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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散结构论的经济发展观

汤正仁

　　摘要: 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论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试图把必

然性与偶然性、生物学和物理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重新结合在一起, 是当今科学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标

志。本文试图用耗散结构论对几种主要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成长阶段论、平衡增长论、不平衡增长论、

“发展极”论、“二元结构”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论、人力资本投资论、新制度经济发展论作出方法论

的解释和评价, 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 耗散结构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

　　

一、“耗散结构论”的形成、
主要内容和方法论意义

　　 (一)“耗散结构论”产生的背景

在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里戈金看来, 统治机器时代的

传统经典科学倾向于强调稳定、有序、均匀和平衡, 过程是可

逆的; 经典科学的各种假定是以这样的基本信念为中心的,

即相信在某个层次上世界是简单的, 而且被一些时间可逆的

基本定律所支配。

传统经典科学的问题在于, 它认为只有永恒的定律才被

看作是科学理性的表现, 暂时性仅仅是一种幻影, 没有科学

的价值。正因为如此, 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特别强调自

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 企图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 普适

的统一框架。然而, 无论从基本粒子领域、天体物理领域、生

物学领域, 还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 各个层

面都能看到不可逆性、不均匀性、不稳定性、多样性和演化。

我们处在一个可逆性和决定论只适于有限的简单情况, 而不

可逆性和随机性却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之中。

在牛顿经典力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向

经典科学过程的可逆性提出了挑战。1850 年, 克劳修斯首次

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作了表述: 不可能把热量从低温物体传到

高温物体而不引起其他变化, 即热传导不可逆。1865 年, 克劳

修斯在讨论热循环时引进了熵概念, 进一步表达了这一定

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指的是这样一条重要定律: 对一个孤立

系统来说, 由于与周围环境没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外

部熵流为零, 而内部的不可逆过程使熵产生、熵增加并趋于

最大化, 增加着的熵相当于系统自发地进化, 这些自然过程

最终把系统带到对应于最大熵状态的热力学“平衡态”。在热

力学平衡态下, 无序性最高, 组织程度最差, 系统混乱度最

大。一进入热力学“平衡态”, 便只能维持这种状态, 不能飞跃

成为另一种新质状态。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出了一个极为悲观

的结论。美国学者里夫金和霍华德 1981 年出版了《熵: 一种

新的世界观》的著作, 书中宣称, 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行将消

亡, 统治人类各方面的将是熵的定律, 即热力学第二定律。作

者把熵增加视作有效能量的减少, 有效能量使用过后成为无

效能量即“垃圾”, 人类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正产生出比他

“创造”出来的“财富”更多更有害于人类的垃圾。人们只有以

熵定律作为新的世界观来考察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才能减慢

熵的增长和延缓走向“热寂”的速度。该书同 1972 年马萨诸

塞理工学院的米都斯领导的 17 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的

《增长的极限》报告一样, 强烈地震撼了西方学术界, 两本著

作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前者更从熵作为一种世

界观的高度来观察和分析。

(二)“耗散结构论”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

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是建立在对热力学第二定律

的研究基础之上的。他的研究将宏观系统分为三种类型。一

是孤立系统, 它是与周围环境不产生物质和能量交换的系

统, 这种系统的运作服从于热力学第二定律, 其内部宏观状

态总是随着时间的持续趋于平衡, 达到完全平衡时, 系统内

部宏观状态不再随时间发生变化。二是封闭系统。它与外界

环境交换能量, 不交换物质。总体上看, 其宏观系统近乎孤立

系统, 其运行状态从长时期看也遵从热力学第二定律。三是

开放系统, 它既与外界交换能量, 又与外界交换物质。开放系

统比比皆是, 生物细胞、城市均是典型的开放系统。普里戈金

的耗散结构论研究的对象不是孤立系统, 也不是封闭系统,

而是开放系统。他研究的出发点不满足于生命等开放系统的

进化是否对应于宇宙的熵增加, 是否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

而是研究能否用热力学来阐明生命等系统自身的进化过程。

(三)耗散结构论的主要观点

1.“耗散结构”概念。普里戈金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表达了

他的耗散结构理论的研究成果:“生物和社会组织包含一种

新型的结构; 它与平衡结构例如晶体有不同的来源, 要求有

不同的解释。社会和生物的结构的一个共同特性是它们产生

于开放系统, 而且这种组织只有与周围环境的介质进行物质

和能量的交换才能维持生命力。然而, 只是一个开放系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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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充分的条件保证出现这种结构。⋯⋯只有在系统保持远

