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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历史主义经济学究竟是什么一种经济学呢？
至少在我看来，它并不新鲜，它只不过在正统的经济学分析中加进了历史视角，也因此，它所研究的
经济人，是&ldquo;历史理性&rdquo;的经济人。
所谓历史理性，有这样一层含义：经济人不仅是理性的，也是&ldquo;习俗的&rdquo;、&ldquo;惯例
的&rdquo;和&ldquo;制度的&rdquo;，而习俗也好，惯例也好，制度也好，它们的形成都是&ldquo;历史
的&rdquo;，是可以由此往上&ldquo;追溯的&rdquo;。
重要的是，在我的分析框架里，这类习俗、惯例，抑或制度等诸多因素，全是&ldquo;内生的&rdquo;
，而绝非或不仅仅是&ldquo;外生给定&rdqu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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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历史维度中的组织演进与效率原则：文化类型与意识形态的决定性要素的相关阐释
　一、总的说明：“历史理，陆”何以可能而且必要?
　二、诺思与格雷夫的研究路径：意识形态或心智模式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
　三、新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
　四、可能的研究进路和逻辑结构
　　(一)马克思理论范式：继承、补充与发展
　　(二)组织演进理论分析史与“三个学派”
　　(三)组织演进的分析结构或逻辑：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
　五、经典案例的非经典“常谈”：意识形态与制度选择
　六、结语：理论及可能或可行的研究
第二章　组织演进与制度变迁：文献史与理论分析史——古典、新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及
比较
　一、总的说明：为什么是逻辑的“分析史”而非罗列(简单排列)的“思想史”
　二、古典学派
　　(一)斯密
　　(二)康芒斯
　三、介于古典与新古典之间的马歇尔
　　(一)作为进化论者的马歇尔
　　(二)评论
　四、效率替代学派：企业性质与企业演进：奈特、科思等人的探索
　　(一)组织演进=效率替代?
　　(二)评论
　五、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效率替代学派：布坎南与奥尔森
　　(一)布坎南和奥尔森的“演进”思想
　　(二)评论
　六、演进学派：马尔萨斯和凡勃伦
　　(一)马尔萨斯及其评论
　　(二)凡勃伦
　七、偏离新古典经济学之演化理论：演进学者阿尔奇安和赫西列夫
　　(一)阿尔奇安
　　(二)赫西列夫(jack hirshleifer)
　　(三)评论
　八、历史在演进中进行：诺思
　　(一)理论与史料的“经验实证”
　　(二)评论
　九、进化博弈理论：青木昌彦的启示
　　(一)青木昌彦的“理论结构”
　　(二)评论
　十、马克思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和生产方式演进
　　(一)生产方式演进
　　(二)评论
　十一、结论
第三章　理论和实证之间：传统社会下私人交易治理机制演进的比较经济史考察——以格雷夫经济史
理论评析为中心
　一、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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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文化信念、商人组织支撑的交易治理和市场拓展
　三、作为多边声誉机制的行会
　四、社群组织与非人格化交易的发展
　五、作为“私序”的国家
　六、传统社会中的日本和中国：文化信念、交易与社会经济组织
　七、结论
第四章　作为公共品的组织的性质
　一、导论
　二、作为公共品的组织的性质：互惠、共容与交易
　三、权利、权力与交易均衡
　　(一)两人组(织)的讨论：权利、交易与均衡
　　(二)权力与可置信威胁
　　(三)三人乃至n人组合(织)的讨论：权利、权力与共容利益
　四、选择性激励：惩罚与补偿
　　(一)扭曲性激励：惩罚、补偿和中庸策略
　　(二)组织惩罚：公共品博弈中的“一报还一报策略”
　五，实例
　　(一)家庭
　　(二)封建行会
　　(三)庄园制
　　(四)汉萨同盟
　　(五)马格里布商人联盟
　　(六)人民公社
　　(七)联产承包制
　六、结论
第五章　组织演进的逻辑：一个新的历史主义分析视角
　一、问题概要
　二、组织、组织演进与制度变迁的经济解释
　　(一)组织(organization)
　　(二)组织演进(organization evolution)
　　(三)制度变迁(institution change)
　　(四)历史主义的分析：对“古典化”的“杨小凯范式”的评论
　三、组织演进的纯逻辑
　　(一)正统博弈论中的“历史”与新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
　　(二)合约选择、效率替代与组织演进“历史性质”
　　(三)马克思定理及其政治经济学解释
　　(四)历史过程中的多阶段或多重博弈均衡
　　(五)组织演进的动因
　　(六)组织演进纯逻辑
　　(七)组织演进的“交易成本结构分析”
　　(八)小结：历史理性假说下的“组织演进”
　四、历史主义演进逻辑的博弈论解释
　　(一)道德与演进
　　(二)组织演进与多重均衡
　　(三)企业家类型、工人类型、权力博弈与组织结构：来自青木昌彦的案例
　　(四)有关企业家的简短讨论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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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制度不确定性与组织行为
　一、总的说明
　二、不确定，陆的简要说明
　　(一)“不确定性”的一般理论说明
　　(二)有关“不确定性”的经典理论
　　(三)几点评析
　三、组织行为：不确定性、风险与选择
　　(一)不确定性、历史理性与历史主义的分析
　　(二)不确定性与组织行为凋整的基本逻辑
