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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
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
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
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
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
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
“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
书系”则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
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
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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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大量的案例和具体细致的深入分析，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提出了质疑，对法和经济
学作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大大推进了人们对许多经济问题，如交易类型、外部性、产权结构、经济绩
效等的认识，并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
该书出版后在国际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关注。
随着中文版的出版，我们相信它一定会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关注，并加深人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等问题的思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

书籍目录

出版前言译者的话中文版序言致谢导论第1篇 研究制度绩效的一种理论  1 制度与绩效的一个　　通用
范式　　范式构成　　人类相互依赖性和产权　　机会集合　　成本、外部性和权力　　交易类型　
　竞争模型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补充 　　绩效的衡量 　2 社会系统中的财产　　财产是社会关系的
产物　　市场是一种伦理的制度　　财产是公共认可的产物　　财产、分配公正性以及共同体意识　
　持续性和变革　　公共选择的必要性　　法和经济学的相互依赖性(政府和市场)　　权利影响分析
的含义　　第2篇 财产、权利分析的概念：相互依赖性的类型与程度　3 非相容性使用与排　　他性成
本　　影响理论的构成　　非相容的使用或使用者　　权利选择的效应　　排他成本　4 规模经济　
　相互依赖的购买者　　累积性起因和经济发展　　定价规则的效应　　超常规规模经济和管制定价
　　5共享性物品　　共享程度　　规避成本和占先权　　共享和排他成本的关系　　文献中其他几
种定义的关系　　一个具体的例子：国防　　博弈理论的思考　　不同权利选择的效应　6 交易成本
　　契约成本　　契约成本和商业组织形式　　信息与不确定性成本　　小结　7 剩余、需求与供给
波动及结论　　消费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　　雇主剩余　　与价格弹性有关的供求波动　　有关剩
余方面的相互依赖性小结第2篇 结论：权利选择和相互依赖性第3篇 范式的发展与进一步应用　8 经济
与政治上的应用　　内部化和资本化：权利转移边界　　偏好集结：政治议程和投票规则的控制　　
不同制度下的团体形成和发展　　经济和政治　　应用于政治学的范式概括　　社会陷阱和非边际的
决策制定　9 范式的重新表述　　相互依存性的种类　　有关范式重新表述的概括　10 心理学：结构
与绩效的纽带习惯、非计算的选择和利他主义　　忍耐　　恶与善　　相互依存性的效用　　自愿参
与　　学习　　未来(预期)　　财产研究的含义第4篇 规范分析的可能性　11 不同制度选择的规则　
　对相互依存性可以做些什么　　权利分配和资源配置：科斯定理　　共享性物品的制度选择　　帕
累托效率和政治进程　　总结：相互依存性和权力　　制度选择规则的综合　　总结和评论　　绩效
的不同测度　　一种权利选择的收　　益一成本分析　　有更好的洞可进吗　　从总体效率到明了冲
突第5篇 范式检验　12 制度的经验研究　　自然资源　　商业绩效　　公共服务：警察　　公共选择
规则　　经济发展　　结论参考文献对《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第1版的有关评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

章节摘录

　　我们能不能预测这些规则变动的结果？
是否存在无需通过制度安排就能实现的理想结果？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似乎进入到许多公共政策的问题循环之中。
如果我们不喜欢在特定的领域采用市场机制的结果，你就会听到这样的建议，即我们应该返回到管制
或政府企业舶方式。
如果政府已经直接参与，那么，改革者又会建议尝试市场方式。
如果我们不满意政府官员的绩效，但已经任命了他们，有人会建议这些职位应该由职业的公务人员来
担任。
如果这些官员已经由公务人员担任，但似乎对变动缺乏反应，我们就会说权力太分散了，并且要求管
理者应更多地从被选举出的官员中形成。
如果垃圾没人处理，公共汽车交通状况不良，我们也许会主张将所有的单个政治机构合并成一个大都
市式的政府；如果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我们也许会主张成立社区性学校委员会，赋
予管区警察局长更多的权力，创建一些使政府与人民更接近的小型市政厅。
　　至于制度选择，我们往往在行动时忽略。
我们不断经历改革的循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但结果却是失败，由此，新一轮的改革者又倡导回到
原来改革的起点上。
这种情形可能是.权力均衡变化的结果。
不同的集团从不同规则中获利，一旦掌了权，就会改变规则，使其有利于自己，当他们被击败后，规
则又回到原来状况。
但是，控制权力者实际上并不能找到真正有利于他们利益的制度，他们能选择自己需要的任何制度，
但并不能确信其结果会是什么。
我们已不知多少次看到一个集团耗费了他们的政治资本，获得了一种新的规则，然而并没有得到任何
绩效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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