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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产权安排与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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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根据各相关产权主体的经济条件和具体环境界定产权 ,政府重点应放在产权保护上。政府保

护哪些产权应根据如下原则 : (1)保护自愿交易 (无强制、欺诈)中的交换价值或物品 ; (2)保护资源及其使用

中的增殖价值 ; (3)保护人及其不断提高的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必须保持有经济效率的产权安排。

关键词 : 经济效率 　产权 　产权安排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明确指出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

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是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 ,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

基础。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产权安

排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使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源发生根本

性置换 ,让企业和个人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

一、产权安排与经济效率的内涵

11 产权的涵义

产权的定义很多 ,但据现行的法律和经济学界基本上认

同的产权定义为 :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而是指由

物的存在以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

的行为关系。①

产权的这一定义 ,说明了产权是人们之间的关系 ,这一

定义适用于所有个人相对于别人所拥有的权利。例如我有

一台计算机 ,产权确定的不是我与计算机的关系 ,它确定的

是我与其他人在使用这台计算机权利问题上的关系。②

产权有私有产权、共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等几种形式。私

有产权是对必然发生的不相容的使用权进行选择的权利的

分配。③对于使用权可以相容的权利的分配 ,就应该用共有产

权和公有产权。如道路、江河等 ,我的使用并不妨害你的使

用 (有负外部性除外) 。

产权安排就是确定人对产权对象各种权利约束的行为

规范 ,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④

21 经济效率

经济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

系。这里的产出和收益不是指任意的物品 ,而是指产出给人

们带来的满足即效用 ;投入和成本是指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

生产一定的产出所需要的资源 ,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

经济效率包括两方面含义 :一是技术效率 (X 效率) ,即生产

者在既定资源的条件下 ,生产出最大的产出量 ,或者是在既

定的产量条件下 ,所用资源最少 ;二是配置效率 ,即一个经济

社会把资源合理地分配给社会的不同生产者 ,其产出最大限

度地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要。

从一个社会的静态来看 ,西方经济学对以上两种经济效

率用帕累托效率进行解释 ,即一个社会在某一个时点上 ,若

所有的帕累托改进都不存在 ,则称此状态为帕累托最优状

态 ,亦称此社会的经济运行是有效率的。否则 ,经济运行就

是无效率的。

二、关于产权安排与经济效率相互关系的理论

11 科斯定理

斯蒂格勒将 R. H.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表述的核心

思想概括而成“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费用为零 ,不管权利

初始安排如何 ,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那些财富最大化

的安排 ,即市场机制会自动地驱使人们谈判 ,使资源配置实

现帕累托最优。但科斯的本意是要研究在交易费用大于零

的世界里的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交易费

用大于零的世界里 ,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

配置。可是 ,怎样的产权初始配置才是最有效率的 ? 科斯并

没有作出清楚的说明。对此问题 D. C. 诺思的分析进了一

步。

21 诺思的历史解释

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 ,“有效率的经济

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

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⑤。而要保持有效率的经

济组织 ,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 ,以便造成一种

剌激 ,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等于社会收益率的

活动。⑥诺思在《1600 - 1850 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

文中根据实证统计分析指出 ,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

有多大变化 ,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便利 ,市场经济更趋完

善 ,船运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变迁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 ,最终

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获得极大的提高。诺思还研究了荷兰、

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的经济发展历史 ,指出经济增长之

所以没有在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出现而首先在荷兰和英国出

现 ,是因为荷兰和英国最早进行了产权制度方面的改革 ,而

法国和西班牙没有做到这一点 ,因此 ,它们在竞争中落伍了。

从诺思的分析中我们清楚看出 ,什么样的产权安排最能

促进经济效率 ,那就是保证私人收益率等于社会收益率的产

权安排。诺思的这一种产权安排给出了经济运行中激励的

重要性。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前提下 ,保证私人收益率

等于社会收益率的产权安排 ,给了产权主体最大的激励 ,也

就保证了资源一定会流入最有效率的用途上。

但是 ,尽管诺思作出了以上的分析 ,可他没有说明由于

外部性、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的不断变化 ,人们不可能一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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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逸地实现私人收益率等于社会收益率的产权安排。在这

