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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卢现祥主编的这本《新制度经济学(第2版)》在第一版基础上增加了制度分析的三种方法，寻租理论：
产权理论的一个扩展，集体行动、利益集团与制度，制度演化的层次及互惠制度与掠夺型制度。
这些内容既可用来分析历史与现实中一些不成功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又可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及转
型国家中的一些现实问题。
此外，《新制度经济学(第2版)》还增加企业理论以及关于非制度因素的分析，对国家理论作了较大的
改动，以更好地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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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制度分析方法适用于所有国家。
制度分析实质上是人的行为分析、利益矛盾分析、人与人关系（生产关系）分析的总称。
制度分析实质上是马克思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方法之一。
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制度分析方面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
诺思是公认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的规律以及制度变量在社会经济运转
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趣的是，诺思的制度理论框架几乎“脱胎”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确实从马克思那里“吸收
”了许多“营养”，并且把它们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尽管从马克思那里“吸收”了“营养”，但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又不同。
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
分析是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要素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强调了不同阶级利益的矛盾以及制
度变迁的革命道路，而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分析则以人类（个人和集体）选择的合理性这一基本假设为
出发点并强调了制度变迁的渐进性。
如何在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制度分析过程中发展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做法无疑会给
我们有益的启示。
第三，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揭示的制度运行和制度演变的规律尽管源于西方历史，但西方世界兴起的
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完善的历史。
因此，他们所揭示的制度规律实际上也就是市场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完善的历史。
当然，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性制度是排他性产权制度。
除基础性制度以外，还有与市场经济“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化设施。
各经济主体因为它们才能够实现规模经济（股份公司、合伙），鼓励创新（专利法），提高各要素市
场的效率（圈地、废除农奴制）或弥补市场的缺陷（保险公司）。
这些制度化设施起到提高效率的作用。
制度既给我们提供行为规范（游戏规则），又给我们带来效率。
这是制度的两大功能。
制度经济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
这个制度变迁的时间需要多长呢？
前苏联的一些天真改革者们曾“幻想”500天过渡到市场经济。
良好的愿望并不总能变成现实。
近几年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到底是“休克疗法”好（前
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还是“渐进式改革方法”好（中国），这确实是值得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
好课题。
这个问题既涉及制度变迁方式的选择，也涉及路径依赖，同时还涉及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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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制度经济学(第2版)》是21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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