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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与法律》一书客观阐述了法律经济学领域各种学术思想的主要观点。
本书不试图支持或反对某种任何特定的思想观点:相反,只是想综述每种学术思想所试图表达的内容。
本书对法律经济学运动中互为竞争又相互补充的芝加哥学派、公共选择理论、制度和新制度法律经济
学、耶鲁学派、现代市民共和主义和批判主义法学分别进行了介绍。
 　　一本法律经济学内不同学术思想的精要介绍。
对国内研究人员、学者、学生了解法律经济学的脉络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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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麦考罗：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经济学和公共政策》一书的合作者。
主要研究领域：法与经济学。
 
　　斯蒂文.Ｇ.梅德玛：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H·科斯传》一书的作者。
主要研究领域：经济学思想史、法与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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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权利、权力和政府    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法律基本上就是权利的创造和再创造。
与这种方法实际的、描述性的特性相一致，制度主义者关注的是权利的(再)创设过程及这个过程对制
定司法一经济决策及行为的影响。
为了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理解权利的重要性，首先，很有必要了解制度主义者的个体对选择和其可任
意采取的行为的决定过程的概念。
    个体决策是个体的机会集的函数，其由“可供选择的行为或选择所组成，每个行为或选择都有相应
的机会成本，而且个体可以任意选择”(塞缪尔斯，1974，第120页)。
然而，这些机会组合也不是没有范围边界的；由于其反映的是人类间的互相依赖和不足，因而，每个
个体机会集都是受到社会中其他个体的机会集的约束，甚至，事实上是由其决定的。
每个个体都需要从尽可能不受约束的机会集中作出选择，并且是依次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个体希望能
控制选择、进而控制其机会集，而同时其他个体的选择也要受到相应的约束。
每种个体决定他或她的选择，决定自身的机会集，并由此作出选择。
另外，还将影响其他个体的能力范围，这是一个相互影响过程的结果，其中影响力简单地说就是个
体A在未经个体B同意的情况下，影响个体B的机会集的能力。
个体所能行使强制性的能力，依次地是个体权利的一个函数，可被定义为“行使选择的方法和能力”(
塞缪尔斯，1972b，第65页)，而这种权力是相对于其他人的权力而言的。
因此，“个体试图在其机会集中选择一个受约束的最大化均衡，其是相互影响的制度总体的函数，而
且是以个体间的相对权力为基础的”(塞缪尔斯，19’72b，第65页)。
甚至，权力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应变量，其是依据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存在和演进的机会集而作出的
选择的函数(塞缪尔斯，1972b，第66页)。
    机会集的演进和重新定义通过面对冲突时的权力和相互强迫的谋策将会使潜在的、必须被解决的争
议显现出来。
例如上游的污染工厂对生产技术选择，将影响甚至与下游用水者活动的选择产生冲突，反之亦然。
上游用水者不可能行使不影响下游用水者选择的选择方案，反之亦然。
此类冲突的解决将导致创设和分配(或重新分配)法律权利，其将决定个体自由选择的范围，并允许个
体对他人的选择施加强制性影响。
因而，权力、强制力及相应的机会集和选择结果都是权利的一个函数。
    利益冲突解决中的权利起源为前面提出的权利带来了双重特性——“那么有权利人的机会集的增加
，而另外那些受强制的人机会集收缩”(塞缪尔斯，1974，第122页)。
事实上，每次司法变革都会导致收益和成本、一些机会集扩大、另一些机会集收缩。
因此，外部性是普遍存在和相互的——任何一次(重新)界定、(重新)分配或一次程度性的权利行使的
变革，都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而外部性仍然存在，只是发生了移动。
因此，在制度主义法经济学中，财产法、侵权行为法和契约法体系并不提供对外部性的解决办法，而
只是判决，如外部性，从而将收益和损害的分配通过权利的司法界定引导向一个特定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了一个核心的和不可缺少的角色，因此，权力并不是权利，因为它们是预
先存在的，而权力又确实是权利，因为有政府给予保障。
[16]因此，权利与“在对它们的确认和解释中所固有的司法限制，由其他人行使他们的权利及司法和
非司法的变革”(塞缪尔斯，1974，第118页)相联系并由其决定。
每个这些因素都是权利创设(及重新创设)过程的一个函数，因而，也是个体通过政府的管理和控制来
彻底巩固权利(或其中的变革)能力的函数。
因此，政府成为了那些寻求私人司法和经济增益或利益的一个控制体，“一种通过相对权利，及由此
而来的市场(固定收入)状况的模式是有给定效果的”(塞缪尔斯，1971，第441—442页)。
因而，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政府较多或较少的问题，而是哪些人的利益是政府应通过法律予以保障即
通过权利的创设和再创设程序。
因此，制度主义者认为类似于管制、放权管制及政府干预的术语是一种误导，因为政府无所不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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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布赖迈耶，1991)。
虽然经常会说采用车间安全规则构成了政府对市场的一种干预，但制度主义者声称此类活动所代表的
仅仅是一种权利的转变(或政府所保障的利益的改变)——一种扩大工人的权利／卡几会集，并收缩雇
主的权利／机会集的运动。
这个议题是关于谁将会拥有通过政府来使其获得收益的权利和谁能通过政府来保障其权利的实现。
在塞缪尔斯看来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谁能控制并使用司法和经济的联结来控制司法和经济的连贯性和变
革性(塞缪尔斯，1971，第440页)。
P15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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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你没有记分卡，就无法告诉选手分数”，看棒球比赛的观众这样说过。
麦考罗和曼德姆在本书中不仅提供了记分卡而且更多：芝加哥学派和纽黑文学派的反对者、公共选择
学派和公民共和主义学派的反对者、制度和新制度经济学派以及作为对各种不同经济学研究的后现代
制衡的批判法学派所提供的主流思想史和框架。
                ——保罗-H-布里茨克《瓦尔帕莱索法律评论》        本书提供了关于法经济学主要轮廓的精彩
介绍。
⋯⋯它特别被推荐给那些对于这一学科各个方面简短且丰富的评论产生兴趣的读者。
                ——汉斯-伯恩-谢弗《制度和理论经济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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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编辑推荐：经济决定社会发展的进程。
经济学不仅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研究方法，甚至是一种思维方式。
像其他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一样，经济学的方法可以、应该，而且已经是“天下之公器”。
法经济学，正是经济学作为研究方法在法学领域成功运用之后结出的革命性成果。
国内对于法经济学的研究正开始受到关注，《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则恰好提供了法
经济学主要学术思想的精彩介绍，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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