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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制度主义的重新崛起和在中国的传播，已越来越引起国内理论界的兴趣和重视。
在实践中可以发现，新古典理论及其衍生学派的学说不能完满地解释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中的问题，
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成功模式和经验也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改革，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路径
选择与定位必须充分考虑并扎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习俗、政治等制度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把制度研究作为考察中国社会实现其赶超型、跨越式发展战略的落脚点是比较合理的，也是一项有意
义的尝试。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界兴起了对制度研究的浪潮，认为制度在社会整体进步过
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在经济学说史上，早就有人对制度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将其贯穿于经济思想史始终，这就是制
度主义学派。
按照其分析的层次和分析的环境以及时间的顺序，制度学派可大致分为老制度主义（The Old
Institutionalism）和新制度主义（The New Institutionalism）两大门派。
　　老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托斯坦?凡勃伦、维斯雷?米契尔、约翰?R?康芒斯以及克莱伦斯?阿
里斯等人。
这些人的关于制度及其性质的论述在学说史上还被称为美国制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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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为考察对象的制度经济学著作，自2003年第一版出版以来，已经印刷
了三次。
这次出版的第二版，作者从制度的性质及内涵入手，系统地阐述了制度和制度的供求、制度中的程序
公平、制度变迁与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目标选择、制度变迁与社会心理、制度变迁与现
代化进程、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创新工程、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与绩效分析、制度变迁与政府政策的制
定、制度变迁与国企改革、制度变迁与新农村建设等内容。
     本书基于本土化、系统化、通俗化的原则，紧紧围绕中国改革的实际和具体案例，利用西方制度经
济学这一理论工具，着重分析了社会心理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及两者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对现代化进
程中的要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政府创新工程与政府角色定位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对国有企业改革
的路径突破进行了创建性的论述，对中国实现赶超型、大跨越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
意义。
本书对于高等院校相关院系的学生、政府部门、企业管理层相关人员学习和了解中国宏观经济改革大
有裨益，特别对公共管理硕士（MPA）课程的学生具有重要的阅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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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突破的原因　第二节 国企改革中的资产流动与流失   一、资产流转顺畅的关键作用   二、MBO与
资产流失   三、正确看待产权流动与资产流失之间的差异　第三节 国企改革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一
、正确认识法人财产权和法人代表财产权之间的差异   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是资本的社会化   本
章概要第十一章 制度变迁与新农村建设　第一节 “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二、
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   三、以新农村建设来解决“三农”问题要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　第二
节 制度变迁与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   一、新农村建设要以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来提高农业生产的
绩效   二、创新农业生产组织方式要切忌传统集体经济模式的翻版和行政化倾向   三、新农村建设要以
发展统分结合的集体层经营和多样化模式的合作经济来取得实效   四、政府要对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型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第三节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一、现行农村土
地制度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及其缺陷与现实特征   二、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几种代表性改革思路的评析   
三、以国有化为基础创新农地制度来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本章概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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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制度和制度的供求　　中国初步改革是以政府放松管制为特征的，这一特征使中国社会各
阶层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在此改革思路下，政府承认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从而为市场化取
向的改革拓展了道路。
总结1978年以来的改革路径，我们发现，制度的变迁是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同时，进一步改革
所遇到的阻碍和困难的主要症结也还是如何处理调整中的制度中存在着的问题与特征，如何解决阻滞
改革深化的制度困境，首先必须明晰制度的基本内涵、制度自运行过程的特征及要求。
新老制度主义的研究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制度及其内涵是大有助益的。
　　第一节 制度主义学派定义中的制度　　一、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　　制度是人类社会赖以形
成秩序的保障，社会需要稳定，就必须形成一定的组织，并在组织的规制下，以一定的、为绝大多数
成员认可的方式或规则进行各种层面的交流与交换。
在经济学说史上，对制度进行专门研究并将其贯穿于经济思想史始终的是制度主义学派。
按照其分析的层次和分析的环境以及时间的顺序，制度学派可大致分为老制度主义（The Old
Institutionalism）和新制度主义（The New Institutionalism）两大门派。
　　根据马尔科姆?卢瑟福在《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一书中的归纳与研究，老
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托斯坦·凡勃伦、维斯雷·米契尔、约翰·R·康芒斯以及克莱伦斯·
阿里斯等人。
这些人的关于制度及其性质的论述在学说史上还被称为美国制度主义。
在其内部，有两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研究纲领。
第一个纲领主要是由凡勃伦提出，并由克莱伦斯·阿里斯进行了发展与修正。
该纲领集中考察了新技术对制度安排的影响，考察既定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者阻碍这种变迁的方式。
他们的研究往往是与强调大公司政治经济权力的现代经济结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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