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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评析

王 丹 李 斌

摘 要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研究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情境时，发现自治主体能够依靠已有的社会资本组织起来解决

制度的供给与变迁，承诺兑现和个人遵守规则的监督三大难题，并在实证研究中，分析那些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

治理制度的相似之处，归纳出这些制度的主要设计原则和运行原则，并进一步构建了制度选择的分析框架。自主治理理论

的理论价值在于，开创了公共事物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极大开拓了进行制度研究的角度。但同时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

论有其特定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在自治组织合作行动达成与存续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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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公共事物治道变革

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诞生于西方政治改革的时代背

景下，在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进程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把对传统集体行动理论模型的反思以及基于这些模型而制定的

政策方案的质疑作为提出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的逻辑起

点，进而提出在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之外还存在第三条治理道

路，自主治理。

西方政治改革的现实情境。自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撒切尔

革命”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开展了一场持续了大约 30 年的政府改

革运动，这一时期的公共行政改革大体上围绕着否定威尔逊-韦伯

式的传统公共行政与主张代表行政现代化的新公共管理展开 。

公地治理之反思的理论渊源。为了解决公共治理的困境，哈

丁提出的“公地悲剧”、博弈论中的经典案例“囚徒困境”以及奥尔

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被广为接受。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这

些模型不能适用于多变的环境和问题，在将利维坦或私有化为唯

一方案的二元式模式之外，存在着其他治理之道——自主治理道

路。

二、运作场境：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

任何理论都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客观的资源对象

或事物状态，而且包括具有主动性的行为人。所以，研究公共池

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的运作场景时，既要分析相对稳定的公共池

塘资源，又考察理性的资源占用者。

公共池塘资源在自主治理中的意思是“一个自然的或人造的

资源系统，这个系统之大，使得排斥因使用资源而获益的潜在受

益者的成本很高（但并不是不可能排除）”。埃莉诺·奥斯特罗

姆把公共池塘资源理解为一个资源系统，其具备的特点是具有竞

争性、规模较小、不具有排他性。

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理性占有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认为要界定两个词，“占用”和“占用者”，占用是指资源提取的系

统，占用者是指提取资源的主体。 她认为在复杂而不确定的治

理情境中，占有者对公共池塘资源的占有共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

衡：行为规范、贴现率、预期收益以及预期成本的评估。

行为规范反映的是对个人对自己行为与策略的自我评价 。

贴现率则被用来表明人们对未来发生的事情或收益的重视度 。

贴现率和内在规范影响着个人对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度量，进

而作用于策略选择。在这几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所导致的结

果会成为影响外面世界的一个元素，反之亦然，进一步评估更远

未来的收益与成本。

三、自治核心：制度的设计与变迁

（一）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

供给问题是一旦人们有了共享的行为规范和互惠的处事模

式，他们就拥有了初期的社会资本来进行相关的制度安排以求解

决公共池塘资源使用困境 。

承诺问题是自主治理需要研究的则是一个自治组织如何在

缺乏外界约束的时候，自主治理的主体依旧能够去监督人们。有

权利实施惩罚，从未保证大家都遵守规则。

监督问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可以让群体内的成员不

时地承担一些监督员的工作，减少监督成本使治理主体获得其他

人员遵守规则情况的信息，进而激励他们做出实现遵守规则的权

变承诺。

（二）制度设计原则

制度制定的设计原则。边界清晰化，明晰公共池塘资源系统

的范围，对占用资源单位的占用者的身份资格进行界定；使占用

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详细了解客观的治理情境，关

注治理情境中的具有能动性行为的行为实施者 ；集体选择的安

排，对当地的公共池塘资源系统有准确了解的是系统内的个体，

允许个体对操作规则进行修改，使制度规则能更好地适应具体的

治理情境；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尊重，指的是政府需要承认并

支持占用者自主设计规则的权利，政府的角色是“元治理”。

制度运行的设计原则：监督，监督行为由参与者自己实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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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监督了解大家遵守规则的程度；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则的占

