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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经济学研究述评

黄立君

　　摘要 :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 ,法经济学已经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重视 ,并从它的诞生地 ———美国传播到世

界其他国家。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了法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进程。国际社会法与经济学

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 ,相比而言 ,国内法与经济学的研究还处在混沌初开的状态。目前 ,国内法经济学研

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现代法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引进、相关理论的介绍评析、应用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解

释中国现实中的法律问题以及对经典作家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及分析方法的阐释等几个方面 ,取得了一

些成绩 ,也存在缺陷与不足。

关键词 : 法经济学 　国内 　述评

　　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研究法律问题、探寻法律背后

的经济逻辑这样一门学科被人们称之为“法经济学”(亦称作

“法律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经济分析法学”) 。作为法学

和经济学科际整合的边缘学科 ,法经济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以后 ,一方面 ,它成为现代法学的“显学”,另一方面 ,也成为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作为一种学术思潮 ,法经济

学已经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重视 ,并从它的诞生地 ———美国传

播到世界其他国家。目前 ,国际社会法与经济学的发展已经

比较成熟① ,相比而言 ,国内法与经济学的研究还处在混沌初

开的状态。

一

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法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

研究进程。其实 ,早在 1983 年 ,西南政法大学的种明钊教授

就在《法学季刊》第 2 期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法的理论与法经

济学的建立》一文 ,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是

政治经济学 ,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把法学与政治经济

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法经济学的观点。该文可能是国内

最早关于“法与经济学”的论文。遗憾的是 ,它在当时并没有

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未能产生很大的影响。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兴起后 ,法经济学才引起学

术界的重视。

学界第一次“法学和经济学”研讨会是 1988 年春节过后

在北京召开的② ,著名法学家苏力先生则是从 1993 年开始翻

译法律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理查德·A1 波斯纳的系列著作。

一些大学 ,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在经济系或法学院已经

开设法与经济学的课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已将

《法律经济学》列为教材编写的统一计划 ,吉林大学在招收博

士生时已将法律经济学作为研究方向。一些博士或硕士研

究生也开始以“法经济学”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选题。如 ,山

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魏建教授 ,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的 2001年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当代西方法经济学分析范

式研究》,对法和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梳理 ,

非常系统和全面 ,对国内“法和经济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参考

价值 ;北京大学法学院金融法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工作的

张建伟博士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 2001 年经济学博士

学位论文《法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文本 ———兼论中俄法律改

革与秩序的治理》中 ,用转轨经济学理论比较分析了中俄法

律改革的进程 ,对中国当今改革的深化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

义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的经济学博士王小卫在复旦大

学经济学院的 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宪政经济学 :探索市场

经济的游戏规则》中 ,用演进博弈理论分析宪政 ,属于当代世

界宪政经济学的前沿课题。③

另外 ,国内有关“法和经济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也陆续建

立起来 ,如 ,西北政法学院二系 (原经济法系) 成立了“法律经

济学研究中心”;2001 年 12 月 25 日为适应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要求 ,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合

作组建的“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 ,浙江大学经

济学院在 2001 年 12 月成立了“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2002

年 11 月 21 日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成立 ,首任所长为梁治

平研究员 ,法人代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敬琏教授 ,学术与

管理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敬琏教授和中国政法

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共同担任 ;2003 年初中山大学法学院

成立了“法经济学研究中心”;2003 年 5 月 1 日 ,山东大学经

济研究中心组建法经济学研究所。除以上机构外 ,2003 年 4

月 ,在山东大学举行的“中国法经济学论坛”上 ,还成立了“中

国法经济学论坛”组委会。

上述一系列现象表明 ,国内法经济学的研究在逐步往前

推进 ,在慢慢地或者说稳健地走向一种蓄势待发状态。尽管

从总体上说 ,目前“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尚未形成气候 ,

没有形成研究队伍的正规军”④ ,但是毕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

投入到法经济学的研究当中。

二

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及综合分析之后 ,我们

发现 ,目前国内法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现代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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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著作的翻译引进、相关理论的介绍评析、应用法经济学的

