主体即寻租者。 

2 公共权力的寻租行为分析及政策导向 

寻租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在不同利益集团 

基础上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这里首先分析公共 

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接受公共权力委托的是政 

府 ，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观念化的象征物 ，其真正的职 

能需要有关部门具体官僚来执行 ，因此官僚就成为公 

共权力 的终极代理者 。上一级的官僚再委托下一级的 

官僚 ，下一级 的再委托 自己的下一级⋯⋯这样就形成 

了电力市场 中的多层委托代理链。委托 一代理问题所 

产生的重要问题是道德风险。没有理由认为委托人与 

代理人会有相同的目标 ，一般来说，委托人 的目标是利 

润最大化，而代理人的目标是 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一 

方面 ，委托人总试 图使代理人能根据委托人 的愿望行 

事；另一方面，代理人有 自身利益和价值取向，在信息 

不对称的条件下 ，委托人控制代理人行为的手段是有 

限的，并且非常不完善，此时，道德风险问题就会出现。 

于是作为代理人的官僚有可能机会主义地用委托人赋 

予的权力谋取私利，这样便产生公共权力的设租者。 

要抑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就必须有效地激励代 

理人。按照奥尔森的集 团理论(1965)，在如此广大的 

委托方制定选择激励措施，成本巨大 ，而政府运作的公 

共权力是公共品，从经济人本性原则出发，参与人都有 

回避风险与成本搭乘便车的动机。监督者的机会主义 

和较长的委托代理链 ，导致监督成本增大 ，致使代理人 

为自己利益而扭曲公共权力使用的积极性增加。 

激励代理人的动力机制常用 的有三类：一类是用 

直接监管和强制命令。如果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行动了 

如指掌，就可以用命令来指挥代理人 ，如果代理人不 

服，委托人可以予以惩罚 ，这需要较高的信息成本和监 

督成本 ；另一类是用一定的激励 ，使代理人能出于合作 

的考虑将委托人的 目标作为 自己的目标。这种方式需 

借助教育 ，培养代理人形成忠于委托人的习惯 。三是 

间接控制。即让代理人遵守一般规则 ，这些规则创造 

的激励能让代理人追求委托人的利益，而这种追求是 

从 自身利益考虑出发的。 

政府中的委托 一代理问题呈现在集体行动的所有 

层面上 ，它往往源于有组织利益集团与政府机构之间 

的共谋。在政治系统中都存在着政治市场。其需求者 

为对再分配产权的政治干预有需求 的利益集 团，供给 

者则是各种政府主体。政治市场服务于干预和针对政 

治普适制度的歧视性变通：许多生产者 (利益集 团)都 

寻求对其行业的干预，以期缓和无休止的严峻竞争 ，这 

便产生了寻租者，当他们花费资源用于游说、贿赂政 

府 ，而不是从事生产性活动时的行为即称寻租。而政 

治干预市场的供给方：政治家、官僚和法官 ，从事设租 

活动(rent—creation)。设租使政治家和官僚获得了影 

响权势集团的能力 ，也获得 了政治支持 和物质支持 。 

这种支持可能是给予政党或干预者个人的。典型的设 

租是通过政治干预 ，将产权从无组织的多数人手里再 

分配给有组织的少数人 ，然后 ，这些少数人与实施干预 

的政府代理人分享租金 。 

电力市场各参与实体及用户是公共权力 的委托 

人，政府相应职能部门是公共权力的代理人。 

2．1 官僚效用目标函数及影响寻租的主要因素 

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是各级官僚。而官僚是 

内生于社会经济之中的(Lindebeck，1976)，其行为与 
一 般社会经济微观主体行为的经济学原理基本相同， 

只是内容与结果稍有差异。作为公共权力最终代理的 

官僚 ，其 目标是多方面的，为简化模型，这里仅考虑六 

个主要方面的因素。其一，作为经济人的官僚必然关 

心其自身的利益包括合法的薪金和不合法的租金，同 

时要谋求职务的升迁；其二作为自我实现人的官僚必 

然会关心自身价值的实现，即得到包括 自己上司和委 

托人在内的社会的认可；其三作为理性人的官僚必然 

要为赋予其权力的委托人创造经济利益，否则会被委 

托人指责甚至罢免 ；由于权力带着租金 ，在权衡得失的 

基础上，理性人的官僚会作出寻租与否的选择。所以， 

官僚行使公共权力的总效用 目标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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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H2，H3，H4，H5，H6) (1) 

