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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市场经济转型为主线，选择了经济转型的一般原理、经济转型方式、民营经济发展、农村经济
改革、分配方式转变、国有企业改革、宏观调控方式转型等重要问题展开讨论，系统地建立了转型经
济学的框架。
全书各章以历史发展为线索，阐述了相关问题的历史沿革，存在的主要弊端，改革的动因、过程、现
状以及深化改革的难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书结构合理，体例完备，适合高等院校经济学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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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经济制度变迁概述　　1.2　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　　1．2．1经济增长的原因　　经济增
长最简单的定义是以国民生产总值(GNP)表示的“一国生产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
GNP可以是绝对量增长，也可以是人均量的增加。
二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不一致的变动在于人口变动。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两种增长的统一。
　　在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上，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
　　1．生产要素决定论　　总体上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时，有两个非常
明显的特点：其一，认为经济发展主要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和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增长，并且
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其二，在他们所总结出的
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都是被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即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
，而直接将社会经济制度视为外生给定的产物。
制度，尤其是完全界定的清晰产权制度租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加上零交易费用，共同构成了新古典经
济学家建立经济模型时的暗含假设。
这种过于苛刻、严重脱离现实的假设条件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增长时显得力不从心。
诺思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增长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者运用比较统计学
，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绩效，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绩效的时候，它就不大济事
了。
”①　　2．制度决定论　　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评并修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
假定的基础上，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论，并经过后来者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包含制度和经济
发展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企业理论四大分支的理论体系。
在制度和经济发展的理论中，科斯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交易费用这一关键性的分析工具，但系统地
对制度的经济功能进行具体分析并将其和国家兴衰结合起来研究的却是诺思。
在20世纪60年代，诺思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在《
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他论述了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
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而这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定财产
所有权，把个人经济努力不断地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地接近社会收益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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