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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的印象中，有两个经济学家对宪政感兴趣。
一个是哈耶克，再有一个就是布坎南。
哈耶克著有《自由宪章》，怀着对“人的统治”深深的疑虑，希望有一种“一般原则”制约立法机构
。
布坎南干脆就称自己的理论为“宪政经济学”。
这本《宪政经济学》就是他这一理论的综合性著述。
宪政经济学的基础是制度经济学，它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即制度(包括规则、程序和组织)不同则
效率不同。
从立法角度看，不同的立法程序会产生不同的法，它们各有不同的效率。
因此制度经济学关于程序的观念与法学中的程序主义非常相似。
后者强调，只要符合正当程序，结果就是合法的。
法学从公正出发，经济学从效率出发，它们殊途同归。
与一般制度经济学不同的地方是，宪政经济学并不把制度看成是简单的制度安排，也不仅是这些制度
安排之间形成的互补关系，它认为制度是一个立体结构，在这个结构的上端，就是宪法。
一句话，宪政是制度中的重中之重。
它是生成制度的制度，是规则的规则。
是元制度，元规则。
所以，当宪政出现问题时，它对社会的损害要远非一般制度问题能比。
反过来说，对宪政的经济学研究则比对一般制度的研究“更有效率”，因而布坎南说宪政经济学是经
济学研究的“更高层次”。
不同于哈耶克，他心目中的宪法原则是知识精英从传统中提炼出来的，布坎南则致力于给出形成或改
进宪法的程序性标准：一致同意规则。
尽管基于个人主义，经济学的“效率”是指社会和谐的最佳境界。
任何一个人以损害别人为代价的财富增进都不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定义。
所谓个人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含义是“只能以个人为单位感受成本和收益”。
这又被布坎南称为“主体性”，这也意味着每个人要为自己而不是别人的利益而奋斗。
因此。
经济学在判断有否效率时别无他途，只有看经济当事人自己是否“同意”。
在多人的社会中，人们不仅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还通过他们之间的合作或交易获利。
在与别人的交往中，一个人的“同意”意味着他认为这一交往行为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而“不
同意”则意味着相反的情况。
由于整体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率”，因此只有在交往双方“一致同意”时，经济学
家才可以说，这个交往行动是有效率的。
因为如果有一方“不同意”，由于我们不知道当事人内心对交往的主观判断，我们无法说，“同意”
一方获得的净收益大于“不同意”一方的净损失。
“一致同意”意味着没有人受损，显然这同样适用于多人的情境。
“一致同意规则”作为布坎南理论贯穿始终的逻辑，成为判断一个公共选择是否有效率的标准程序。
他认为这一规则是帕累托最优的“政治对应物”。
只是在现实中，“一致同意”虽好，却很昂贵，据说只有在波兰议会中曾存在过这样的规则，但从来
没有通过任何议案。
所以退而求其次，在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的民主的公共决策中，采取了多数规则。
在布坎南看来，这正是现代民主政治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多数规则可能导致所谓的“多数人暴政”，其结果是对全社会都不利。
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强调多数规则并非天然合理，对它要多加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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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政经济学》讲尽管基于个人主义，经济学的“效率”是指社会和谐的最佳境界。
任何一个人以损害别人为代价的财富增进都不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定义。
所谓个人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含义是“只能以个人为单位感受成本和收益”。
这又被布坎南称为“主体性”，这也意味着每个人要为自己而不是别人的利益而奋斗。
因此。
经济学在判断有否效率时别无他途，只有看经济当事人自己是否“同意”。
在多人的社会中，人们不仅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还通过他们之间的合作或交易获利。
在与别人的交往中，一个人的“同意”意味着他认为这一交往行为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而“不
同意”则意味着相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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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宪政经济学与宪政改革                                       盛  洪  在我的印象中，有两个经济学家对宪政感兴趣。
一个是哈耶克，再有一个就是布坎南。
哈耶克著有《自由宪章》，怀着对“人的统治”深深的疑虑，希望有一种“一般原则”制约立法机构
。
布坎南干脆就称自己的理论为“宪政经济学”。
这本《宪政经济学》就是他这一理论的综合性著述。
宪政经济学的基础是制度经济学，它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即制度(包括规则、程序和组织)不同则
效率不同。
从立法角度看，不同的立法程序会产生不同的法，它们各有不同的效率。
因此制度经济学关于程序的观念与法学中的程序主义非常相似。
后者强调，只要符合正当程序，结果就是合法的。
法学从公正出发，经济学从效率出发，它们殊途同归。
    与一般制度经济学不同的地方是，宪政经济学并不把制度看成是简单的制度安排，也不仅是这些制
度安排之间形成的互补关系，它认为制度是一个立体结构，在这个结构的上端，就是宪法。
一句话，宪政是制度中的重中之重。
它是生成制度的制度，是规则的规则。
是元制度，元规则。
所以，当宪政出现问题时，它对社会的损害要远非一般制度问题能比。
反过来说，对宪政的经济学研究则比对一般制度的研究“更有效率”，因而布坎南说宪政经济学是经
济学研究的“更高层次”。
不同于哈耶克，他心目中的宪法原则是知识精英从传统中提炼出来的，布坎南则致力于给出形成或改
进宪法的程序性标准：一致同意规则。
    尽管基于个人主义，经济学的“效率”是指社会和谐的最佳境界。
任何一个人以损害别人为代价的财富增进都不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定义。
所谓个人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含义是“只能以个人为单位感受成本和收益”。
这又被布坎南称为“主体性”，这也意味着每个人要为自己而不是别人的利益而奋斗。
因此。
经济学在判断有否效率时别无他途，只有看经济当事人自己是否“同意”。
在多人的社会中，人们不仅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还通过他们之间的合作或交易获利。
在与别人的交往中，一个人的“同意”意味着他认为这一交往行为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而“不
同意”则意味着相反的情况。
由于整体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率”，因此只有在交往双方“一致同意”时，经济学
家才可以说，这个交往行动是有效率的。
因为如果有一方“不同意”，由于我们不知道当事人内心对交往的主观判断，我们无法说，“同意”
一方获得的净收益大于“不同意”一方的净损失。
    “一致同意”意味着没有人受损，显然这同样适用于多人的情境。
“一致同意规则”作为布坎南理论贯穿始终的逻辑，成为判断一个公共选择是否有效率的标准程序。
他认为这一规则是帕累托最优的“政治对应物”。
只是在现实中，“一致同意”虽好，却很昂贵，据说只有在波兰议会中曾存在过这样的规则，但从来
没有通过任何议案。
所以退而求其次，在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的民主的公共决策中，采取了多数规则。
在布坎南看来，这正是现代民主政治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多数规则可能导致所谓的“多数人暴政”，其结果是对全社会都不利。
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强调多数规则并非天然合理，对它要多加限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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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于整体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率”，因此只有在交往双方“一致同意”时，经济学
家才可以说，这个交往行动是有效率的。
因为如果有一方“不同意”，由于我们不知道当事人内心对交往的主观判断，我们无法说，“同意”
一方获得的净收益大于“不同意”一方的净损失。
更多观点尽在《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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