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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渴望新理论的时期。
思想解放运动已经扫除了大多学术上的禁区，市场化改革也已基本上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
经济学研究出现了几个中心。
一些中青年学者与他们的前辈一起加入到了政策咨询的行列。
向政府高层提供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机构势成竞争。
农村改革的成功正期待着人们对它的解释，乡镇企业的崛起又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市场化的主要内容
——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正在艰难中前进，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还在辩论之中。
经济学家们在如饥似渴地探求着新的理论资源。
就在这时，新制度经济学与许多其他经济理论一起，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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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如其它经济学理论一样，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经典论文建造和构成的。
本卷精选科斯、诺思、布坎南、奥尔森、阿尔奇安、德姆塞兹、威廉姆森、张五常等 新制度经济学大
家的开创性原典，涉及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
动的逻辑，宪法经济学和法与经济学等诸多领域， 为学习和掌握理论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之必备
书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在引进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引人瞩目的努力， 取得
了独到的成果。
 本卷精选汪丁丁、张宇燕、张维迎、周其仁、 盛洪、樊纲、张军、林毅夫、张曙光、唐寿宁、汪新
波等中国经济学家的重要论文，涉及科斯定理，契约与企业，公共选择与集体行动，经济发展与制度
变迁，制度选择与国家兴衰等诸多领域， 为理解和掌握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并运用于对中国问题分
析的必备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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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盛洪1954年12月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和199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
现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洪对经济学各领域有着广泛的兴趣。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先后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产业经济理论和
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度的结构 、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问题的研究；国际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百篇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上。
1987年以后，他又注重介绍和翻译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组织翻译了罗纳德?科斯教授的论文集《论生
产的制度结构》。
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 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他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
济学》和论著《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代表了这一领域的领先水平；他的随笔集《经济学精神》透露
了他普及经济学的努力、 和对文化与道德问题的关注；他的文集《为万世开太平》则交织着理性主义
的冷静思考和关注天下未来的文化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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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鸣谢新制度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理论——前言之一走向新政治经济学——前言之二第一部分　
产权理论社会成本问题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产权的交换与行使产权经济学关于产权的理论产
权范式第二部分　企业理论企业的性质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企业的契约性质公司管理与产权企
业理论：管理者行为、代理费用与所有权结构代理问题与企业理论纵向一体化、可转移性租金与竞争
性缔约过程关于多产品企业的经济理论看不见的手之下的囚徒困境——公司内部生产率分析企业死了
；企业万岁第三部分　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历史中经济组织的分析框架西欧庄园制的兴
衰晚期中华帝国的习惯法、市场资源交易第四部分　公共选择、集体行动和法与经济学立宪经济学经
济学第二定律独裁、民主与发展芝加哥的法与经济学（下卷）鸣谢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代序）
第一部分　产权与交易费用科斯定理对吗？
《社会成本问题》的问题有关交易成本的几个理论问题西方产权理论结构分析从“交易费用”到博弈
均衡第二部分　契约与企业对企业性质的重新思考——现代股份公司的启示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
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公有制经济内在矛盾及
其解决方式比较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和政策含义公有制企业的性质第三部分
　公共选择与集体行动民主的经济含义经济学透视下的民主——谈谈有关公共选择的经济理论利益集
团与制度非中性公共选择与改革过程法官裁决和公共选择论市场的立宪功能第四部分经济发展与制度
变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再论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生产性努力的增长——论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原
因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第五部分　制度选择与国家兴衰个人理性
与“制度悖论”——对国家兴衰的尝试性探索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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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官裁决和公共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两种改进制度的路径　　科斯教授在他的诺贝尔演讲
中指出：“人们显然向往的是，这些权利（即产权——引者注）应该配置给那些能够最富生产性地利
用它们、并有激励去这样做的人。
并且为了发现（并维护）这样的权利分配，权利转移的费用要低，这需要法律上的明确和法律手续的
简化。
由于只有在一个适当的产权（并且被实施着）体系下才会达到这样的状态，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如
此之多的法学家（至少在美国）发现，探索这样一种产权体系的特征是一项令人着迷的工作，以及为
什么‘法和经济学，的研究会在美国的法学院中兴盛起来。
”（Ronald Coase，1991；科斯，1994）这种依赖于法学家改进制度的想法，看起来与布坎南所主张的
通过所有当事人的一致同意改进制度的路径（Buchanan and Tullock，1962）很不相同。
一致同意规则包含了两层意义。
一层是，一致同意是所有当事人福利的最有意义的度量，因为同意意味着同意者认为他所同意的决策
至少不损害自己；这种判断除了当事人自己以外谁也不能越俎代庖。
一层是，一致同意是利益互相抗衡的各方互相妥协的结果，它通过一方的利益去制约其他方的过度要
求。
由于任何一个受决策影响的人都可以否决该决策，所以没有人能够在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增加自己的利
益。
一致同意规则的这种特征，可以用来证明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民主制度的有效性。
制度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只有在所有当事人的一致同意下，才有可能在有效率的意义上被创立和改进
。
因此，企图通过学术律师的探索和研究改进制度的想法似乎是一种精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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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如其它经济学理论一样，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经典论文建造和构成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在引进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引人瞩目的努力， 取得了独
到的成果。
《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为理解和掌握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并运用于对中国问题分析的必备
书籍。
　　由科斯及其追随者创立的理论体系，现在经常被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虽然丰富，但其基本逻辑的核心部分却是很简明的。
我们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新制度经济学。
一个是“产权”，一个是“交易费用”。
广义地讲，产权就是受制度保护的利益。
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物质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同，既包括物质资产，也包括人力资产，既包括
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如知识资产和商誉资产）。
产权制度既涉及对产权的界定，又涉及对产权的保护。
交易费用则是一个信息量更大的概念。
这里所谓交易，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trans-action）；交易费用则是这种交互行动所引起的成
本。
用一句较通俗的话说，交易费用就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费用。
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交易费用则是指达成契约和保证契约执行的费用。
人的经济利益不仅要从与自然界打交道中获得，而且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实现。
要合作，就会有利益分配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才会实现合作。
具体方式是通过谈判达成契约。
谈判和缔约是要付出成本的，合约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达成不同的合约形式会耗费不同量的交易费用，也会产生不同的合作效果。
例如人们既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合作，又可以通过企业形式实现合作，各自的交易费用和效果都
是不同的。
那么采取什么样的合约形式为好呢？
科斯的回答是，当合作效果是相同的时候，采取交易费用较低的合约形式。
这是他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所得出的结论。
在制度经济学中，合约形式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制度安排，因为合约就是人与人之间实现合作时就利益
分配问题达成的协议。
这正是制度安排的本质。
根据定义，制度安排是在多人、多次重复的情境中的人的行为规范。
所谓行为规范，就是保证不侵犯他人利益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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