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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评述近两个半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帝国”中法律现象的观察、分析与研究成
果。
作者选择了亚当.斯密斯的《法理学讲义》作为一系列评述的起点。
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论》、韦伯、康芝斯、科斯、威廉姆森、斯蒂格勒、德姆塞茨等人的论述，向
人们展现了比较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形成、发展及对我们现今社
会的指导作用。
    对科斯的法经济理论的系统评述，是本书第四至第六章的核心内容。
而且，后三章无论是对威廉姆森的新制度经济学，或是对斯蒂格勒的管制经济学，以及对德姆塞茨的
产权经济学所作的评述，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法经济学有关，虽然，这些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当年资本
主义社会不同经济问题时，对法律现象的关注程序不一。
读者可以发现，本书前三章实际上是评介了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或其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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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乃根，男，1955年10月18日出生于上海，法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
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第一届、第二届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1999年12月曾荣获“上海市首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称号。
主要研究领域有国际法、知识产权法、西方法哲学。
已发表的作品：《国际法原理》（专著，2002年）、《当代国际法研究》（主编，2002年）、《新编
国际经济法导论》（主编，2001年第1版、2002年第2版）、《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
政策》（译著，2001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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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澄清的误解第七章 新制度经济学的法律观  一、威廉姆森的新制度经济学  二、新制度经济学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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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大工业生产中的工厂法：个案研究《资本论》第1卷对工厂法的论述，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从其政
治经济学的视野出发，运用上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观察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现
象的个案研究。
马克思说过，他写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在于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一剩余价值规律。
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劳动日的长短有关，而劳动日的长短一直是英国工厂立法的主要内容之一。
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
以由法律控制的。
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
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
”[1]首先，马克思认为工厂立法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关系本身。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买卖。
这种特殊的买卖关系既没有定下劳动日的界限，也没有定下剩余劳动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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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经济学经济学视野里的法律现象》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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