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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格三角形理论述评

江 涌 周 瑾

阿诺德
·

哈伯格 (A nr o ld C
.

H云 be 耳笋
r , 1924

一
)是

美国从事财政与发展问题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
,

是

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代表
。

自 20 世纪 60 年

代以来
,

在对各种导致市场失灵 (包括不恰当的税收

政策
、

过度的政府管制
、

外部性和垄断等 )的研究中
,

当需要对价格扭曲造成的经济成本 (即社会福利的

净损失 )进行量化时
,

一般用
“

哈伯格三角形
”

( H ar
-

be 拜笋r

irT an g l e s )区域的大小进行测定
。

这种方法简

单而直观
,

其优越性也为人们普遍接受
。

一
、 “
哈伯格三角形

”
的基本形式

“

哈伯格三角形
”

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

下图是由

征收消费税所产生的
“

哈伯格三角形
” ,

也是
“

哈伯格

三角形
”

的最基本形式
。

图中
,

在没有征收消费税的情况下
,

A 点是需求

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
,

此时达到均衡
,

此时的产量

为 Q
l ,

价格为 lP
。

若现在对厂商征收税率为 t 的消

费税
,

使得供给曲线向上平移 t个单位
,

在 B 点达到

新的均衡
,

此时的市场价格为 几
,

税后厂商的收人

价格为 巧
=
(几

一
)t

。

在征税前的 A 均衡状态下
,

边

际消费收益等于边际产品成本 ;而在征税后
,

消费税

则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之间插人了一个楔子
。

在

仇 的消费水平上
,

消费者对于每一增量的商品愿意

支付的价格至多为 几
,

而厂商则对于每一增量的产

出要求的价格至少为 巧
。

此时每单位交易商品的

损失为 巧
一 巧 = t

。

Q
I 和 场之间的交易增量由于税

收楔子的效应而丧失掉了
,

在交易量由 Q
l
减少到

场 的过程中
,

对于所有商品
,

消费者支付价格和厂

商出售价格的差额即是征收消费税所引起的福利损

失
,

这一福利损失在图中用三角形 AB C 表示
,

这就

是
“

哈伯格三角形
”

的基本形式
。

在
“

哈伯格三角形
”

的这一基本形式中
,

三角形 AB C 的底为税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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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量的下降幅度
。

这个三角形区域是度量征收消

费税造成的效率成本的一个尺度
。

这种效率成本称

为重负亏损 ( d以记we ihgt 10 55 )
,

也可称为超额负担

(exc ess ha dr e n
)

。

价格

哈伯格三角 , , , 一

s( 征税后 )

二饭
S ( 征税前

目
!

少
玛Jr、七

QZ Q生

二
、 “
哈伯格三角形

”
的历史发展

在 20 世纪 oo 年代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
,

商

品税造成的福利成本可以用一个三角形来大致度

量
,

这个三角形就是后来的
“

哈伯格三角形
” 。

一般

认为
,

J
.

加 p u it 第一个发现了需求表 ( d
e m an d sc h ed

-

』图 )可以用来推导价格变动的福利效应
。

uD uP it 是

一位工程师
,

他对把经济学原理用于度量公共政策

做了一些研究
,

他在 1844 年画 出了一个三角图形
,

用以描述税收导致的价格变化使得消费者满足的减

少幅度大于税收收人给消费者满足带来的增加幅

度
,

但这个三角形与上图中的
“

哈伯格三角形
”

位置

相颠倒
。

他还特别指出
,

通过税收产生的从消费者

向政府的资源转移和由无效率导致的资源浪费之间

的区别
。

加p u i t 将福利损失三角形定义为
“

纳税人

和公共部门蒙受的效用损失
” 。

与 D u p u i t 同时代
,

有

另一位工程师 F
.

eJ kn in 在对 玩 pu i t 研究成果一无所

知的情况下
,

画出了一个与图 1 中
“

哈伯格三角形
”

以及 加 pu i t 所画的三角形基本相似的图形
,

并且
,

他

利用这一图形来计算税收的影响范围 (即消费者和

厂商之间的分配 )和效率损失
。

加 p u i t和 J七n k i n 提出的
“

福利三角形
”

思想直到

今天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

但是有关
“

福利三角形
”

的

很多细节却成为了后来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
。

较早提出质疑的一位经济学家是 L
.