方面 Y. 巴泽尔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31 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

巴泽尔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经济制度。他认为一切

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 ,都可以放在产权的框架里来分析。产

权界定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 ,在产权被完全界定时 ,交易成

本一定为零 ;在交易成本不为零时 ,产权就不能被完全的界

定。巴泽尔从对奴隶制的分析中深刻地论证了这一观点。

当时从法律上说 ,奴隶本身是其主人的财产。但奴隶能为自

己积累一些财产 ,有些奴隶还能积累到一定程度 ,为自己赎

身。之所以能够如此 ,是由于奴隶主对奴隶并不享有绝对的

所有权。因为产权的界定是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的。奴隶

主要享有对奴隶的所有权 ,必须要花费大量资源 ,即要花费

人力物力来监督奴隶的劳动、维持奴隶的消费、防止奴隶逃

亡等等。随着这笔费用越来越大 ,为了节约成本 ,奴隶主就

只好采取监督奴隶的产品 ,而不再去监督奴隶的劳动过程。

这就事实上把一部分权利还给了奴隶 (即劳动产品的剩余

权) 。这对奴隶主和奴隶都是有利的。

那么 ,什么是有效率的产权安排呢 ? 巴泽尔认为 ,由于

产权不可能得到完全界定 (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 ,部分

有价值的产权属性就会处在公共领域中。这就给各方攫取

公共领域中有价值的产权提供了可能。巴泽尔给出了最有

效率的产权安排的一般原则 ,即产权客体的单个属性将被置

于通过控制属性能更容易地影响产出净价值的一方的控制

之下。巴泽尔用土地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的三种合同论证

了这一点。在土地是均质的、劳动者是不均质的情况下 ,则

用租佃合同就最有效率。如果用工资合同 ,工人就会通过偷

懒而获益 ,使产出减少。反过来 ,如果劳动是均质的、土地是

不均质的 ,则用工资合同就最有效率。第三种合同是分成合

同 ,它的优缺点同上两种合同比较可知 ,只有在特定的情况

下 ,使用分成合同才有效率。事实上 ,农产品种植过程中 ,土

地、劳动都不是均质的 ,且各种因素在不断的变化 ,则最有效

率的合同安排 (即剩余索取权的安排) 也要根据各种因素的

变化而不断作出调整。如当某地开始试种一种新作物时 ,工

资合同就最有效 ,因为剩余索取权界定给地主 ,由地主承担

新作物种植的风险要优于农民。一旦新作物普及后 ,工资合

同就不是最优的了 ,就应该用租佃合同代替工资合同。

从巴泽尔的分析可知 ,因交易成本的存在 ,产权不可能

清晰界定 ,也不可能找到一种最有效率的产权形式一劳永逸

的界定。那应该以怎样的产权安排来保证经济效率呢 ? 对

此巴泽尔没有作出说明。其他新制度经济学者作了进一步

的论证。

41 其他新制度经济学者的论述

张五常提出 ,在资源是私有财产的给定条件下 ,合约安

排的选择是为了在交易费用的约束下 ,使从风险的分散中所

获取的收益最大化。由此论证了分成合约也是有效的。他

认为 ,“对任何一种资源 ,都有许多人对它的所有权进行竞

争 ,每个潜在的买者和使用者不仅拥有对资源的可供选择的

使用的知识 ,而且也具有关于使各种资源进入生产过程的不

同合约安排的交易费用知识 ⋯⋯市场对所有权的转让所进

行的竞争执行两种主要的合约功能 :第一 ,竞争汇集了所有

潜在所有者的知识 ———即关于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及使用

