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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是假定组织中个体都是理性经济

人，是要通过组织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1]。这种理性经济

人往往具有理性选择，即能从已知的所有可以实行的备选

方案中选出最佳。而组织运行的最终目的也往往是为了获

取长期利益。为此，在此基础上，个体与组织的目标往往

是相一致的。个人在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实现个体目标的同

时，也促进了组织目标的实现。尽管如此，但公共选择理

论发展至今，也遭遇到了许多批判。

一方面，虽然公共选择理论是基于经济学方法来研究

政治问题，追求经济理性与利益最大化，由于组织中的个体，

其不单是理性经济人，还是社会人。他需要与外界因素不

断发生相互影响。为此，组织中的个体与集体的行为动机

和目标并不能一直保持一致。因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

和非竞争性。所以在利益群体中，组织中的某个个体为了

集体利益所作出的努力，组织中的其余所有个体都有可能

得益，但行为成本却由该个体所承担。所以在公共选择理

论中，理性经济人的主动性较差。个体极易产生自觉或不

自觉地，假装道德或不道德，像南郭先生一样“滥竽充数”

的行为与动机。

另一方面，由于组织中的个体具有社会性，所以他并

不一定完全是出于使个人利益能达到最大化的目标来参与

组织并从事相关工作。很有可能是出于理想、信念、归属

感等非经济因素来参与政治活动 [2]，如危急时刻的公益性

行为和流浪救济站和国家的红十字会等。这些个体参加这

些组织并为其工作，并不是一味地从自身利益和效用出发，

更多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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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理性经济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所以个人并不一定

能完全承担行为成本以及对个人所选择的行为动机做出合

理正确的评价。

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广泛地应用于选举中，包括全体一

致通过原则和多数同意原则 [3]。

全体一致通过原则是指行政决策方案的通过需要参与

行政决策的全体投票都对某项行政决策方案投赞成票。在这

种决策规则之下，一项行政决策方案的通过，取决于全体投

票人一致同意，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投票人投了反对票，其他

人的一致选择结果就无效。这种方式缺陷是它的决策成本过

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4]。甚至是一些经济成本。

但是这种全体一致规则却可以达到所谓的“帕累托最优”，

激发和调动每一个投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以有效地避

免前文所说的“搭便车”现象。

多数同意原则是指选举中按多数票决定胜出的办法。

多数票即某一候选人所获选票数大于任何其他对手，但往往

不是总票数的一半。在这种投票方式下，群体投票的积极

性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并且容易出现多数人强制的可

能，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暴政”。会出现“投票悖论”即

无法得出明确的均衡结果，而是更多地由投票次序决定。

多数同意原则的适用范围较之全体一致通过原则更广

泛。多数同意原则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只投赞成

或否决票中有超过总票数 1/2的人赞成即可通过的原则。

公共选择理论是一个关于人们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公共

物品，怎么分配和使用该公共物品以及确立相关分配机制

的行为和过程。而公共选择理论的另一个焦点是社会福祉

函数。

对于社会福祉函数的争议在于该函数是否存在。特别

是阿罗的“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推行，使得社会福祉函数成

为不可能。

社会福祉函数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旨在

指明全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追求这些目标所需

要考虑的条件和因素是什么，是应该考虑社会中个人的利益

和效用，还是福利社会中所有个体的利益和效用。当这些人

的利益和效用起冲突时，应当如何应对 [5]。

社会福祉函数一般有以下四种类型：

①实质性社会福利函数，即一个没有给出函数具体形

式的概念化函数。

②公理性社会福利函数。

③社会契约性福利函数。

④功利主义契约型函数。

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说过“公共

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以经济学家的观点和方法大量应

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 [6]。因为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将

这种理性经济学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学当中，所以公共选择理

论中包含了对投票规则，投票行为和社会福祉函数的应用，

进而引导和帮助政府作出相关政治决策。

政府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但由于

在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理性经济人追逐个人效用和利益最

大化的私欲动机，使得寻租行为频繁发生 [7]。所谓寻租，就

是指社会中的个体寻求政府的庇佑和保护来转移财富的行

为和活动。而寻租行为指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终止政府干预

而获利的活动 [8]。例如，当一个盈利型私有企业运用和投入

某些资源来劝说政府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该企业赖以生存

和发展行业，来实现寡头垄断，进而获得超额利润。寻租行

为这种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虽然对寻租者来说可能有益处，但

是对社会层面而言，总体上是无效率的。因为寻租行为会造

成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扭曲。也会阻止和妨碍更有效生产方

式的运行实施。

对于政府购买和提供公共服务活动的寻租行为，从公

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分析，通过对政府的寻租成本收益分析，

发现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寻租行为才会频繁出现。为此，

要杜绝这种现象，从根本上就是要求我们减少寻租的收益，

增加寻租成本 [9]。一方面，可以引入第三方监管机制。将政

府购买和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行为暴露在公众视角，

使其透明化和公开化。另一方面，可以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用法律的形式使其制度化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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