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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收录在这部文集中的作品，大部分是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两岸三地在法经济学研究方面有相当造诣
、卓有贡献的中青年学者已发表或即将发表的优秀法经济学论文，属于法经济学在中国落地生根之后
实证化、本土化的最新成果。
本文集除保留部分必要译文外，主体部分还是以原创性作品为主，以法经济学的实证化和本土化为基
调，以法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发展与最新论题为标准，希望多少能够弥补法经济学“舶来中国”近二十
年始终稍偏译介和定性研究，而疏于应用和实证分析的“空白”。
    本文集的编选，总体上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理论篇，共收录10篇文章，主要包括综述性、宏观性
的文章。
（1）谢哲胜教授长期钻研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又对台湾法学研究中弥漫无边的概念法学深有所感
，故撰写《以经济分析突破概念法学的困境》廓清迷雾，进而推广和深化台湾法经济学发展，这对大
陆法经济学的发展也不无借鉴之处。
（2）张建伟教授的大作《变法模式与政治稳定性》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上，他借
助“政治市场”概念和转型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体制理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变法”的实
际经验及其法经济学意义，思路宏阔，结论中肯，启示良多。
（3）冯玉军和罗煜的文章《犯罪与现代化——法律经济分析的宏观视角》，一改传统法经济学侧重
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主要运用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尝试从一系列犯罪决定因素中概括一到两
个关键性的变量，剖析犯罪率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并通过几个典型国家的实例和国际比较，以建立犯罪率与现代化进程关系的实证模型，其短期和长期
结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规划和刑事政策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4）丁利君多年以来专注于博弈论的研究，颇多心得和创见，其新作《博弈结构、“无交易”命题
与科斯定理》直接挑战科斯第一定理，对其声称零交易成本下市场交易和谈判会自然导致资源的最优
配置的论点提出质疑，进而强调，博弈形式的物理结构和知识结构以及博弈中的策略性决策才真正决
定了交易成本。
当然，这种怀疑和挑战能否最终成立，还待同好者共同研析。
（5）干学平教授是台湾著名经济学者，他和黄春兴教授合著的《经济学原理》风靡海内外。
《从管制到海耶克的法经济学》文中，对海耶克（大陆译为哈耶克）之法经济学理论的种种洞见，尤
其是涉及到学术史争执方面的阐幽发微尤令人赞叹。
（6）龚刚强从法经济学视角对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进行分析以揭示其背后的理性基础，指出惟通过
社会合作协调人的社会性和自私性，由此揭示国家存在的合理性。
进而通过对“意志自由”型（自愿交易的合作）和“意志支配”型（强制的合作）的概念分析，析解
出近代以降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的缘由，别有一番新意。
（7）桑本谦博士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与秩序——一种关于“社会秩序二元论”的技术性区分》
一文中，展现了他对西方当代法学与经济学大师诸多理论的熟谙程度，他轻巧闲适地游走于霍布斯和
他的两位挑战者曼瑟尔&#8226;奥尔森和罗伯特&#8226;艾克塞罗德之间，归谬和穷推方法交替并用，
不知不觉间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8）俞飞博士的《行为法经济学思想初探》以行为法经济学流派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主要观点展开论
述，通过对孙斯坦行为法经济学思想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这一学术派别的主要观点和学
术倾向，从而更好地理解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
（9）和俞飞文章标表新学略有不同，张芝梅博士的大作属于“旧调新弹”，她对波斯纳法律经济分
析思想进行了细致的知识史回顾，揭示了波斯纳30多年来思想变迁的不同阶段：从试图论证财富最大
化是一种和功利主义不同的规范理论，到主动放弃这个基础主义的努力，再以更加实用主义的态度使
用法律经济分析的方法，从而使得实用主义和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方法相得益彰。
这时的她，有如一个好导游，给读者们提供了一个登高揽胜、漫观其变的机会。