W al asr
,

他认为

消费者购买一件商品的意愿不仅仅是商品价格的函

数
,

而且还是消费者收人和消费者可能获得的消费

替代品的潜在效用函数
。

因此
,

w 习arS 认为 玖甲 u it

的消费者剩余概念过于狭隘
,

不能作为消费中获得

一 7 4 一

的满足程度的客观衡量标准
,

所以也不适合作为重

负亏损的度量尺度
。

更广义地来看
,

Wal asr 的质疑

可以视作不同人和不同时间的效用比较问题
。

事实

上
,

不仅不同人在消费同一商品时获得的效用不同
,

即便是同一个人
,

在不同时间消费同一商品所获得

的效用也不尽相 同
。

马歇 尔极 力推崇 uD uP it -

J
e kn in 的曲线图并努力为其辩护

。

他用
“

消费者剩

余
”

(
c on s

~
sr

’ s u 甲坛s
)这一概念来描述价格曲线之

上和需求曲线之下的部分
,

并且认为只有当收人的

边际效用保持不变时
,

价格变化才能引起消费者福

利的变动
。

随后
,

霍特林 ( H胡ld oH ellt ign )分析了在

多种价格同时变动的情况下 加 pu it 的方法在应用上

存在着困难
。

表面上看来
,

计算多种商品价格变化

造成的重负亏损只须将各种商品征税后的重负亏损

三角形加总即可
,

但 oH ellt
ign 通过计算发现不同的

加总顺序竟然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

因此
,

他提出了

一个
“

积分条件
”

以保证不同价格需求的导数是对称

的
。

也就是说
,

对于任何两种商品 i 和 j
,

j商品价格

的变化导致 i商品消费量的变化等于 i 商品价格变

化导致的 j 商品消费量的变化
。

只要满足这一
“

积

分条件
” ,

多种商品价格变化造成的重负亏损的计算

就不会受加总顺序的影响
。

后来
,

J
.

iH ck s 、

M
.

oB i
-

euxt 和 J
.

M恻 Ie 等人也对重负亏损三角形的分析方

法进行了许多方面的研究
。

三
、

哈伯格三角形分析方法及其论争

尽管重负亏损估算的理论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就已完整地建立起来
,

但在哈伯格之前
,

很少有经济

学家对重负亏损进行实际的经验估算
。

哈伯格的研

究成果使得对重负亏损的标准化测算成为可能
,

而

对重负亏损三角形的研究也因哈伯格的三角形分析

方法的出现而变得现实
。

哈伯格在 1954 年首次提

出了这种三角形分析方法
,

运用这种三角形分析方

法
,

他估算了美国经济因垄断和公司收人税所带来

的福利损失
,

随后他还分析了美国国内的市场失灵

对智利经济造成的各种扭曲
。

根据哈伯格的估算
,

由垄断带来的福利损失占美国 NG P 的约 1%
,

由公

司收人税带来的福利损失每年多达 10 亿美元
,

约占

其 NG P 的 0
.

5%
,

而美国的各种扭曲给智利经济造

成的福利损失却达 巧%
。

直到今天
,

哈伯格对垄断

造成的美国总经济福利的损失所进行的经验估算
,

仍然是同类估算中最有影响的
。

1964 年
,

哈伯格在

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对分析重负亏损的三角形方法给

出了完整的证明推导
,

并利用这一方法来估算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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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收人税所造成的重负亏损
。 1966年

,

哈伯格又

运用这种三角形分析方法估算了美国开征资本税的

福利成本
,

几年后
,

哈伯格又对他的三角形分析方法

存在的缺陷作了深入的分析
。

哈伯格对重负亏损三角形做了很多的实证研

究
,

他的计算是建立在政府将所有税收收入返还给

消费者所形成的需求曲线的基础之上的
,

因而哈伯

格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经济
。

在这个模型

中
,

税收影响价格并扭曲了个人的决定
。

尽管返还

的税收收入部分抵消了消费者交纳的税款
,

但这并

不能抵消对个人决策的扭曲
,

而决策的扭曲使消费

者的境遇变得更坏
。

哈伯格在这里所用的需求曲线

由于效用的改变
,

它既不是
“

马歇尔需求
” ,

也不是希

克斯的补偿需求或等价需求
,

被称之为
“

哈伯格需

求
”

