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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九章：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是涉及法律经济学中财产和侵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包括了侵权
经济学分析中的产品责任制度和计算机软件的侵权与保护，以及财产经济学分析中的专利制度问题；
第四章至第七章主要涉及政府的产业规制与产业的垄断与竞争问题，其中第四、五两章是有关电力市
场的规制与竞争问题，第六、七两章分别是有关网络效应与产业竞争问题和电信网络的竞争问题；第
八章的主要内容涉及政府管制的生产要素市场条件下，生产要素市场及其相对价格的扭曲所产生的各
种经济效应问题；第九章相对独立一些，主要是有关阿弗纳格雷夫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理论的文献综述
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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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晋川，男，1957年生，山西武乡人，经济学博士。
现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
长、中华外国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
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及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访问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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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责任制度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综述  一、引言  二、法学与经济学的竞合：法律理性到经济理
性的跨越  三、合同法与侵权法的竞合：理想到现实的飞跃  四、公权与私法的竞合：私力救济到公私
救济的结合  五、可测度与不测度的损失：理论与实证的统一  六、小结  参考文献第二章  软件侵权与
保护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综述  一、引言  二、软件的经济学特征  三、软件侵权：厂商策略  四、软件保
护：制度比较  五、软件赔偿：法律救济  六、小结  参考文献第三章  专利制度经济学研究文献综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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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利制度与经济增长  六、经验证据  七、小结  参考文献第四章  输电网络扩展的规制与竞争文献
综述  一、引言  二、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及其市场特征  三、输电扩展的组织模式、定价机制  四、输
电规制的理论演变  五、输电网络长期扩展的方法  六、输电扩展和市场力  七、国内研究情况  八、小
结  参考文献第五章  电力批发市场竞争文献综述  一、引言  二、市场设计、市场结构与市场竞争  三、
远期合约与市场竞争  四、输电网络与市场竞争  五、市场力监测  六、发电容量投资  七、输电网络投
资  八、小结  参考文献第六章  网络效应与产业竞争文献综述  一、引言  二、基本概念  三、网络效应
与价格竞争  四、网络效应与非价格竞争  五、网络效应与兼容性标准  六、经验研究  七、小结  参考文
献第七章  电信网络竞争文献综述  一、引言  二、电信网络的经济技术特征：自然垄断  三、电信网络
的经济技术特征：网络外部性  四、单一电信网络竞争  五、多个电信网络竞争  六、小结  参考文献第
八章  要素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文献综述  一、引言  二、要素市场扭曲：概念界定  三、要素市场扭曲
：成因分析  四、要素市场扭曲：测度方法  五、要素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  六、小结  参考文献第九章  
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文献综述  一、引言  二、经济理论与经济史中的制度  三、斯密增长与自我实施的制
度  四、组织、国家与制度  五、制度的选择、变迁与路径依赖  六、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方法及其评价
 七、小结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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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产品责任制度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综述　　一、引言　　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制度经济
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新主流经济学对传统法学研究领域的介入及对假设前提与分析方法的相应
修正与明确，产品责任问题才开始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法学的指导思想也由此逐渐发生了一种
转向——强调经济化效率原则，将寻求效用和福利最大化作为研究重点。
有关产品责任的经济学分析得到了迅速发展和不断完善，立法者也越来越多地关注责任规则的经济效
果。
经济学家认为，产品责任，就动态看，实质上是演进视角中的一个制度内生问题；就静态看，不过是
契约理论在侵权责任领域中的特殊应用。
目前，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及实验经济学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已形成了数量相当可观的
高质量研究文献。
不同于法学或其他学科对产品责任的研究，经济学家对产品责任问题的考察是在坚持“经济人”基本
假定前提下逐步展开的。
经济主体对产品责任的遵守与要求并不在于任何超越利益的道德或信念，而是在现有资源约束下追求
效用的最大化。
尽管个体出于各种原因而使这种“功利”追逐行为可能有长期和短期之分，但是，任何研究者和立法
者都无法回避以下两个问题，即：（1）从历史看，产品责任制度从1842年“无契约则无责任”原则在
英国首次确立，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已经走过了过失责任对契约责任的替代、严格责任与过失
责任的更迭，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严格责任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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