理论和方法解释中国现实中的法律问题以及对一些经典作

家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及分析方法的阐释等几个方面。

11 代表性法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引进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至今 ,已有一部分代表性的法经

济学经典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 ,如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

析》及《正义/ 司法的经济学》、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的

《法和经济学》、罗宾·保罗·麦乐怡的《法与经济学》等。其

中 ,《法和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财产、合同、侵权、

犯罪和刑法的经济理论 ,《法与经济学》则采用全面研究法对

各种各样的有关法律和经济学之关系的观点作了介绍 ,并对

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左翼共产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

者、自由意志论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作了述评。不

过 ,最有代表性的还是法经济学的集大成者 ———波斯纳的

《法律的经济分析》。在这部著作中 ,作者运用以古典经济学

为基础的价格理论等学说对美国的法律理论、法律史、宪法、

财产权法、契约法、侵权法、刑法、反托拉斯法、劳工法、公司

法、证券法、税收法、国际贸易法、法律程序规则等问题进行

了全面的经济分析 ,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学术向导和

成果总结。无论这些作者采取何种方式来进行自己的研究 ,

这些著作都拥有一个共同特点 ,即 ,将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法

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 ,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来阐述法

律领域中的各种争议和问题。无论是波斯纳 ,还是罗伯特·

考特、托马斯·尤伦等等 ,跟许多在对经济关系进行研究时致

力于资源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分析的经济学家不同 ,他们用

自己的研究结论向经济学家表明 :仅仅注意到资源约束是远

远不够的 ,制度的或法律的约束应该成为分析经济关系的焦

点。⑤

以上著作的引入 ,为我们全面理解诸如什么是法经济

学、西方学者是如何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法律、法律制度等

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帮助。这些著作的引入也为国内进行法

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学术向导和理论指南。同时 ,这样一个翻

译运动也恰恰说明国内对这一理论的内在需求。

21 对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评析及应用

与翻译运动并行的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法与经济学理论

的介绍、借鉴、评析。尽管对西方“法和经济学”理论的介绍、

借鉴、移植最终不能代替对中国大陆“法和经济学”理论的建

构 ,但这些研究⑥毕竟为我们了解法律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和

条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思想渊源、分析方法、基本内容、

基本特征等提供了方便 ,而且其中也有一些不乏理论价值。

在这些研究当中 ,秦海可能是唯一对法与经济学的定义和边

界进行仔细推究的一个 ,而且 ,他对法与经济学思想发展的

脉络的介绍也最为全面和详尽。魏建在其博士论文中对西

方当代法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作了探讨 ,刘水林则从法经济学

的三种分析工具 (他指的是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公

共选择经济学) 出发 ,讨论了法律经济分析的方法论问题。

他们的研究弥补了国内学者忽视法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不

足。在一系列评析性的研究⑦中 ,顾培东在《效益 :当代法律

的基本价值目标 ———兼评西方法律的经济分析》中 ,对经济

分析如何使得效益观导入法律、效益价值目标在法律中确立

的实践根据等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波斯纳用效益取代正义的

主张过于极端 ,恰当的认识应是把正义与效益共同作为衡量

法律价值的标准的观点。王建等人在《科斯定理的法学评

析》一文中 ,运用法学的基本原理剖析在科斯定理中居核心

地位的产权和产权界定问题 ,说明科斯定理与法学中的基本

原则和法律实践相左 ,并提出了从法学上看 ,科斯定理是难

以成立的观点。张恒山等人的《对科斯产权界定主张的法律

分析 ———兼谈正义与效率的优先性问题》一文则分析了科斯

的“产权”概念原意 (指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或不承担损害责

任的权利) 、从法律上看交易成本为零时的产权界定、从法律

上看交易成本为正时的产权界定等问题 ,认为法律追求的主

要、首要价值目标不是效率 ,而是正义。无疑 ,在法经济学传

入国内以后 ,学界很多人把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转向效

率的时候 ,这应该算得上一种对这一趋势所发出的质疑。

在对法经济学进行“介绍”、“借鉴”、“评析”、“质疑”的同

时 ,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应用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