( H公be 吧 e ir即 d e l l lan d )
。

哈伯格的研究引起了当时经济理论界的关注
,

尤其是 197 1年他的《应用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

定》发表以后
,

引发了很多的争论
,

主要集中在以下

的三个问题上
:

1
,

补偿 需求的应用
。

由于希克斯等经济学家在

当时具有绝对的权威
,

因此要想舍弃补偿需求来估

算福利的方法自然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

现用一个建

立在同等变动基础上的需求曲线来考察对单个商品

征税的例子
。

对于普通商品而言
,

补偿需求曲线 比

相应的马歇尔需求曲线要陡峭
。

消费者不对收人效

应做出反应
,

而只对更高价格的替代效应做出反应
,

当因为税收而提高商品价格之后
,

在补偿需求曲线

的作用下
,

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将会减少
,

但是消费需

求的减少量低于价格上升的幅度
。

这样
,

由此出现

的重负亏损的同等变动度量比建立在马歇尔需求曲

线之上的重负亏损度量要小
。

但情况也并非总是如

此
,

如果商品是劣等品
,

那么补偿需求曲线会比马歇

尔需求曲线平缓一些
,

此时重负亏损的同等变动度

量就比马歇尔度量要多
。

在其他更加复杂的情况

下
,

度量将变得更难以确定
。

一方面
,

即使是在多种

商品的价格同时发生变动的条件下
,

建立在同等变

动基础上的福利度量都是惟一确定的 ;另一方面
,

在

税收收人固定的条件下
,

政府制定的能给消费者带

来更大满足的税收方案又直接同较小的重负亏损相

联系
。

对于这种两面性
,

当时的经济学家都无法解

释
。

所以
, “

哈伯格三角形
”

分别用马歇尔需求或哈

伯格需求来度量
,

其得到的结果并不一致
。

事实上
,

并没有哪个政府真正地对由税收引起的价格扭曲而

导致的消费者的福利损失加 以补偿
,

从这一点来讲
,

补偿需求曲线不是显而易见的
,

而马歇尔需求曲线

在理论上却是可观测的
。

2一般均衡的考察
。

一个市场上价格的变化会

对其他相关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产生影响
。

从

这一点来说
,

进行一般均衡的考察对于重负亏损的

度量至关重要
。

严格意义上讲
,

对一般均衡效应的

解释需要建立一个完全的一般均衡的经济模型
,

这

在理论上也许可以完成
,

但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可能

的
。

在非扭曲市场上
,

由于消费者的边际价值等于

供给的边际成本
,

所以价格和数量的变化不会影响

到资源配置的效率
。

因此
,

在计算重负亏损时
,

没有

必要对非扭曲市场的溢出效应 ( sP il fo ve :

我
ct )做详

细解释
,

分析的重点应放在市场扭曲产生的溢 出程

度上
。

哈伯格虽然始终重视扭曲市场的溢出效应并

由此产生的重负亏损
,

但他没有考虑替代品价格的

变化带来的溢出效应
。

事实上
,

对一种商品征税所

产生的重负亏损会溢 出到相关商品
,

相关商品价格

的变动又会导致其他商品市场的扭曲
。

这样
,

税收

的全部效率成本不仅存在初始的
“

哈伯格三角形
”

(原始的重负亏损 )
,

而且还有其他商品市场扭曲而

产生的
“

额外
”

福利损失 (需求溢 出的重负亏损 )梯

形
。

在哈伯格的研究中
,

他没有对各个市场中一般

均衡价格相互影响所有可能性做出明确的解释
,

而

是假定任何价格变化的溢出效应不足以在本质上推

翻他的分析结论
。

3
.