的知识 ,产权的可转让性则保证了可以利用最有价值的知

识。第二 ,潜在的合约参与者之间的竞争以及资源所有者有

能力转让其使用资源的权利 ,则减低了执行一个合约条款的

成本。”⑦

从张五常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得出保持经济运行高效率

(即资源不断流向最有价值的地方) 的几种必要条件 ,从中给

出产权安排的启示。第一 ,资源的使用必须是竞争性使用 ,

保证资源流入到能让其发挥最大价值的知识者手中。第二 ,

所有者有转让资源的自由权 ,这降低了资源流入到最有价值

的地方的交易成本。第三 ,资源 (产权客体) 必须有能对其负

责的产权主体。这是张五常论述中的前提条件。虽然产权

不可能清晰界定 ,但资源 (产权客体) 不能不界定。巴泽尔定

义的“公共领域”中的产权属性不能界定 ,但“非公共领域”

的产权属性都能界定。资源 (产权客体) 的各种属性只有界

定了 ,才能流到最有价值的地方 ,产权界定是资源发挥最大

效能的前提条件。随着技术和环境以及知识的变化 ,某一资

源利用最有价值的地方也会发生变化 ,资源向更有价值的地

方流动也是从巴泽尔定义的“公共领域”中的某些产权属性

被界定开始的。“公共领域”中的某些产权属性原先因计量

技术等各种原因不能界定 (或界定的成本很高) ,现在因环境

或技术的变化使得界定的成本低于收益 ,这些属性就能界定

了 ,资源也就能向更有价值的地方转移。第四 ,有保护收入

的制度安排。如果利用自己的知识将资源运用到最有价值

的地方而获得的收入得不到保护 ,那么产权主体就没有动

力 ,经济运行肯定没有效率。那么保护制度该如何安排 ? 也

就是该保护怎样的收入呢 ? 按照帕累托的思考路径 ,保护使

任何其他人不受损而获得的收入 ,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

的。

H. 德姆塞茨认为 ,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

的权利。通过生产更优质的产品而使竞争者受损是被允许

的 ,但是如果诋毁他人就不行了。一个人即使被允许去诋毁

他的入侵者而受益 ,但是他在一个价格下限下销售产品则会

受到禁止。⑧

从德姆塞茨的论述中可知 ,产权界定就是界定一个人受

益或受损的权利。但一个社会有很多人 ,每一个人又因环境

不同及变化的多样性有很多种权利要界定 ,我们不可能对每

一个人的权利做列表式的界定 ,只需找出产权安排的一般原

则。可是德姆塞茨没有给出一般原则 ,但 A. A. 阿尔钦对此

有较详细的分析。

阿尔钦认为 ,“一个成功的分析私有产权的框架已对一

个私有财产体制下经济资源使用的引导与协调方式给出了

解释。⋯⋯这在圣经上表述为‘偷不应该为窃’,或在数学上

表述为对一个物品的交换价值的保护。”⑨从此文中我们可得

出一条保持有效率的产权安排的一般原则 ,即保护物品的交

换价值。如一个物品张三卖给李四 ,李四又卖给王五 (自愿

交易、没有强制) ,李四从中赚了一笔交换价值 ,好像是李四

从张三 (如果张三直接卖给王五)那里偷得的 ,但这笔交换价

值应该保护 ,实质上这是张三和李四的知识和信息差别所致

的 ,这就是“偷不应该为窃”。

阿尔钦还指出 ,“人为的或不必要的限制不是私有产权

的基础 ,而且 ,由于这些限制往往只是对一些人的限制 ,那些

没有受到如此限制的人就从其他一些受到了不必要限制的

人的行动中获得了一种法律上的垄断权。”⑩从此文中我们也

可看出 ,产权安排的前提是 ,不要对私有产权加以人为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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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实质上限制缩小了资源使用的选择权 ,就会破坏资源的