问题进行分析。如 :黄少安和李振宇在《悬赏广告的法经济

学分析》⑧中通过描述案例 ,对悬赏广告进行法经济学分析 ,

认为悬赏广告实质上是失主向不特定人发出的、向拾得人承

诺的、涉及权利交易的契约。在现实生活中 ,悬赏广告的出

现和增多 ,是适应变化的现实需要而实施的制度创新 ,这一

创新能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 ,产生合作剩余 ,所以作者建议

进行相关法律的修改或创新 ,对悬赏广告在法律上予以承

认。孙林在《法律经济学》中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分析

了法律价值、立法效益、法律实施成本与效益目标、司法过程

的经济性以及刑法效益等法律经济问题。顾培东在《法学和

经济学探索》中运用法哲学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探讨

了市场经济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从价值层次、规范层次、运作

层次上论述了直接规范经济活动的法律所应当体现的经济

原理。张乃根在《经济学分析法学》中不仅对什么是经济学

分析法学及经济学分析法学的历史、方法、理论基础等问题

进行了介绍和总结 ,更重要的是 ,作者率先把对部门法某些

问题的经济分析成果引入进来 ,并结合我国的法律实践作了

针砭时弊的分析。高德步在《产权与增长 :论法律制度的效

率》中从经济学和法学结合的角度 ,研究了财产权制度、合同

制度、侵权制度、企业制度以及反托拉斯法、政府管制和福利

国家制度等问题 ,并对上述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变迁进行了考

察。另外还有彭汉英的《财产法的经济分析》、刘茂林的《知

识产权的经济分析》等等。这些著作运用西方现代法经济学

的已有理论成果试图对国内的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 ,尽管

还显稚嫩 ,却不失为有益的尝试。

31 对斯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的研

究

比较而言 ,国内对斯密、马克思、康芒斯等经典作家是如

何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这一问题研究不是很多。⑨在法经济

学发展历史上 ,斯密、马克思、康芒斯等先驱们做出了怎样的

贡献 ? 他们究竟是如何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 ? 他们的研

究有何异同 ? 跟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新”法经济学比较而言 ,

他们各自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又有何异同 ? 他们彼此之间的

经济分析法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传承关系吗 ? 如果有 ,这些

关系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 等等。有关这些问题 ,国内学

者研究得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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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密 ,国内有人从纯粹法学研究的角度来分析斯密

的法学思想 ,如乔洪武等的《亚当·斯密的法学思想评介》、公

丕祥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心目中的东方法律样式》等 ,但是

对他究竟是如何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很少有专门的分析。

对斯密在法律的经济分析方面所做的贡献 ,往往是一笔带

过 ,只简单地说 ,斯密是法经济学的先驱。

在对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法的研究方面 ,除了前面提到过

的种明钊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法的理论与法经济学的建立》

外 ,还有倪继信、任祖耀的《法经济学研究对象初探》,作者把

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认为研究法律与经济内在关系规律

的科学 ,并把这些规律概括为四个方面 :法律产生于一定的

经济基础 ;法律总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 ;法律的发展变

化决定于生产关系发展变化 ;社会主义法律的经济作用必然

日益加强。谢鹏程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经济分析方法的形成

和发展》,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经济方法的形成和发展 ,并

对 20 世纪诞生的经济分析法学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经济分

析方法从理论前提、理论框架、理论导向等方面作了简单的

比较分析。

关于康芒斯 ,大部分的研究都在“制度经济学”的标题下

进行。据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显示 ,还不曾有专门对康芒斯

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所做的论文或专著存在。邹薇在其论文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的重新研究》中只是简略地提出康芒斯

