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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瑞士和日本的山林公地能维持几个世纪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稳定，而土耳其的近海渔场却屡
屡因过度捕捞而发生冲突？

　　为什么菲律宾桑赫拉的农民能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公共灌溉系统，而美国加州政府却迟迟无法解决
地下水的过度使用问题？

　　面对哈丁的“公地悲剧”，一些人建议由“国家”对绝大多数自然资源实行控制，以防止它们的
毁灭；另一些入则建议把这些自然资源私有化就能解决问题。
但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是：无论国家还是市场，都未能成功地解决“公地悲剧”；反而是许多地
方和社群中的人们，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对某些资源系统成功地实行了适度
治理。

　　那么，对于一个地方和社群中互相依赖的公民而言，如何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自我组织和治理，
从而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对此，《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讲)》通过对各种成败案例的实证考察，首次系
统地总结了人们用以分析公共事物解决之道的理论模型，并从博奔的角度探索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
主治理公共资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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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化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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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几乎每一周都有关于宝贵的自然资源遭受毁灭性破坏的重大新闻。
例如，1989年6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在距新英格兰海岸150英里的乔治滩出现的过度捕
捞问题。
现在捕获到的鳕鱼、比目鱼和黑丝鳕的数量只有60年代的四分之一。
每一个人都知道主要问题出在过度捕捞；但是，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却无法就问题的解决达成共识。
国会的代表建议制定新的国家法律，尽管已有的法律也只是间或得到执行。
渔民的代表则认为，如果联邦政府过去不是经常企图管制渔业，渔场的状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糟。
这个案例所反映的问题，与其他许多案例所反映的问题一样，都在于如何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加以最佳
限制，以确保它们的长期经济价值。
提倡中央政府管制、私有化和由有关人员自主管制的人，在各种不同场合表达了他们的政策方案。
 类似情况发生在不同范围内，小至居民小区大至整个星球的。
怎样才能对由许多个人共用的自然资源实行最佳治理的问题，无论在学术殿堂上还是在政治世界中，
都未得到很好解决。
有些关于“公地悲剧”的学术文章，建议由“国家”对绝大多数自然资源实行控制，以防止它们的毁
灭；另一些人则建议把这些自然资源私有化就可解决问题。
但是人们在世界上看到的是：无论国家还是市场，在使个人以长期的、建设性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系
统方面，都未取得成功；而许多社群的人们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却在一个较
长的时间内，对某些资源系统成功地实行了适度治理。
 我们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工具或模型去充分理解与自然资源系统治理和管理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为
什么有些制度在有些场景下能顺利运作而在另一些场景下却不能顺利运作的原因。
本书的目标是：（1）对已经运用于许多自然资源治理政策分析的基础进行评判，（2）列举治理和管
理这些资源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实例，（3）着手开发更好的认识工具，以搞清为管制许多不同类型
的资源而设计的、自主治理制度安排的潜能和局限性。
为此，我将首先描述经常用来为政府或市场解决方案提供根据的三个模型；然后，对这三个模型提出
一些理论上的和经验上的替代选择，以具体说明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存在的各种解决方案；最后，用制
度分析的方法解释不同社群中的人们是如何形成公地治理的不同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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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公共池塘资源和公共财产制度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学者、官员和公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
”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实际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就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始作俑
者之一。
奥斯特罗姆教授的贡献在于综合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同时又超越了政治学和经济学。
针对市场失败的政治解决方案远远多于简单的新霍布斯福利经济学的观念。
　　——肯尼斯·J·阿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奥斯特罗姆夫妇
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早就非常著名了。
政治学、行政学和经济学，乃至社会学的学者和学生，他们的著作都是必读的，引用率很高。
最近中央国家机关读书，还把他们的著作列为阅读书目。
说明他们的著作，对于中国的政策实践，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毛寿龙（政治学教授、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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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是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的代表作，是
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作，也是战后引证率最高的四部政治学著作之一，获奖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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