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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度经济学(珍藏本)》是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由美国约翰·康芒斯著，主要内容包括：观点、方
法、魁奈、休谟与佩尔斯、亚当·斯密、边沁与布莱克斯顿、马尔萨斯、效率和稀缺、未来性、合理
价值等共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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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国）约翰·康芒斯（Commons J.R.）　译者：赵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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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或者，集体控制会采取一种禁忌或禁止某种行为（比如说干涉、侵害、非法侵入）
的形式，这种禁止形成了让这个人不受影响的自由的经济状况。
但与一个人的自由相伴随的，有可能是对另外一个相关的人而言是预期利益或损害的内容，所以这种
经济状况会造成其他人承受自由的风险。
雇主会承受雇员工作或辞职的自由带来的风险，而雇员则得承受雇主聘用或解雇的自由带来的风险。
这种“承受风险一自由”关系逐渐显现出“无形的”财产的特征，像企业商誉、企业特许权、专利、
商标等等，范围非常广泛。
 行为准则为个人决定了这些相关和交互的经济关系的界限，这些行为准则的规定者和实施者可以是公
司、卡特尔、控股公司、合作社联盟、工会、雇主联合会、由两个协会形成的联合贸易协定、证券交
易所、同业公会、政党或者是国家本身，在美国的制度中，这种规定和实施是通过最高法院来进行的
。
实际上，涉及私人利害关系的经济上的集体行动，有时候要比涉及政治利害关系（国家）的集体行动
更有力量。
 从下文将会详细论述的伦理和法律的角度来说，所有集体行动建立的都是“有权利就有义务、没权利
则没义务”的社会关系。
从个人行为的角度来说，集体行动要求个人所做的是执行、废止和忍耐。
从由此导致的个人经济状况的角度来说，它们所提供的是安全、服从、自由和风险承担。
从因果或目的的角度来说，贯穿整个经济行为的共同原则是稀缺性、效率、未来性、集体行动的行为
准则、统治权，它们是限制且互补的相互依赖关系。
从行为准则对个人行为作用的角度来说，它们是用个人“能与不能、必须还是不必、可以还是不可以
”这样的助动词来表达的。
他“能”还是“不能”的根子在于集体行动愿不愿意给他提供帮助；他“必须”还是“不必”的原因
在于集体行动会强迫他；他“可以”，是因为集体行动会准许且保护他，他“不可以”，是因为集体
行动会阻止他。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行动主义的助动词，“行为准则”这个为大家所熟悉的术语才适合于表示因果、目
的这一普遍原则，对一切集体行动而言，这都是共同的。
包括国家和所有私人团体在内，行为准则在制度的历史上都是不断变化的，它们会因制度的不同而不
同。
有时候它们是大家所知道的行为准则。
亚当·斯密把它们叫做课税原则，最高法院把它们称为理性法期或者是合法程序。
但是，不管它们的差异是什么、有多少不同的名称，它们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通过集体
约束表明了个人能做还是不能做、必须做还是不必做、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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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制度经济学(珍藏本)》由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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