一些有价值的使用。

但是阿尔钦的原则不能解释德姆塞茨提出的“通过生产

更优质的产品而使竞争者受损是被允许的”和“诋毁他的入

侵者而受益也是被允许的”这些事例。因此 ,本文在此基础

上提出一些思考。

三、有效率的产权安排的一般原则

在市场经济中 ,经济运行有效率 ,就是资源能不断流到

最有价值的用途上。要保证这一过程不断发生 ,必须做到两

点 :第一 ,产权主体不断将资源投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 ;第

二 ,保护产权主体将资源投到最有价值用途上而获得的收

益。做到这两点的关键又是资源如何流到以及以什么成本

流到产权主体手中 ,这就是产权安排问题。

产权安排包括产权界定和产权保护。根据前面的理论

综述可知 ,产权不可能清晰界定 ,即使能清晰的界定 ,也不可

能找出一种有效率的形式而一劳永逸的界定 ,因此作为有强

制权力的政府在产权安排上重点应放在产权保护上。关键

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产权应该受到保护 ? 要弄清这一问题 ,还

得从产权界定着手。

巴泽尔认为产权不可能界定清晰 ,是因为行使产权的各

种权利都要付出成本 ,当行使某种权利的成本大于收益时 ,

人们就会放弃这种权利 ,使之留在巴泽尔定义的公共领域

里。但是产权又不能不界定 ,不界定就存在较大的外部性 ,

就不能保证资源最有效率的使用。实际上巴泽尔也没有指

出所有的产权都不能清晰的界定 ,只是在行使某种权利的成

本大于收益时才不能界定 ,当行使某种权利的成本小于收益

时是能清晰界定的 ,也应该清晰的界定。实际上产权是在不

断的界定、不断的放弃中运行的。界定和放弃取决于交易双

方的判断力和交易费用 ,这一过程也就是资源配置的优化过

程。

那么 ,这些能清晰界定的产权由谁来界定 ,怎样界定 ?

我们认为在一个有一定产权基础、政治稳定的社会中 ,不应

该由第三方力量 (包括政府)来界定 ,而应该由相关当事人来

界定。问题是相关当事人怎样界定才能受到国家法律的保

护 ? 对此必须找出能受到法律保护的产权界定的一般原则。

其一般原则主要有以下三条 :