第一个区分了“分析的”与“功能的”法学与经济学 ,开创了法

学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张建伟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

新制度经济学纵览》第七章“法律背后的经济逻辑”中提到康

芒斯从与马克思的不同研究视角出发 ,分析了被马克思遗漏

的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功能性细节问题。并且指出 ,康芒斯

把法律制度和未来性、预期联系起来 ,使法律成为联系过去

和未来的纽带 ,也使法律制度成为人类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最

有可能有所作为的领域。

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法之

间的联系与区别 ,比如沈宗灵、苏力、韩丽等。不过 ,无论是

沈宗灵 ,还是苏力 ,都没有展开论述。前者受囿于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固有的并在中国过分强调和发挥了的本质主义倾

向 ,认为只要指出二者具有“本质”的或“根本性”的不同也就

足够了。后者也只是简单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认为马克思

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是一种哲学的范畴 ,强调

的是政治法律活动与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统一性和同构性 ,

为我们发现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提供了一套工具 ;而不是对社

会事实的客观描述 ,或社会事实本身。因此 ,法律经济学把

法律本身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认识。⑩

三

毋庸置疑 ,已有的研究为后来者奠定了基础。由于发端

于国外的法律经济学是一个新兴的理论 ,它本身仍有待于进

一步的完善。而国内对法经济学的研究更是刚处于起步阶

段。就国内法经济学的研究而言 ,学科的基本范畴还有待进

一步梳理澄清 ,理论体系有待逐步完善 ,研究内容有待大量

充实 ,研究方法上有待更好地改进 ,研究水平则有待大幅度

的提高。国内对法经济学进行研究的学者中 ,既受过正规和

系统的法学训练 ,又受过正规和系统的经济学训练的 ,可谓

少而又少。因此 ,研究者知识结构的缺陷有可能成为进一步

推进法经济学研究的“瓶颈”。

目前 ,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

善时期。众所周知 ,自由市场的有效运转需要一个适当的法

律框架 ,因此 ,法律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重要。

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极其复杂 ,法律变化对

经济体系运行产生的影响的许多方面现在仍然没有为我们

所知 ,故而开展法经济学的研究与讨论对促进中国的法制建

设及法律变革就尤为重要。一方面 ,通过对转轨时期中国实

际的法律问题的分析研究 ,既可以揭示在不同体制下法律制

度对经济发展的运作机理 ,架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经济学

理论体系 ,又可以纳入到世界的法律科学体系 ,充实和发展

它们。另一方面 ,可以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对既

有的法律法令重新评估分析 ,推动中国的法律制度的改革 ,

同时应设计制定有利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系列法律法

令 ,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注释 :
①例如 ,在这一领域已经出版了两本百科全书 ,一本是由 Peter

Newman主编的《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已有中文版 ;另一
本是由根特大学的鲍德温·鲍凯尔特和格里特·德·格斯特主编的五
卷本《法与经济学百科全书》,由 EdwardElgar 图书公司于 1996-2000
年间出版。而且 ,以出版经济学经典文献而著名的这家图书公司也
已经出版了波斯纳和佛朗西斯科·帕里西共同主编的《法与经济学》
经典论文集 ,共 3 卷。在哈伍德学术出版公司编辑的《纯粹和应用经
济学基础经典系列》中也出版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S1 谢维尔主编
的《法与经济学》论文集。每年在西方出版的法与经济学的专著可谓
汗牛充栋。

②会议的主题是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法学和经济学
如何合作。会上经济学界首席发言人提出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合作支
点 ,法学界首席发言人则提出以法经济学为合作支点。

③资料来源 :中国期刊网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④钱弘道 :《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未来中国法学》,见江

平 主编 :《比较法在中国》,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
⑤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 :《法和经济学》,中文版 ,2 页 ,上