收入的分配
。

对
“

哈伯格三角形
”

争论的第三

个焦点是哈伯格对收人再分配的忽视
。

在哈伯格对

三角形分析方法的应用中
,

他认为不同消费者的福

利损失是对称的
。

实际上
,

这种对称性并不是三角

形分析方法所固有的
。

因此
,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有

必要修改估算的程序
,

必须对不同的消费者福利损

失分配不同的权重
,

从而建立一个总效率的衡量指

标
。

事实上
,

哈伯格本人也曾经提及到这种不同权

重的可能性
,

但他认为可获得的数据并不足 以确定

社会中福利的损失者和获得者
,

而且他觉得确定权

数将是异常艰巨的工作
,

否则
,

确定的权数不能为公

众所接受
,

那么估算的结果也就毫无意义了
。

出于

这一点考虑
,

哈伯格没有对收人再分配的效应及其

对重负亏损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
。

在哈伯格之后

的研究中
,

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将不同的权数考虑进

来
,

他们发现权数的确定工作的确比较复杂
,

与此同

时
,

重负亏损的计算和解释却显得简单得多
。

四
、

对
“
哈伯格三角形

”
的理论评价

事实上
,

哈伯格本人没有用过
“

哈伯格三角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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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专用名词
,

它是后来才出现的
。

最早使用
“

哈伯

格三角形
”

一词可见于 oR se nb
e单 (l 96 9 ) 的文章中

。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 “

哈伯格三角形
”

的叫法己被学

术界普遍接受
。

哈伯格把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观点与

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

提出了哈伯格三角

形
,

对市场失灵造成的效率成本进行测算
。

哈伯格

与前人研究方法的不同在于
,

他把三角形分析方法

应用于对由垄断
、

贸易壁垒和税收等引起的经济扭

曲的分析上
。

在哈伯格之前
,

重负亏损的度量在理

论上已经不存在什么障碍了
,

但大多数人都因为实

际度量工作的艰巨性而不愿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

哈

伯格大胆地做了这些研究
,

并且他的研究成果也说

明了这一方法的现实可靠性
。

这种三角形分析方法

使得对一般均衡体系中市场扭曲的效率成本进行计

量成为可能
,

它以应用福利经济学传统理论为基础
,

发展了严密的社会计划评价体系
。

哈伯格三角形对

于经济理论研究的贡献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

面是对经济效率所做的经验估算 ;另一方面是对应

用规范经济学尤其是在公共财政和公共选择领域所

做的贡献
。

1
.

重 负亏损 的度量
。

20 世纪 印 年代初期开

始
,

计量经济学逐渐兴起
,

实证研究越来越受到重

视
,

同时经济数据的积累与完善
,

以及经济计量技术

和计算能力的提升
,

都大大地推动了福利度量理论

的发展
。

但是
,

对福利损失的度量一直制约着这一

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

而哈伯格创造性地将他的三角

形分析方法应用到对经济扭曲程度的估测上
。

哈伯

格自己做过很多的经验估算工作
,

他早年就曾用一

般均衡方法对美国矿产品的需求进行预测
。

在研究

中
,

他把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观点与一般均衡方

法结合起来
,

对特定政策和方案的成本与收益进行

了实证分析
,

而这些特定的政策和方案是在因税收
、

补助金
、

外部环境等而导致的市场扭曲的条件下出

台的
。

其中
,

他对垄断造成的美国总经济福利重负

亏损所进行的经验估算是同类估算中最具影响的
。

而哈伯格 19 71 年所发表的《应用福利经济学的三个

基本假定》一文更是加速了这种三角形分析方法的

应用
。

2
.

不完善和低效率经济的理论
。 “

哈伯格三角

形
”

所进行的经验估算对经济学主流理论的发展有

着间接的贡献
。

在过去 O4 年中
,

有关市场失灵和对

策间题的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

尤其是信息的不

对称和获取信息的高成本
,

以及随之产生的道德风

险和逆向选择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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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对于政府行为的研究集中在政府增加收人

而导致的重负亏损
。

增税引起的影子成本影响着诸

多与定价有关的决定
。

很多早期有关寻租行为的研

究工作是在受到哈伯格对垄断导致重负亏损的研究

成果的启发下而展开 的
,

因此在对市场失灵理论的

研究进而对寻租行为的研究中
,

重负亏损就成了一

个重要的部分
。

在很多情况下
,

人们倾向于应用
“

哈

伯格三角形
”

对实施某项政策的效率成本进行估算
,

并以此作为是否实施的参考标准
。

哈伯格的研究成果使得我们能够将市场扭曲量

化
,

判断其合理性和重要性
,

从而继续深人相关理论

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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