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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于发掘法律经济学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运用的可能性，而且将视野放大到法律允许所
需的基础理论与部门法中具有典型意义领域的社会万象展开思考。
为了实现理论对“首尾一贯”的追求，本书着眼于法律的运行状况和机理的分析，通过在内容上选择
中国的传统部门法相关制度或“禁放令”、“关闭小煤窑”等热点问题，并在反思的基础上获得了很
多新鲜的认识。
其中，我们采用的基本理论包括传统的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法社会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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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法律运行的经济学分析　　第一章 法律经济学理论思维空间的拓展　　三、研究对象的
重新确立：法律经济学理论思维空间的拓展　　主流法律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最重要缺陷就是它仅仅将
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引入法律分析，法律本身却缺少了一种与经济学沟通与融合的自主
性，在这种单方需求的格局下，法律对经济学所求甚多，而对经济学的贡献甚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主流法律经济学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也就没有一个明确
的目标将这二者统合起来。
在笔者看来，法与经济学要想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走出仅仅将经济学视为分析工具的狭隘
视角，去寻找一个法学和经济学共通的研究对象，这个共通的研究对象就是合作秩序的治理，在合作
秩序治理的旗帜下，法律经济学的思维空间就会得到极大的拓展。
　　（一）合作秩序　　秩序是一个很难对之下一个确切定义的概念和范畴，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可
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
从法学的角度来看，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指出：秩序“意指在自然界与社会进程运转中存在着
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无序则表明，普遍存在着无连续性、无规律性的现
象，也即缺乏可理解的模式——这表现在从一个事态到另一个事态的不可预测的突变情形。
历史表明，凡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都曾力图防止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
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
这种要求确立社会生活有序模式的倾向，绝不是人类所作的一种任意专断或‘违背自然’的努力”。
　　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则从预期的角度来理解秩序。
他认为：“这‘秩序，的意义，是由于除了过去的经验作出可靠的推断，未来是完全不能确定的；也
由于我们可以恰当地说人们生活于未来而行动于现在。
因为这些缘故，那活动单位含有一种因素，它表示预料，或者，可以说，预先抓住那种限制性的或是
关键性的要素，根据现存对这种要素的控制，可以预料对将来的结果也可以相当地控制，只要所有的
预期是靠得住的。
这实在是人类活动的显著特征，使它和一切自然科学有所区别。
以后我们要把它抽象地分出来，概括地叫做‘未来性’。
可是，一切经济学家用‘确定性’这个名义所假定的那种有规则的预期（这是未来性的一般原则中的
一种特殊情况），我们为了目前的用途，简单地叫它‘秩序’。
”　　从以上两位学者对秩序的理解可看出，秩序总是与时间和不确定性有关系，人与人之间要达成
一种较为稳定的合作秩序，往往需要一种默契、共同知识或者某种意义上的权力来维持一个共同体。
由未来不确定性引起的非合作倾向或机会主义行为，就需要一定的规则系统来治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维持合作秩序，这个规则系统包括：政策、法律、非正式规则（习惯、风俗）以及企业、市场、
政府、关系网络等各种治理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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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欲借用法律经济学工具突破传统与常识而试图有所为，则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法律经济学
确实能提供传统理论不能带来的新鲜理论。
《法律运行过程的经济分析》对现行法律制度运行状况的观察和检讨可能或多或少地对一些传统理论
或大家熟悉的观点，乃至某些被视为常识性的事物带来了理论上的冲击，但在既定的法律经济学思维
范式下，这些结论却有其思维进路中的必然性。
尽管我们不一定能获得完全正确的结论，却可能由此对以后的立法、政策制定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路，
至少可能激发人们以更加审视的态度看待不曾质疑过的观点。
如此以往，我们的立法活动、政策制定可能会更加趋于理性。
　　——郁光华语　　至若现今之西南财大法学院，肇始于民国末年之正阳法商学院，经由相辉方法
学院，辗转历光华大学法学系。
虽偏于西南一隅，处江湖之远，却谨循“经世济民、孜孜以求”之校训，未敢懈怠。
然则，三尺高台起于垒土，现倡设《光华法学文丛》之举，盖缘于此。
若此，吾侪同心，著者协办，惟　以沙聚跬积，其于汇涓成咱。
仰我上者，茫茫苍穹，望光华之繁星璀璨，得其所哉，夫复何求》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
　高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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