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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的代价》秉承的一个基本观念在于：所有制度都有利弊，所有选择都要付出代价；问题仅仅在
于，就可能的利弊得失和成本收益而言，哪种制度选择的代价最小。
我们应当坚持改革，但是不能简单地把“改”等同于“好”。
天下没有灵丹妙药，法治也不例外。
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法律也不例外。
制度改革和规则选择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细致分析每种制度的利弊得失，具体比较不同选择
的可能后果，从而找到总体而言收益最大、代价最小的那种实践方案。
应当反复追问的是，一个法律、规则、制度、乃至体制改变之后，是否在总体上会比以往更好。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积累经验。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增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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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所谓“交易成本过高”，实际包含两种情况：一是责任或者说权利归属不明；二是赔偿或
者说价格达不成一致。
价格达不成一致，往往源自两种情况：一是信息成本过高，也就是科斯所谓的“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
”太大。
比如谈判的一方或双方人数太多。
这种“交易成本过高”的情形显然不是法院能够解决的，或者说，这种情况下的司法定价成本往往要
比市场更高。
私人难以得到的交易信息，比如找到出价最高的交易对象、探知交易各方的保留价格，也不是法院所
能胜任。
即使法院能够做到，比如进行变相的权利拍卖，其定价成本势必要比其他私人机构远为高昂。
毕竟法院不是专业的评估机构，而评估能力不足，带来的损失甚至可能远远超过因此节省的评估费用
。
总之，如果当事人对权利的范围和归属并无争议，仅仅是由于难以“发现相对价格”，我们很难理解
，为什么他们需要诉诸法院进行权利定价。
 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于，如果法律的作用仅仅是节省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过高仅仅是因为定价困难
，那么市场和企业为什么就不能提供另外一种定价机制？
如果仅仅是要解决定价问题，市场本身不是最佳的定价体制么？
至少在科斯的文本中，“定价体制”与“市场”几乎是同义词。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共计39次、《联邦通讯委员会》中共计21次、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共计11
次使用“价格机制”（price mechanism）、“定价体制”或“定价机制”（pricing mechanism）、“定
价过程”（pricing process）这类短语来指代市场。
而科斯之所以如此强调市场，是因为市场这一“定价体制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以低于替代体制的成本
将要素的使用运送到了所得产品价值最大的地方。
”这些“替代体制”中当然就包括法律。
 二是交易各方存在“策略行为”或者“认知怪癖”，因此难以发现相对价格。
比如“敲竹杠”（holdout）、“搭便车”（freerider）之类。
但是，人人都有策略行为和认知怪癖，这并不妨碍经济学做出“理性人假定”。
依照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只要人们的合作可以得到“经济剩余”，只要有“租”可寻，人们总会努
力寻找合作的办法。
因此如果仅仅是由于双方运用“议价”（bargaining）策略或者存在“禀赋效应”而导致交易失败，原
因只能是交易双方无法发现互利共赢的利益结合点，而不是什么交易成本。
也就是说，没有权利争议的私人之间不能达成一致，那就实在是因为双方没有看到或者并不珍视彼此
合作的“共同利益”。
这种情况下，交易失败正是有效率的。
经济学不能要求所有事后或者外在看来应当发生的交易都要发生。
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不需要经济学，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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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治的代价:法律经济学原理批判》秉承的一个基本观念在于：所有制度都有利弊，所有选择都要付
出代价；问题仅仅在于，就可能的利弊得失和成本收益而言，哪种制度选择的代价最小，《法治的代
价:法律经济学原理批判》分为忽略界权成本的逻辑谬误；科斯推论的理论谬误等内容。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治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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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