11 保护自愿交易 (无强制、欺诈) 中的交换价值或物品。

这是阿尔钦论述了的。

21 保护资源及其使用中的增殖价值。对此原则要作如

下解释。第一 ,对“增殖”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产权主体使用

自有资源而获得的“增殖”,对这种增殖的保护很好理解。另

一种情况是使用他人资源而获得的“增殖”,此时资源的增殖

价值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由租出方根据租出时拟定的合约获

得 ,应受到保护 ;另一部分由租入方获得 ,应受到保护。如果

在租出方根据拟定的合约获得增殖后 ,租入方的获得为负 ,

此时租出方获得的增殖也是要受到保护的。第二 ,资源使用

增殖在如下几种情况下发生。(1) 技术创新。这使生产可能

性曲线向外移动 ,同样的资源能生产更多的产品 ,从而发生

价值增殖 ;此时的增殖价值也是分为两部分由两个主体获得

而受到保护 ,一是技术创新主体根据专利而获得 ,二是使用

创新技术的主体在付出专利费后而获得的价值增殖。(2) 组

织方式改变。这种价值增殖由企业家根据剩余索取权而获

得。(3)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出现。此种情况下 ,谁使用新

制度 ,谁就获得价值增殖。(4) 新材料的发明。由发明者 (根

据专利获得)和使用新材料的主体共同获得。(5) 新产品的

开发和新市场的开拓。由新产品的开发和新市场的开拓者

获得。

31 保护人及其不断提高的价值。正如舒尔茨所述 ,经济

增长的结果是人的价值不断提高。表现在劳动力的市场价

格不断提高 ,人力资本的报酬率不断提高 ,意外事件的保险

补偿也要因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这些提高了的价值也是

需要保护的。

由上可见 ,经济运行的效率与产权安排有密切关系 ,保

证经济运行有效率的产权安排是 ,由相关当事人根据各自的

经济条件和具体环境界定产权 ,政府在产权安排上的重点放

在产权保护上 , (1)保护自愿交易 (无强制、欺诈) 中的交换价

值或物品 ; (2) 保护资源及其使用中的增殖价值 ; (3) 保护人

及其不断提高的价值。

上述西方经济学家论述的最有效率的产权安排的一般

原则 ,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及其文化背景下分析得出

的 ,与中国的国情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认为 ,在中国应用这

一原则还要考虑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1“权力”对产权及其效率的影响

权力指政治强势或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政治权力

与产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一个有权势的人给你一

张纸条就能使你把产品以低于市场价出售给第三方 ,则你对

产品的所有权就是残缺的。按照巴泽尔的产权分析框架 ,就

是你对你的产品只拥有一部分价值的所有权 ,另一部分是界

定给“权力”的。所有权的残缺导致你无法对界定给“权力”

的这部分价值发挥最大的效能 ,对你来说是价值的损失。但

不能就此得出具有效率损失的结论。因为效率是否有损失 ,

是从社会的角度来度量的。如果界定给“权力”的那部分价

值发挥了比你的损失还大的效能 ,则从社会的角度看没有效

率损失 ,只是发生了收益的转移分配。

但是 ,界定给“权力”的那部分价值是否能发挥出大于你

的损失的效能呢 ? 这种情况不一定会发生。因为“权力”主

体拥有收益权 ,但不承担责任 ,时常会出现“权力”滥用 ,导致

效率损失。因此 ,市场经济中要慎用“权力”。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维持政府的权力是政治、经济运

行的必要条件。为了不让权力造成效率损失 ,必须作出如下

安排 :第一 ,让具有较高素质和能力的人成为“权力”的代理

人 ,保证权力控制的资源有发挥最大效能的可能 ;第二 ,加强

对“权力”代理人的监督 ,防止滥用权力 ;第三 ,严格实施问责

制 ,让“权力”的代理人承担过错责任。至于权力导致的收益

转移分配只有用转移支付予以补偿。

21 政策对产权及其效率的影响

按照巴泽尔的产权分析框架 ,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是

产权关系的调整 ,是产权制度的制度变迁。如美国 1973 的

汽油价格控制 ,其实质就是对不同的加油站进行产权调整。

例如有 A、B 两个加油站 ,在控制之前 ,A 站以每加仑 39 美分

的价格出售辛烷值为 90 的高级汽油 ,B 站以每加仑 43 美分

的价格出售辛烷值为 92 的高级汽油。价格控制之后 ,B 站就

可以将它的汽油的辛烷值降至低于控制前的水平 ,仍以 43

美分的价格出售。由于消费者购买 B 站的汽油只是排队时

间的减少 ,并不产生制衡损失。�λϖ 因此 B 站就可以通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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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质量而获得增加的收益 ,A 站却不可能。巴泽尔认为是