　四、转轨问题：制度不确定性对企业家和组织行为的影响
　　(一)状态依存的制度
　　(二)潜规则与制度不确定性
　　(三)制度不确定性、潜规则、交易成本与产出率
　　(四)制度不确定性：图形的进一步解释
　五、不确定，陆与组织选择
　六、不确定性：历史与现实
　　(一)融资问题
　　(二)租赁和劳动市场中的“承诺问题”
　　(三)进入与退出问题
　　(四)企业内部问题
　　(五)一个案例的简要讨论：制度企业家迈高文
　七、结论：不确定性与历史主义分析
第七章　似乎与本书主题相偏离的话题：思潮与组织演进编年史——1949年以来的政治与经济政策的
路线
　一、导论：政策源流考
　二、毛泽东式的政治经济学
　　(一)土地问题
　　(二)政治制度与国家战略
　　(三)所有制
　　(四)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
　　(五)价值和价值法则(规律)
　三、论十大关系：社会主义的探索
　四、“毛泽东式工业革命”的后果
　五、计划与市场：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一)改革的政治经济学：1956—1979年
　　(二)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逻辑：1979—1992年
　六、转型的政治经济学：1992年至今
　七、结语：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
附录：历史上的“官商”：一个经济学分析
　一、有关官商问题的综述
　二、西汉简史与“官商”的缘起：财政波动与帝国财政选择
　　(一)基本理论框架
　　(二)西汉的财政
　　(三)汉武帝时期的灾荒与战争
　　(四)“官商合一”制度安排的后果
　　(五)基本结论
　三、“官商合一”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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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解析“行政效率”
　　(二)“宫商合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三)史料说明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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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纪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法律的、产权和治理上的保护，但它们的作用只是作为一种文化、信念和
制度上的&ldquo;遗产&rdquo;和&ldquo;起点&rdquo;，中世纪热那亚等城邦形成的交易治理机制并非就
是古代欧洲文化传统的翻版（中文版，2008）。
这是因为进入11世纪以后，欧洲开始进入了被罗伯特&middot;巴特列特所称为的&ldquo;欧洲的欧洲
化&rdquo;时期（本内特&middot;霍利斯特，2007）。
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基督教势力在整个欧洲的扩张，教会通过采取禁止近亲结婚、鼓励把遗产捐
给教会，谴责扩大家庭等做法，逐步弱化了家族组织，&ldquo;到了中世纪晚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
社会组织不再是欧洲制度合成体的中心（格雷夫，中文版，2008）。
在&ldquo;欧洲化&rdquo;背景下的十字军的东征也极大促进了个人主义文化的发展。
对于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来说，&ldquo;十字军东征&rdquo;既是宗教战争，更是一场贸易扩展运动
。
通过战争手段，热那亚、威尼斯不仅将原来控制地中海地区贸易的穆斯林和拜占庭商人彻底赶走，而
且还将自己的贸易势力扩张到了君士坦丁和耶路撒冷，在那里建立殖民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远程贸
易和天主教与穆斯林之间的非人格化交易。
&ldquo;十字军东征&rdquo;还是一场文化上的沟通和交流，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高度发达的文化虽然一
度衰落，但它一直被拜占庭和伊斯兰所继承，十字军进入该地区后，许多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文献被
重新传人欧洲，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和以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又重新进入
了欧洲人的视野（本内特&middot;霍利斯特，中文版，2007）。
因此，正如格雷夫指出，大约在12世纪，欧洲人已经重新&ldquo;发现了个人&rdquo;。
这个个人主义的重新发现过程伴随着一个宗教战争、人口增长和移民的过程，也伴随着海上和陆路贸
易的逐步扩展，同时更反映了教会作用的增大（1994；2008）。
　　通过对个人主义策略和集体主义的多边惩罚策略的对比，格雷夫指出，在个人主义均衡中，代理
人被认为是无差异的，而在集体主义均衡中，参与者被认为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做出反应
，这些文化信念与博弈均衡相对应，所以他们都是可以自我实施的，而且，每种文化信念必然会产生
不同的工资水平、执行制度以及不同的对信息进行投资的水平（Greif，1994；中文版，2008）。
因此，不同的文化信念产生了不同的交易治理结构，而治理结构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对既存的文化信
念产生了&ldquo;锁定&rdquo;作用，因此，个人主义文化信念在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又&ldquo;复
活&rdquo;了。
　　&hellip;&hellip;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组织与制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