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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经济学流行的研究方法强调当今经济中的某些新特征或迄今被忽略的解释经济发展的变量
。
在第一个范畴中，我们采用了新经济的通用分类，如计算机经济、信息经济、全球经济等；在第二个
范畴中，我们采用了一些比较古老的术语，诸如看不见的手、剥削、自由贸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
等，当然也采用了一些最新的术语，如势力均等、交易成本、寻租、新地理、新贸易理论、社会资本
和其他类似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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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终身教授阿兰·斯密德（AllanA.schmid）博士的最新力作。
作者以非凡的勇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众多观点提出了质疑，扩大了人们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认识的视野
，向读者展示了新颖的观点。
本书内容丰富多彩，既有对行为经济学、制度与组织的分析，又有人类相互依赖的根源、方法论、市
场、技术与增长及劳动制度的阐述，更有对宏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变迁分析的展望。
作者从信息不完全性，有限理性等假设入手，采用其建立的独特的研究制度与绩效之间关系的范式—
—SSP范式，即状态—结构—绩效范式，并把它作为一个通用范式的应用到政治制度、宏观经济制度
、劳动力制度、技术制度等方面，为开展制度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制度框架。
作者不仅构造出完整的理论框架，而且采用了大量的案例分析，案例包括了一些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等方面的制度分析，因此中国读者阅读此书可能倍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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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兰·斯密德（AllanA.schmid），生于1935年，1959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获博士学位，1956—1964
年、1964—1968年分别为密歇根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和副教授，1968年以来，为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提出了状态—结构—绩效分析范式。
在有影响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8部，代表作有《财产、权利和公共选择》（中文
版于199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行为与制度经济学》：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
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美国国会和农业部等的顾问或者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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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制度影响分析中，制度是自变量；在制度变迁分析中，制度是因变量。
好的理论应该能够明确制度变量，并为建立制度变量与理论确定的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这
是本章要分析的主要内容，也是第4章影响分析和第11章变迁分析进行深入讨论的基础。
　　制度与组织不是生产要素　　当我们开具产品与服务生产清单时，除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品以
外，并没有包括制度在内。
物品只能通过物质生产出来，制度与组织是精神因素，影响人类组合和生产物品，但不是魔力般、额
外的成分。
几年前，经济学家对他们计量的物品投入变化不能解释物品产出变化的事实备感困惑，许多经济学试
图增加剩余变量，并把它称之为技术，但这种处理方法表明投入是不确定的，因而我们采用了一个模
糊的术语。
技术可以体现在次要过程，并解释为生产特定技术条件，但是依然存在疑问：包括新机械及其研究经
费纳入同一生产函数是否属于重复计算。
　　以农业生产为例子，玉米生产需要种子、土地、劳动力和机械。
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在不断变化，杂交种子替代了自然受粉的种子。
如何确定这一变化呢？
难道我们要在生产函数中增加称之为技术的神奇的变量吗？
不需要，如果我们把种子恰当地称为投入，事情就豁然开朗了。
这显然，杂交种子和自然受粉的种子属于两种不同的投入，不能把杂交种子和培育它的研究支出加在
一起作为玉米生产的投入。
　　经济学家们对劳动力投入也面临同样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投入的质量发生变化，劳动力简单地以小时来确定，我们应该在生产函数中
增加称之为人力资本或者教育的神奇投入吗？
不需要，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劳动力技能、投入强度和时效性合理地确定劳动力投入，事情便非常清晰
了。
　　如何评价劳动的动机呢？
生产函数应该包括大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工作小时数加上与动机、监督、激励有关的制度变量吗？
不需要，进入生产函数的只有经过仔细确定的作为物质投入的劳动力，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问随着时
问的推移，特定劳动力质量如何体现出来以及如何与其他投入及时地结合起来的问题，这是一个制度
事宜。
反过来，特定生产函数的内容是一个制度函数。
　　生产函数玉米产出（杂交种子、有文化的劳动力人时、特定质量的土地面积、特定马力的拖拉机
，等等）　　有文化劳动力的特征可以进一步表述为准时、认真等。
　　详细的制度可以进一步弄清上述生产要素如何实际地体现出来。
可以解释为什么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力专心工作或心不在焉。
　　制度影响函数有文化的劳动力实际投入工作时数一厂（包括职工非正式习惯、正式权利、职业标
准等在内的劳动力制度）　　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因变量之间关系不是决定性函数，而是
推动性的，因此上式中的“厂”应当读为自变量推动因变量的实现。
　　反过来，每种说明都必须得到解释。
为什么是产生特定的劳动力制度而不是其他制度呢？
这是制度变迁分析的领域。
　　制度变迁分析劳动力制度=f（大规模生产状态、排他成本、意识形态、政治规则⋯⋯）尽管制度
不属于生产要素，但是没有独立于制度的生产函数。
同样，厂商是组织，虽然其过程影响可操作生产函数的实际内容，但不是生产函数。
同样的道理，虽然管理人员影响可操作物质生产函数，但是管理不是生产函数的一种投入。
在一定意义上，谈论“组织资本”（Tomer，1987）令人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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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束与规则一项制度是结构化的交易和人类关系，常常采用确定机会束的规则与位置等进行描
述。
规则可以表述为“在条件Z下，如果出现x，则做Y。
”比如，我们说个人A拥有某种物品，但是，这里不是说个人A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属
于物质生产函数的范畴，而是说个人A和个人B之间的内在认知联系。
如果采用凡勃伦的制度定义——一些主导的、永久的思维或者行为方式，所有关系可以解释为B避免
与上述有形商品相关的行动，这是A的机会束，这种情况下，B可以由许多人组成。
如果规则很难变动，那么这种关系可能是比较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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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制度问题在中国的学术界并不陌生，但是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制度则还是比较新的学问。
研究制度将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
一个是更宏观的方面，比如研究宪法、道德和文化。
另外发展方向就是更微观的方面，即行为经济学。
根据阿兰·斯密德的解释，制度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行为科学的基础上的。
只有将从宏观到微观的全过程作全面研究，我们才能对制度有透彻的了解。
所以本书既讨论国家，市场，宪法等问题，也讨论刺激，信仰，暗示等心理过程，在中间层还研究交
易费用，囚徒困境，环境保护等等。
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对我国制度科学的进一步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茅于轼　　制度究竟是如何起源的？
这一问题一直就困扰着制度经济学家。
斯密德在这本前沿著作中初步给出可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
他认为，制度研究必须引入心理学基础，从制度结构、当事人行为、绩效之间的关系中探求制度的起
源和演化。
为此，斯密德给出可一个制度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解释。
这本书代表了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探索，诺思、维特、威廉姆森等代表人物近来纷纷转向这一领
域，足见作者高屋建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周业安　　心理行为层面的讨论及立宪性
秩序层面的讨论，应当是推进制度经济学发展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基本点，制度经济学的最前沿进展也
基本体现在这两个层面的讨论上。
而本书则把这两个层面的讨论融合在一起，构建了制度经济学的最新框架，有志于进入制度经济学领
域的读者，确实应该首先读一读这本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唐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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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代表了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探索，诺思、维特、威廉姆森等代表人物近来纷纷转向这一领域
，足见作者高屋建瓴。
制度究竟是如何起源的？
这一问题一直就困扰着制度经济学家。
斯密德在这本前沿著作中初步给出可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
他认为，制度研究必须引入心理学基础，从制度结构、当事人行为、绩效之间的关系中探求制度的起
源和演化。
为此，斯密德给出可一个制度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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