其中 H。：官僚 的合法收益 ；H ：官僚的寻租收益；H，：官 

僚得到的职务升迁 ； ：官僚所得认可度 ；H ：官僚为委 

托人创造的经济利益 ；H ：官僚受到的监督和惩罚。 

现假定 Hl，H2， ，H4，H5，H6均是时间 t函数。两边 

求全导数得 ： 

= +差 +曩 + dt aH1 dt aH，dt aH dt 
dt +曩Ou dt+笪Ou5 dt (2) a 5 、 

作为理性人 ，官僚的总效用目标函数 U≥O，且该函数 

单调递增 ，所以必有 du／dt≥0成立。为简便起见设 ： 

= 。，差 =OL2OL2曩 =Of3， ～一，高 ’ 
a厂dH4 a厂du5 of du6 盖 or4’藏 ot5’ or6 

显然 otl≥0， 2≥0，Or4≥0， ≥0，a6≥0。 

由式(2)的一阶条件∑ i=0得： 

OL2=一( l+ + )+[一( +a6)] 

现假定 ，OL4， 5，a6不变，则 

2=一 l+[一( +OL4+ 5+ 6)]=一 l+kl 

(3) 

k。为常数。经济含义为增加合法收入可以减少寻租； 

假定 l，OL4， 5，％ 不变 ，则 

2=一 +[一( +OL4+ +％)]=一 3+k2 

(4) 

为常数。经济含义为给予官僚一定的升迁 ，可以减少 

寻租 ； 

假定 。， ， ，％ 不变 ，则有 

2=一OL4+[一( l+ 3+ 5+％)]=一OL4+k3 

(5) 

为常数。经济含义为若提高官僚 的被认可度可 以减 

少寻租行为 ； 

假定 。， ， ，％不变，同理可得 

2=一 5+[一( l+ + +a6)]=一 5+k4 

(6) 

为常数。经济含义为官僚为委托人创造的经济利益 

越多，其越有寻租的倾向； 

假定 l， ，OL4， 5不变 ，则 

2=一％ +[一( l+ 3+OL4+ 5)]=一 6+k5 

(7) 

k 为常数。经济含义为加大监管和惩罚，官僚会减少寻 

租。 

通过 以上 的分析 ，不难 得出影响寻租 的主要 因 

素有： 

与寻租行为负相关 的 因素有：官僚 的合法 收益 

H。；官僚得到的职务升迁 H，；官僚所得认可度 H．；官僚 

受到的监督和惩罚 H 。 

与寻租行为正相关 的因素有 ：官僚为委托人创造 

的经济利益 H 。 

另外 ，政府权力的集中度也是影响寻租行为的一个 

重要因素。首先：权力具有互补性(Complementary)，也就 

是说一种权力的使用价值依赖于另外一种权力的使用 

价值。比如一个官员只有批准生产左鞋许可证的权力 ， 

行贿者给予他的租金相对较少，甚至不给租金 ，因为只 

生产左鞋不能为之带来经济利益。但如果该官员既有 

批准生产左鞋的权力 ，又有批准生产右鞋的权力，那他 

受贿赂的机率就大多了，因为从他这里拿到的权力更 

有价值了，这就是权力之间的互补性。第二 ，权力越大， 

其监督成本就越高 ，对权力的监督相应越难 ，监管者寻 

租的积极性就越高。 

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也是影响寻租行为的重要因素 

之一。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已被证明在提高透 明度和减 

少规制者被俘获风险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萝 卜一 

个坑 ，责任会更分明，透明度会更高。这既可避免责任 

不清，浑水摸鱼的寻租行为 ；又有利于对规制者进行有 

效监督 ，使规制成果的归宿更加明确化 ，进而增大规制 

者个人效用 ，减少被俘获的风险 J。 

政府 目标的多元化程度也是影响公共权力的寻租 

行为的因素。假如政府的总 目标函数为 

F(y)=AlXl+A2 +A3 +⋯ +A X (8) 

其中： 。， ， ，⋯， 分别表示政府对各 目标的重视 
≈ 

程度，∑ =1； 。，X2，X3，⋯， 分别代表政府n个 

不同的子 目标，再假设 C。，C ，C，，⋯，C．分别代表监管 

政府 n个不同子 目标 的成本 ， 表示委托人监管第 i个 

目标愿意投入成本的权重 ，则监管总成本为： 
■ 

C= l Cl+ c2+岛c3+⋯+ C．=∑ 
‘= 1 

(9) 