（10）吴锦宇君多年来始终坚持中国大陆法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史研究，为此他收集了近年来在中国大
陆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有关法经济学著述，遍访师友，并以其为考察依据，进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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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他的文章，读者可以概观法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历程，尽管所论尚待检验，学术界也有很多
不同意见，但文中所提法经济学在大陆尚处于发展初期，研究者盖寡、社会影响小应该说是中肯的。
这些无疑都是激发学者们更深入进行法经济学研究的动力。
    第二部分为应用篇，侧重于收罗法经济学的个案研究和经验实证性文章。
（1）简资修教授多年来精研民商法，对运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财产权具体制度情有独钟。
他在《一物二卖——有效率的不履约或债权的侵害》一文中，就物权优先性原则提出不同于台湾地区
最高法院判例的不同观点，认为应从经济效率、宪法财产权的保障、民法整体体系以及实务案件等多
方面分析一物二卖及其权利冲突问题，如果民法典之修订率尔操瓠，难免抽象逻辑滥用之嫌。
（2）姚洋教授本是经济学者，他对婚外情实施法律惩罚的可能效果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
文章确认婚姻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长期合同，离婚是解除这一合同的唯一合法手段，而婚外情则是违
约。
但是，惩罚婚姻违约不一定能增加社会中高质量的婚姻。
接下来的博弈分析表明，惩罚婚外情只有在离婚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才能起到好的效果，中国的离婚成
本很高，对婚外情实施法律惩罚因此不能达到增加高质量婚姻的目的。
这对中国《婚姻法》的修订以及匡正社会主流观点有一定的作用。
（3）刘光华教授撰写的《转型时期的民间投资及其法律规制的制度逻辑》主要借助于发生在甘肃省
古浪县农村前后时间跨度超过15年的“机井”投资经营纠纷司法个案，通过对其中围绕农业生产基本
设施（机井）所引发的公有产权与民间投资者私人产权之间“产权交易博弈”的具体分析，揭示了社
会经济转型期民间投资发生的真实和普遍语境。
在此基础上，通过反思现有法学研究及司法裁判机制在方法和思路方面因过分依赖西方市场经济及其
法制“理想型”而带来的缺憾，从个案上升到理论一般，对中国转型期民间投资法律规制的制度逻辑
进行了探讨。
（4）郁光华教授多年来始终关注公司法及其治理效果问题。
他在《从收购法的移植和适应看公司治理制度趋同的困难性》一文中首先指出许多人化大量精力去寻
求一个最佳的公司治理模式乃是一种缘木求鱼的做法，而后用中国移植英式收购法的例子来说明外国
法的移植并不总是建立在充分论证被移植的法律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律的基础上的。
如果世界上本无一个能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最佳公司治理模式，而且被移植的外国法总是受制于当
地的社会和政治条件，那么任何寻求一个普遍适用的最佳公司治理模式的努力都是事与愿违的。
（5）无独有偶，罗培新博士同样对公司法的合理修订路径发表见解。
只不过他是站在公司法的合同理论路径，认为，公司是合同是一种长期合同和关系合同，本身存在着
诸多漏洞，仅靠合同法并不足以保障合同各方的预期。
作为公司合同的模本机制和漏洞补充机制，公司法补充而不是代替了各方的合约安排。
因而，立法者只有按照合同的规则和市场的路径来进行公司立法，公司法规则才能获得正当性。
（6）面对当前中国逐渐步入“汽车时代”时爆发频仍的道路交通事件，以及关于国家道路安全法之
“效率至上”还是“人本主义”的两极争论，邓峰博士从事故的经济分析原理开始，介绍了法经济学
最基本的侵权模型，进而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加以分析，表达了关注效率并不代表着漠视生
命，经济学和人文主义既同源也应该同归的深层关切。
（7）近年来，房屋拆迁问题及我国现行房屋拆迁制度的调整缺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屡屡发
生于各地的恶性房屋拆迁事件更是将这项攸关民生与民权的核心问题推向社会转型的风口浪尖。
冯玉军和李秀君的文章旨在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现行拆迁制度的利弊得失，他们首先描述了湖南嘉
禾案中地方政府、开发商、被拆迁人各自的利益考量和权利关系，进而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进行博弈论和模式化的分析，最后在总结经验和法律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现行房屋拆迁制度的对策
建议。
（8）刘光华教授的另一篇文章，则是针对轰动一时的“乙肝歧视第一案”展开研究，他透过乙肝歧
视现象所蕴涵和折射出的基本要素与关键词——办公室、大学毕业生、乙肝（病毒）、宪法诉讼等的
