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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成果。
本书以制度、组织和经济体制为分析对象，着重阐明了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契约与委托代理理
论、社会资本理论、市场治理理论、知识与企业组织理论、国家理论、经济体制及其模式比较理论、
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理论、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等比较制度分析的主要理论。
本书系统地反映了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紧密追踪比较制度分析理论发展的前沿和最
新成果。
教材编写力求做到观点新颖，体系完整，内容充实，文字简洁，逻辑严密。
    本书可作为经济、管理、法学、政治及行政管理等本科专业和研究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党政管
理部门进行干部培训的参考读物。
    本书赠送教师教学课件，获取方式见书后的“教学支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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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自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有：政治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公司治理、创新经济学、现代资本主义。
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法人资本所有制与公司治理》、《法国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制度经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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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比较制度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以制度、组织和经济体制为分析对象的比较制度分析立足于经济
活动的复杂性和有限理性假说，对制度和组织及经济体制的特点、性质、形成规律及它们的相互作用
和互补性进行系统研究，对制度和组织及经济体制的未来发展做出预测，为制度和组织及经济体制的
创新和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比较制度分析的形成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诞生。
第一节 比较制度分析产生的背景一、比较制度分析是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一）社会主义论战众所周
知，早在20世纪初期，作为经济学体系组成部分的比较经济学就已经产生。
早期的比较经济学主要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如190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
帕累托（Pareto）和他的学生巴罗内（Barone）在《社会主义体系》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
产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了对比。
由于此时社会主义还是一种理论和运动，没有成为现实，所以这时的比较研究带有很浓厚的预言色彩
。
l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设想和预见，而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世界上开始出现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制度，这就为经济制度现实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
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最早发起攻击的，是奥地利学派的著名代表米塞斯（Mises），他在其论文《社会主
义社会的经济计算》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是不合理的，理由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市场，没有
自由竞争，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缺乏经济计算的标准，而没有经济计算，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活动
。
他的这一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以兰格（Lange）、勒纳（Lerner）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对米塞斯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运用一般均衡
理论为武器，结合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完全可以和能够通过计划模拟市
场的方法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而，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纵观比较经济学的早期发展，可以看出，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采用“主义”的分类法进行比较研究。
按照这一方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被看做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彼此之间只有对立，没有共同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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