假如总的监管成本一定，则 目标越多 ，分配到各子 目标 

上的相对成本越小。意味着对同一个 目标要达到与未 

增加 目标时相同的监督须投入更多 的监督成本。同时 

目标多元化 ，使目标间相互交叉补贴十分方便 ，不利于 

对官僚的考查。官僚可以投委托人所好，在委托人关注 

的焦点增加投入以弥补寻租造成损失 ，而该投入是以 

非焦点问题上资源的转移为代价的。由于 目标多元化 ， 

信息不对称性增大，很难被委托人发现。因此，要有效 

规避因 目标多元化而产生 的寻租行为，这就要求设立 

目标 比较单一的专职监管部门。 

另外监管机构的组织结构形式也是影响寻租行为 

的重要因素之一，扁平 的组织结构能有效的减小管理 

宽度 ，增大上级对下级的监管效果 ，进而增大下级寻租 

http://www.cqvip.com


134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2003年 

被发现的概率 ，从而减少下级的寻租行为。 

2．2 寻租发生的条件和相应的制约措施 

现假定官僚认定的寻租后被发现的概率为 P，则 

1一P为其认为的不被发现的概率。C是被发现后受到 

的处罚成本。则官僚寻租后的期望收益为 EX，U 表示 

寻租后官僚的总效用 ；U表示未寻租时官僚 的总效用。 

则 

EX = U 一 PC 

作为理性人 ，官僚 只有在 寻租的期望收益 EX大于不 

寻租时的收益，才有可能运用公共权力进行寻租 ，于是 

有 

EX > U 

一 PC > U 

AU ： U，一 U > pC C 】 

AU—PC >0时，寻租行为才会产生正收人。 

AU表示官僚寻租的预期租金。AU—PC为寻租产 

生的预期相对租金。不难得出官僚寻租行为产生的必 

要条件 ：官僚寻租所产生的预期相对租金为正。否则寻 

租行为将得不偿失 ，任何理性人都不会作此选择。 

根据上文得出的影响寻租行为的因素分析 ，可以 

采用 以下相应的制约措施： 

1)依据式(3)和式 (6)的结论 ，建议在精简机构 

提高官僚整体素质的基础上适度增加其合法收人 ，这 

即是高薪养廉的理论依据。如何才能提高官僚 的合法 

收益?由于监管具有 自我膨胀的趋势 ，实施监管行为的 

主体(官僚队伍)必然也具有 自我膨胀的趋势 ，要克服 

僧多粥少，一条有效的途径就是精兵简政。 

2)依据式 (4)的结论，建议增加官僚 的升迁期 

望。使官僚的升迁与其付出的努力成正比。 

3)由式(5)和式 (7)的结论 ，要求增大监管的透 

明度 ，进而提高官僚 的认知度以及增大寻租行 为被发 

现的概率 P。监管的透明度与官僚为委托人所认知的 

程度正相关，当透明度加大时，谁为委托人创造的价值 

大 ，谁创造的价值小 ，变得更清楚 ，那些为委托人办虽 

不起眼却能给委托人带来更多经济利益事情的官僚能 

得到合理的认知度，从而增大其相对效用 ，进而减少寻 

租。同时增大监管的透明度，能提高官僚寻租行为被发 

现的概率 P，增大寻租预期成本 PC，对官僚而言减少 

了寻租预期相对租金 AU—PC，进而减少其寻租的动 

力；对寻租的利益集团而言，由于AU—PC=U 一U— 

PC，在增大 P的情况下 ，须花费更多的经济资源来给 

予设租的官僚，方能使官僚达到相同的预期相对租金 

△ —PC，这无疑会减少该利益集团的相对收人 ，从而 

减少其寻租动力。 

4)以上分析要求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要克服权力 

过分集中，只有适度的分散监管者手中的权力 ，比方说 

将立法权、行政管理权 、调度指挥权等适度分散。并通 

过立法赋予监管机构独立行使其职解的权力和增大监 

管机构 的独立性。 

5)据式(9)的结论建议设立 目标 比较单一的专 

职监管部门，避免多 目标之间的交叉补贴 。 

6)依据以上结论 ，建议采用较为扁平的组织结构 

形式。扁平的组织结构可以减短委托代理链 ，减少监理 

成本。 

3 我国电力市场监管机制设计的政策性建议 

1)建立目标比较专一且相对独立 的电力监管机 

构，并适度的分散该机构 的权力 ，以免权力过分集 中， 

并采用较扁平的组织结构 ，以减短委托代理链和减小 

监理成本。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人 口众 多的国 

情，电力规制机构应分级设立 ，原则上，上一级规制机 

构应有指挥下一级规制机构的能力 ，在规则制定方面 ， 

中央的规制机构应拥有统一的权力。具体 的作法 ： 
一

是在中央一级 ：成立专 门的国家电力管理委员 

会 ，负责制定能源政策，监管各大电网之间的电力输送 

和批发电价 ；监视相关的环境问题；对整个电力产业公 

平交易进行监督 ，并对电网间的纠纷做出裁决。成立专 

门的公用事业管理委员会 ，负责负荷侧和配电侧 的管 

理，该委员会还对其他公用事业进行规制 ，保证用户得 

到安全 ，可靠的服务并免受欺诈。 

二是在区域性电力市场一级 成立专门的以各区 

域电网为中心的电力管理机构 ，其职能为，预测未来能 

源需求 ；新建电厂的选址和颁布、修改运营执照 ；处理 

能源紧急事态。成立专门的各区域市场的电力监管委 