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⑥这些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 :蒋兆康等的《作为一种法哲学

的法律经济学———它的历史、基础和方法》、秦海的《法与经济学的起
源和方法论》、刘水林的《法律经济分析方法论的一个研究提纲》、王
育才的《法律经济学初探》、孙林的《法律经济学若干问题述要》、易宪
容的《法律经济学及其理论创新》、钱弘道的《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
础》、冯玉军的《法律经济分析理论的批判性回顾》、时显群的《西方经
济分析法学在中国》、李树的《法律经济学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表
现》等等。

⑦有代表性的大体有 :王建等的《科斯定理的法学评析》、张恒山
等的《对科斯产权界定主张的法律分析———兼谈正义与效率的优先
性问题》、顾培东的《效益 :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兼评西方法
律的经济分析》、史晋川的《法律经济学述评》、吴清彬的《法律经济学
述评》、王哲和郭义贵的《效益与公平之间———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
思想评析》、张建伟的《新法律经济学 :理论流派与反思性评论》等。

⑧参见黄少安、李振宇 :《悬赏广告的法经济学分析》,载《经济研
究》,2002(5) 。

⑨国外由 PeterNewman主编的《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
对斯密和康芒斯在法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都有综合性的介绍 ,但是 ,
却看不到马克思的名字。不过 ,英国著名的法学家 Dias 则把马克思
看做是法经济学的先驱 ,提出对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方法的研究要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开始 (《Jurisprudence》,1985) 。

⑩参见沈宗灵 :《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2;苏力 :《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见《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
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韩丽 :《马克思与波斯纳的经济分析
法运用比较》,载《政治与法律》,20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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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5 页) 了潜在利润 ,但一个有形的制度安排如果没

有与之相匹配的无形制度 ,就不会有效发挥作用 ,有效率的

制度的存在不仅是由国家通过暴力界定产权和进行保护 ,同

时也是由社会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长期约束作用的结果。

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 ,他区分了正式约束

(有形制度)和非正式约束 (无形制度) ,在诺思后来的著作中

更体现了他对社会风俗习惯或文化传统的关注。

奥尔森国家的“匪帮起源论”显然不能够解释所有国家

的起源问题。中国最初的国家形成不晚于大禹时期 ,这一结

论在历史学家中已没有太多的争论。已经有不少文献指出 ,

中国最初的国家脱胎于神权 ,依赖于图腾的整合 ,才形成了

部落联盟以至后来的国家。⑨无论在古老的东方还是西方 ,宗

教和道德在国家的起源和运行中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 ,

宗教和道德可以被看做是非正式约束 ,一种无形的制度 ,却

往往比有形制度更具鼓动性和约束力 ,同时也是各种正式制

度建立的基础。在解释制度变革时 ,奥尔森指出 ,“当一位独

裁者预期任职期很短时 ,没收那些在他的任期内所应交纳的

税少于其总价值的资产 ,当然对他更有利。独裁政体中的这

种动力加之继承权的内在不确定性就意味着任何独裁制几

乎不会维持良好的经济运行多于一代以上。”⑩这一论断显得

有些武断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独裁者有的是目光短浅、竭泽

而渔的无道君王 ,有的则是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的

一代名君。

诺思和奥尔森的国家理论都可以在人类历史上找到大

量证据 ,笔者以为没有必要苛求一种理论可以解释所有的现

象才够完美 ,在国家起源和发展的问题上恐怕没有一种理论

可以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探求国家理论的理论工作者的

真正意义在于揭示政府作为一系列制度的集合体 ,它的弊端

和改进的方向 ,增进效率的途径和降低成本的方法 ,而新制

度主义中不同的国家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和方法。

注释 :
①⑥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 :《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

义》,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5) 。
②⑦诺斯、罗伯特·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文版 ,5、36～

37 页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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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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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7,No.3,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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