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分级制裁，分级制裁程度的依据是违规的严重

性和违规内容 ；冲突解决机制，设定救济机制来解决规则运行过

程中出现的冲突，对存在模糊性含义的制度规则进行明确界定；

嵌套式企业，嵌套指的是将占用、供应、冲突缓解、治理、强制执行

等因素嵌套在企业组织中。

（三）制度的变迁

制度的变迁是指现有规则的渐进变化 ，是制度供给过程。

面对制度变迁这一问题时，环境变化了，而个体没有变，而导致主

体做出不同选择的因素仍旧是行为规范、贴现率、预期收益、预期

成本。影响选择的外部变量主要是对收益的评估，对成本的评估

以及对共享规范和其他机会的评估。

人们对收益的评估有赖于有关所提规则的收益信息的获取，

而影响人们获取收益信息的环境变量主要有三种：第一，公共池

塘资源的客观条件；第二，当前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并对人们公开

的信息的类型；第三，替代方案所提出的规则 。

对成本的评估。在对规则转换的评估上，如果转换的成本超

过了替代规则所能带来的收益，那么就无需进行转换；如果转换

成本并不太高，就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成本计算，即对转换完成后

新规则的监督和执行成本进行评估。

对共享规范和其他机会的评估。人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收益

和成本，取决于他们内在的规范和所使用的贴现率 ，影响内在规

范和贴现率的环境变量包含居住在公共池塘资源附近的占用者、

各种情形中的全部占用者以及占用者获得有关其他机会的信息

的可能性 。

四、理论评析：贡献与局限

（一）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理论贡献

1．开创了公共事物治理的第三条道路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反思了传统的集体行动模型以及基于

模型而推演出来的“非公即私”的两种治理模式的质疑，接着在考

察了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案例后，发现许多成功案例中的

制度安排都是利维坦体制和私有化体制的结合，而且许多社群的

人们借助于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的情形下，在

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却能实现对某些资源系统进行有效的治理。

因此，她认为利维坦和私有化并非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唯一方

案，在“公有”和“私有”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治理模式，于是用制度

方法论证建立再彼此信任基础上的占有人如何实现对资源的自

主提取和治理，由此形成了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理论，从而开创

了公共事物治理的第三条道——自主治理，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

动的理论。

2．拓展了传统制度研究的视角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作为制度主义的研究者，在公共池塘资

源自主治理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她仍然遵循传统的制度分析的研

究轨道，即强调遵循经济学的理论预设、模型推演与论证规范，但

其在假设和分析层次上以及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上都有了重大

突破。

在人性假设上，她拒绝接受人类完全理性的假设，认为个人

的行动基于利己动机的同时也受到外在的制度环境的制约。在

制度分析层次上，现实的场景中，随着治理情境的变化，自治主体

自身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制度进行变迁，他们能够可以改

变集体选择层次上的制度规则从而渐渐改变操作规则层次的规

则，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以往制度分析的方

法，而是沿袭传统的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而拓展了制度分析

的视野。

（二）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的局限性

1．理论的适用范围有限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有其特

定的适用范围，即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这种资源不仅是非排

他性和竞争性的统一，而且还需是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资源的规

模一般在 50 到 15000 人之间。这些严格的条件在使公共池塘资

源自主治理理论的研究对象比较清晰的同时，也限制了它的适用

范围。

2．自治组织集体行动的达成存在困难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观点是大部分从公共池塘提取资源

的人能够以自主治理能力和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来促进个体合

作行动的达成。整个解决方案的基础是建立在已有良好的社会

资本基础和较强治理能力的群体的假设上，但是对于这个基础的

培养，即对于如何提高个人的自治能力以及如何进行社会资本的

初始积累，自主治理理论并没有给出明确具体的解释。即使有了

初期的社会资本和基础制度，但是如何将初期培养的社会资本及

其基础制度演化成适合整个资源系统的制度的，整个制度变体过

程是自主发生还是依靠他人主导制度？整个制度建设过程如何

做到程序性地推进？即使最后成功地实现了自主治理，但仍需要

保持警惕。“一旦自主治理实现，并不意味着可以假定支撑自治

的共识将会自动维持。”所以为了制度长期有效，如何维系人们

遵守制度的共识来增强人们遵守制度的动力，如何提高人的自治

能力来确保制度的有效执行，这些问题都将是自主治理理论需要

进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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