实证分析，深入和贴近到社会权益存在与发生的具体语境，从法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进路对社会权
益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试图提出一个关于社会权益研究的补充性思路与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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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丁利博士的另一篇文章《核实技术、激励与举证责任配置》，主要运用了Hurwitz等人开创的机
制设计理论和信息经济学思想，对医疗事故纠纷中的举证责任进行了模型分析，表明也许可以通过一
定的制度变迁，激励医院努力工作，进而导致社会福利的增加。
（10）冯玉军早在1997年就对兰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条例”这一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做了跟踪研
究，并提出改“禁”为“限”的修订思路，作为这一研究的继续，《北京市“禁放”法规的经济－社
会分析》一文是对北京市连续实施12年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的评价和调研成果，文章运用
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甚至新闻学等多重视角，聚焦于“禁放”法规难行这一根本问题，除罗列
了法规低效、可操作性差、执行技术手段近乎为零、法律成本高昂以及文化后果严重等一大堆弊病之
外，还积极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
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市人大于2005年9月9日正式废止了《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同
时通过《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以调整烟花爆竹的燃放问题。
这说明上述调研的努力没有白费，并已经初见成效。
当然，由“禁放”法规变成“安全管理”规定，并不完全等于“限放”或者“放开烟花爆竹市场”，
它仍然强调社会治安管理，而较少考虑对行业税收、劳动力就业、烟花爆竹出口体制、工艺创新等其
他关系的调整，这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解决。
（11）柯华庆在《格式合同的经济分析》中关心的问题是：格式合同是怎样实现效率的？
格式合同侵犯公平原则的机制是什么？
我们应该根据什么原则对格式合同进行规制？
他在承认格式合同能够满足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且合乎国家或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指出合同
是自我设定的义务，不能仅仅满足卡尔多-希克斯有效性标准，还必须满足帕累托改善，而可选择的途
径是通过合同法对其进行合理规制。
（12）干学平教授的另一篇文章《屋顶上的提琴手——释字第587号解释》借子女人格权案件的司法审
理引出问题，逐步缜密推论，揭示出台湾地区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方面的效率偏差，像这样应用法经
济学之原理与方法以分析具体司法问题的进路是非常可贵的，别有一番新意在其中，值得细细体味。
虽然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法律体制总体不同，差别甚大，但是诸如干学平教授、谢哲胜教授和简资修
教授这样对台湾地区法律的经济分析，完全可以成为大陆法经济学者和爱好者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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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经济学应用研究》立足于法经济学的国际交流与创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经济分析为标
尺，以法经济法学的实证化和本土化为基调，以法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发展与最新论题为标准，邀集目
前在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法经济学研究方面相当有造诣、卓有贡献的中青年
学者，惠赐自己已发表或即将发表的优秀法经济学论文，以总体展现法经济学在中国落地生根之后实
证化、本土化的最新成果。
从而弥补了法经济法学引入中国近二十年来偏于译介和定性研究，而疏于应用与实证分析的“空白”
，并在深入评述国际法经济学运动的基础上，使中国法经济学者以整体的姿态站立在国际学术交流的
前沿。
——江平《中国法经济学应用研究》为国内第一本运用法律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法问题的论文集。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经济学应用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