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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国的制度框架是决定其长远经济表现的最重要的因素。
但早先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中，制度的作用被认为是极度肤浅的，因而常常被忽略。
近年来，对制度、交易成本、信用的研究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经济学理论的一场革命正在进行之中，这将永久性地拓展经济学思想以及现实世界经济运行的方式。
　　我学习经济学的一大原因是想理解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
在研究生阶段，我阅读了大量讨论帕累托效率的理论和理性预期模式的书，但最后感觉我的所学并不
适合于这个现实世界。
在意识到那些理论对我所研究的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毫无帮助之后，我选择了道格拉斯·诺斯的
新制度经济学，其中的制度理论及其对制度在经济表现上的作用的描述是符合现实的，并切中了我研
究问题的核心。
　　我对我所研究的学科满怀热忱。
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毫无疑问能解释现实世界。
当我还是教员的时候，我曾想把制度经济学引入到我的课堂之中，但这并非易事，最大的困难在于没
有一本专门为本科生编写的专业书。
而本书填补了这个空白，它适用于高年级学生上任何有关制度经济发展、转型问题、比较经济制度的
课程。
因为此书是针对本科生的，所以对较难的经济学概念只是粗略地进行了解释。
当然，这本书也不只局限于给本科生和学者阅读，任何对国家之间贫富差距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读
懂这本书。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分析和解释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宽广的理论框架，但该理论并不会取代新古
典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尽管有些人认为如此），它是建立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视角更加广泛，并可以解释更多的经济理论。
如同凯恩斯在一篇评价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文章中提到的，完全就业下的经典均衡只是许多均衡中的一
种，一国经济也仅仅在某种特定的制度框架下才能取得特定的效果。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帕累托最优也只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有可能中的一种，一国经济也仅在某种特定的
制度框架下才能取得特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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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则非常贫穷？
尽管技术飞速发展并且存在由计算机提供的大量免费信息，但许多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还
是越来越大。
为什么这些贫困国家不能追上富裕国家？
长期以来，经济理论都很难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帮助。
但是，作为经济理论迅速发展的一个分支，新制度经济学也许可以提供上述问题的答案。
本书清晰地解释了新制度经济学，并运用其原理解释了波兰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
读者将能够对转型极其发展中的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的解析，这是以往任何一本著作所未能揭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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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依附理论将欠发展归结为外部力量——核心层。
它既没有对内部进行批判性思考，也没有对内部改革提供政策建议。
依附理论似乎否定了外围层国家在世界秩序上的自主性，将焦点放在对外部力量的批评上，而没有对
内部一些应该予以批评的因素进行批评。
例如，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版本的依附理论未能解释为什么工业化不自然地发生在拉丁美洲。
不通过进口替代，从出口部门获得的利润会注人对国内产品的投资中吗？
这些过程没有发生的内部因素是什么？
依附理论在这些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
缺乏批判性地反思，发展中国家自己就不可能有改变或者改革的动力。
　我们怎样来理解所有这些呢？
依附理论有力地推出了一些关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体之间关系的事实。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供了一个具有信服力的理论：核心层国家怎样诱使外围国家陷入贫困循环，而
这个循环必须通过强力的工业化予以打破。
但是，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吗？
也许发展中国家确实需要实行工业化，但是其中的理由并不是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所认为的那样。
也许仅仅通过出口来启动经济增长具有天然的局限性，特别是对那些原材料生产国来说。
例如，一国的资源是会减少的，这样，一国的出口产量也就会随之枯竭。
也许随着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出口商品需求的缓慢提升会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没有其他替代的方案，这些劳动力将无法获得其他工作，从而造成了失业人口的持续增加。
替代方案是一国为什么进行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但这一点与核心层和外围层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任何相
关性的联系。
这些替代方案也与那些建议采取进口替代政策的理由毫不相干，相反，外向型的工业化路径是值得期
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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