B 通过调整获得了因价格控制留到公共领域的某些价值 ,但

是 A 却没有权力这样做。这一结论换一个角度可以说成 :价

格控制政策把 A 的通过市场需求调整价格而获益的权利转

让给了 B ,是一种产权关系在 A 与 B 之间的调整。这一结论

适合于任何实施的政策 ,如我国农村的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

的包干到户 ,就是把剩余索取权从国家调整给农户 ,税费改

革就是把农产品中界定给乡镇政权机构的一部分价值 ———

费作出调整 ,一部分归还给农民 ,一部分并入税中。采用这

一结论能很容易看出政策对效率的影响。即政策把权利调

整到更能发挥效能的产权主体手中 ,此政策就是有效率的 ,

否则就是无效的。我国是一个政策出台频率较高的国家 ,这

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前一定要考虑此政策是对哪

些产权主体作出的哪些权利的调整。

31 道德、意识形态观念对产权及其效率的影响

阿尔钦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当在湖上航行时 ,为了躲避

突然而来的暴风 ,保存船只和我的生命 ,我在没有得到你的

许可之前使用了你的码头 ,我是否侵犯你的任何权利。�λω如果

你的回答是“没有侵犯你的任何权利”,那么使用码头的权利

就不全是你的 ,还有一部分权利是界定给道德的。这是道德

导致的所有权的残缺。但此种所有权的残缺并非是无效率

的。在紧急使用码头的情况下 ,事先谈判是不可能的。如果

要保证所有权完整 ,事先谈判后才能使用你的码头 ,我的船

只和我的生命都将不保。这是最不经济、最无效率的。紧急

使用资源的权利界定给道德 ,是对资源最有价值的使用 ,是

最有效率的。

意识形态对产权及其效率的影响与道德相似 ,但也有区

别。有些意识形态观念可能影响效率。例如欧洲宗教改革

之前的意识形态 ,认为求利就是罪恶 ,导致人们不敢把资源

用于求利的有效率的用途。我国过去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 ,

也认为民营企业的收入是“剥削”,导致人们不敢去发展民营

企业 ,从而影响经济效率。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必须
保持有经济效率的产权安排

　　市场经济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而市

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即市场通过价格

信号把资源配置到收益最高的地方 ,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

置。但是大部分资源是物 ,物不可能自动对价格信号作出反

应 ,需要由人去实现。因此资源这一产权对象界定给产权主

体 ,让产权主体去感应市场价格信号 ,是价格机制实现资源

配置的前提条件。所以 ,只要是市场经济 ,只要是由价格机

制实现资源配置 ,就必须对资源进行产权界定。我国实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也需要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的产权安

排。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保持有效率的产权安排的必

要性。

在“经济人”的假设下 ,光有产权界定 ,并不能保证价格

机制对资源配置的顺利实现 ,还必须有产权保护。因为价格

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利润诱导的。产权主体对利润诱

导产生感应是获利的冲动。如果产权主体获得的利益没有

保障 ,随时有可能被侵蚀 ,则对利润的诱导没有感应的冲动 ,

也就是说 ,价格机制发出的利润信号对产权主体没有诱导 ,

从而价格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也不可能正常发挥。另外 ,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 ,之所以制假售假、逃废债务和违规

毁约等失信行为泛滥 ,私人投资不活跃甚至外流 ,也与没有

形成完善的产权制度有密切关系。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 ,是

增强生产经营动力、稳定投资预期、规范投资行为和其他经

营行为的基础与条件。产权主体要取得经济效益 ,就必须诚

实履行信用并遵守市场秩序。否则 ,谁都不愿意与其打交

道 ,就谈不上经济效益 ,这也就形成了对产权主体履行信用

和遵守秩序的压力。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保持有效率

的产权安排的重要性的体现。

综上所述 ,产权安排与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代价大

小有密切的因果关系 ,即产权安排合理 ,运用市场机制配置

资源的代价就小 ,反之代价就高。市场交换是权利的交换 ,

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界定与保护 ,只有建立健全现代

产权制度 ,产权安排合理 ,保护严格 ,产权的功能才能正常发

挥 ,市场交易才能顺利进行 ,经济才能更好的发展。

注释 :
①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174 页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

1996。

②平乔维奇 :《产权经济学》,中文版 ,29 页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
社 ,1999。

③⑨⑩�λωA. 阿尔钦 :《产权 :一个经典注释》,见《财产权利与制度
变迁》,中文版 ,167、168、167、178 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94。
④根据卢现祥的“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

范 ,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
系的成本”而定义 ,见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174 页 ,北京 ,中

国发展出版社 ,1996。
⑤D. C1 诺思 :《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文版 ,5 页 ,北京 ,华夏出版

社 ,1999。
⑥�λϖ Y. 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分析》,中文版 ,56、29～30 页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⑦张五常 :《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见《财产权

利与制度变迁》,中文版 ,139 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94。

⑧H. 德姆塞茨 :《关于产权的理论》,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中文版 ,97 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参考文献 :
1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21A. 阿尔钦 :《产权 :一个经典注释》,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中文版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31Y. 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分析》,中文版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41R. H. 科思 :《社会成本问题》,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文

版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51D. C. 诺思 :《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文版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1999。
61 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6。

71平乔维奇 :《产权经济学》,中文版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

1999。

81H.德姆塞茨 :《关于产权的理论》,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中文版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1994。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430060)
(责任编辑 :N、S)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