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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分析法学自产生以来，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相关学者不仅将它运用到部门法的分析中去，还逐步将它运用到非市场行为分析中去，试图在各种不
同的领域发现经济理性的作用形式。
本书运用这一理论，对民族习惯法进行研究，力图发现隐含其中的经济理性。

本书的第一章对“民族习惯法中的交易成本”问题进行了分析。
交易成本是经济分析法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表明，交易成本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
各种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降低交易成本。
本章第一节对交易成本的基本理论做了简要的介绍。
第二节对沉默交易、礼物交换进行了分析，主要分析这些具体制度中存在些什么样的交易成本，以及
该制度和其他可选择的制度相比较存在哪些交易成本上的优势。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信息成本与制度选择”问题。
在技术条件落后的初民社会，发现事实、保存信息、传递信息都需要较高的成本。
在有些情况下，信息费用较高，但是我们无法避开。
这时，我们要通过制度选择来适应这种情况，如案件真相难以调查清楚时选择严格责任制或者神判。
有时候，我们可以想办法以更便捷的方式获取有用的信息，比如通过年龄区分、性别区分来区分不同
群体的基本劳动能力，通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来承认他的领袖地位。

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赔命价”制度中的成本问题。
第一节中，笔者就“赔命价”产生的经济合理性进行了分析，从血亲复仇到“赔命价”的制度变迁过
程着手，分析了血亲复仇潜藏的机会成本、沉没成本。
通过本节的研究，说明从血亲复仇到“赔命价”的制度变迁，是一种有利于节约社会成本的进步。
第二节对藏族“赔命价”的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
说明藏族“赔命价”制度在变迁过程中通过减少案件类型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双方当事人更容
易就赔偿标准达成一致意见。
第三节重点分析了青海藏族“赔命价”的经济意义。
通过分析，证明“赔命价”是对致害人家庭的严厉惩罚，可以起到威慑潜在犯罪者的作用；另一方面
，“赔命价”最终由受害人家庭、受害人亲属及部落头领、宗教人士共同分享了，受害人家庭只得到
命价中很少的一部分。
这和当地的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曾经是合理的。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中一些做法在现代社会已经明显不合理。
要想较好地解决“赔命价”与国家法的冲突，就应重视“赔命价”制度中存在的合理性因素。

第四章关注的是“民族习惯法中的效率”问题。
初民社会充满各种危险，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食物短缺。
所有的人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在现有的条件下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生产效率，以赢得更多
的生存机会。
第一节对集体狩猎与刀耕火种两种制度进行了研究。
通过研究，认为这两种制度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的生活
资料。
第二节对纠纷处理效率问题进行研究。
通过研究，证明在少数民族地区，依习惯法调解纠纷，相对于通过国家法诉讼而言，通常能更快的达
成纠纷处理的一致意见、有效的降低调解成本(如交通费用、诉讼代理费等)和执行成本(很少有执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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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第五章对“民族习惯法中的风险分摊”问题进行研究。
初民社会充满各种危险，除了食物短缺，还有野兽的袭击、自然灾害、血亲复仇等，每一种风险都可
能置人于死地。
因此，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分摊风险，创造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
第一节对初民社会中的食物分享和共耕制的研究，说明这两项制度实际上有效地分摊了初民社会中食
物短缺、生产缺乏保障的风险。
第二节对初民社会中刑事赔偿集体责任制度的研究，说明该项制度能有效地减少因小家庭无法承担赔
偿责任而引起新的更大纠纷的可能，降低了血亲复仇和械斗的风险。

本书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在一定的资源廪赋和技术条件下，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制度的形
成与变化过程中有重要影响，发现其中的规律性问题对于解释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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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引入边际成本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
边际成本，是指额外一单位产量所引起的总成本的增加部分。
总成本，是指企业购买生产投入所支付的量。
在这里，我们将信息视为产品，将物质、时间、精力等要素视为投入，我们可以对不同社会阶段的信
息费用的边际成本做一个比较。
　　在初民社会，要了解一个人当天在哪里活动、和谁在一起、主要都干了些什么事情，这些信息都
是比较容易获得的。
这也就是说，在初民社会，要获得一些因缺乏隐私（信息公开）而处于公开状态的信息的成本是较低
的。
但是，获得这些信息之外的其他信息的成本是相当高昂的。
比如，认定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伪。
西周时，就有了五听，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也就是通过观察犯罪嫌疑人的言辞、面部
表情、呼吸、听力、视觉来判断其供述的真伪。
如果没有物证，恐怕只能通过证人证言来印证，或者，通过刑讯逼供来考验了。
到了现在，则有了较为先进的测谎仪。
相对于古代社会而言，现在获取信息更高效了。
即便到了今天，测谎仪也有可能出错。
如果要在此之外寻找更科学可靠的结论，这个信息成本仍然是很高昂的。
在本案例中，因缺乏隐私而处于公开状态的信息之外的信息就是边际产品，为获得这些信息而做的投
入就是边际成本。
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在初民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信息边际成本的高低都是有一定区间的。
在初民社会，尽管因缺乏隐私而使许多信息处于公开状态，但是，这种公开仍然是处于相对较低的水
平的。
在现代社会，信息获取边际成本较低的区间则相对扩大了，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能以较低成
本获取的信息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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