员会 ，负责对 PX和 ISO进行监督，并有权任命 ISO和 

PX的管理层人员；处理成员间的纠纷等 。 

三是在省一级成立电力监管委员会 ，负责该级电 

力市场的监督管理 ，省网内纠纷的调解等。 

2)进一步完善电力法和相应配套性法律法规，建 

议尽快组织电力专家、法学家、经济学家修订和补充 目 

前的电力法 ，为电力工业规制提供切实的法律保证和 

依据 ，明确监管机构的权力和义务。加大监察力度和惩 

罚力度，增大寻租者的寻租成本，减少寻租动力 ，使寻 

租变得不再经济。 

3)提高权力使用的透明度，增加以权谋私者被发 

现的概率。具体的作法可以采用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 

定期公开有关的运营情况 ，以及召开听证会等形式。在 

建立租金的消散机制方面进行制度创新，用市场手段 

代替行政手段。具体作法：一是许可证发放可采用拍卖 

机制。以拍卖的形式将 寻租过程公开化 、竞争化 ，并将 

政府管制所创 的租金收归国库。二对电网等尚未市场 

化的参与实体的建设可采用招投标机制。 

4)精简监管机构 ，形 成能有效激励代理人 的机 

制，使官僚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追求委托人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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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提高监管者整体素质和人均社会贡献率的基础 

上适度增加监管者的收入，使监管者工资率与付出成 

正 比。 

综合 以上 分 析 电力 监 管 机 构 的职 能 分 布 如 

下表 引： 

表 1 电力监管机构的职能分布 

组织名称 职责权限 

国家电力 

监管委员会 

国家公用 

事业委员会 

区域电力 

管理委员会 

区域电力 

监督委员会 

省电力 

监管委员会 

监督各电网之间的输 、配电价 、处理网 

问纠纷和制定产业政 策 、监管大 网间 

公平交易及环境方面的问题等。 

负责负荷和配电侧 管理 、保护用 户利 

益和其他公用事业的管理等。 

预选厂址 、颁布和修改营业执照、预测 

未来能量需求、处理 紧急事态等。 

负责对 PX和 ISO的监督 、任命 PX和 

ISO的 管 理 人 员 、处 理 区 内成 员 纠 

纷等。 

负责省内电力市 场的监 管、网内纠纷 

的处理等 

4 结 语 

笔者仅在寻租行为分析 的基础上 ，对电力监管机 

制的设计提出政策性建议，其具体性不足。另外，影响 

电力监管机制的因素甚多，寻租只是其中之一，监管机 

制的制定和完善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 ，须随着 电力市场 

化进程适时予以调整。这方面有待作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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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thesis an alyzes the participants an d the interest groups an d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an d builds a 

government utility function and expected utility function．Th en it mak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mechanism design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of the an alysis an 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 wer market of china．It 

is to build a regulation institution which has a single aim ，independenle a dispersed authorities，a flat organization
，
a 

higher tran sparency，while，its wage rate matches with the paying out by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person’S~athesis 

an d social contribu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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