离平衡和在系统的不同元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机制的条

件下, 耗散结构才可能出现。一个开放系统可能有三种不同

的存在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热力学平衡态。在这里经过流动

已经消除了温度和浓度的差别, 熵增加到一个新的较大的

值, 从而达到了一致。⋯⋯第二种可能的方式与平衡只有一

点微小的差别, 只是系统内部的温度和浓度保持有一点小小

的不同。因而它保持近于平衡。如果这种对平衡的偏离是足

够的小, 于是我们可以用对平衡态加上一个小的修正来分析

这种系统——因此把这种系统叫做‘线性非平衡态’。然而,

对于这种状态, 可以表明, 系统向近可能靠近分子完全无序

的状态运动。因此任何新的结构和组织都不可能出现。然而,

对于第三种可能的方式情况变得完全不同, 这是在强制力保

持一定的值, 迫使系统远离平衡时产生的结果。在这种情况

下, 新的结构和新型的组织能够自发地形成, 这叫作‘耗散结

构’。”①概言之, 远离平衡态条件下开放系统通过负熵流的增

大形成的有序结构, 称之为耗散结构。

2. 耗散结构形成的条件。耗散结构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

前提条件: 一是系统必须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如果系

统是孤立系统或封闭系统, 耗散结构不可能形成; 如果开放

的系统处于平衡态或近乎平衡态, 耗散结构还是不可能形

成。二是系统的不同元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机制。系统元

素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指一一对应的关系, 如元素A 的小变化

引起B 的小变化,A 的大变化才能引起B 的大变化。如果系

统之间是这样一种线性关系, 则哪怕是在远离平衡态的开放

系统的场合, 耗散结构仍然不可能产生。只有在系统的元素

间存在非线性机制, 即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 而是A 的小的

变化会引起B 的大的变化的条件下, 耗散结构才可能出现。

在生命系统和社会关系中, 这种非线性作用可以经常见到。

3. 耗散结构形成的途径——“微涨落”转化为“巨涨落”。

涨落是系统的不稳定状态。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可以被描述成

是有组织的, 并非是因为它实现了一个和基本活动不同或超

越它们的计划, 而相反是因为某个“微涨落”在“恰当时刻”被

放大成“巨涨落”, 使得其中一种反应途径优于其他许多同样

可能的途径。当然, 这种“涨落”过程并非必然产生出有序的

耗散结构, 因为由“微涨落”引起的“巨涨落”在系统进化处于

分叉区间会引起不止一种结果, 它既可能产生有序的耗散结

构, 也可能产生更加混乱无序的结构。普里戈金引用了麻省

理工学院和瓦丁顿的经典例子。“这倒霉的东西刚好不做它

应当做的事!”一个贫民窟的清除计划得出了情况比以前更

糟的结果。新建筑吸引大批人到此区域, 但如果那里没有足

够的工作给他们做, 他们仍然很穷, 他们的住房甚至会变得

更加拥挤不堪。②可见, 远离平衡条件下通过“涨落”进行的自

组织过程, 并不是一个必然性和决定的过程, 而是相当于偶

然性和必然性之间、涨落和决定论法则之间的一个微妙的相

互作用。在某个分叉附近, 涨落或随机因素起着很重要的作

用, 而在刚过一个分叉、下一个分叉来临之前, 决定论的方面

处于支配地位。即系统在临近分叉处, 存在着非线性机制,

“微涨落”会引起“巨涨落”, 而在两个分叉处之间, 仅存在线

性关系。因此, 当在非线性机制作用下, 远离平衡态的系统通

过“涨落”形成新的有序结构或耗散结构后, 该耗散结构会在

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直至下一个分叉点的到

来。

(四)耗散结构论的系统发展观

耗散结构论研究的出发点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证明的

时间的不可逆性。在普里戈金等人看来, 热力学第二定律所

描述的趋向平衡的发展观与自然界及社会现象中总结出来

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观并不是对立的, 支

配这些现象的规律是同样的。所不同的是, 前者或是孤立系

统, 不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 或虽是开放系统, 但处于热力

学平衡态或近乎平衡态, 外部熵流大于或等于 0; 后者则是远

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 与外界有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这里,

普里戈金借用了薛定谔最早提出的负熵流概念, 指出, 在不

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条件下, 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可能

通过物质能量交换中负熵流的引入来减少总熵, 从而使系统

达到一种新的稳定的有序状态, 即耗散结构状态。这样, 在普

里戈金看来, 生命系统的进化绝不违背物理学定律, 生命和

非生命之间没有真正的界限, 许多非稳定性中的一种连续

性, 可以跨越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鸿沟, 在这里, 非稳定性不

是一种干扰因素, 而是形成耗散结构的杠杆。

“耗散结构”论体现出如下的唯物辩证法特征: 第一, 联

系的观点。“耗散结构”论考虑的是开放系统而不是封闭或孤

立系统。开放系统的基本特征是不仅内部元素之间相互联系

和相互作用, 而且与外在环境发生种种联系, 与环境不断交

换物质和能量。第二, 发展进化的观点。机械论的发展观只有

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 没有质的变化。耗散结构论的发

展观则不仅有量的变化 (两个分叉点之间) , 而且量变达到其

临界点、分叉点或阈值, 即“度”时, 量变会引起新的质变, 形

成“耗散结构”。第三, 内因论和外部条件论。耗散结构论虽然

重视系统的开放性和从外界的物质能量中引进负熵流, 但形

成新的有序结构主要依靠系统内在的自组织过程。这充分体

现了唯物辩证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

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观点。第四,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观

点。“耗散结构”论认为, 在系统的进化过程中, 在两个分叉点

之间是必然性在起作用, 而在近分叉点处, 则是偶然性在起

作用。

“耗散结构”论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普里戈金教授

由于在建立耗散结构理论方面的贡献, 使他在 1977 年荣获

诺贝尔奖。关于耗散结构论的方法论意义, 西方学术界给予

了极高的评价。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为普里戈金

和斯唐热耗散结构论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一书写的前言

“科学和变化”中写道:“这是一本充满远见卓识的书, 书中闪

闪发光的见解把我们许多最基本的假定推翻了, 并提出了一

些新的方法, 使我们重新考虑这些假定。”③该书“是改变科学

本身的一个杠杆, 是促使我们重新考察科学的目标、方法、认

识论、世界观的一个杠杆。事实上, 这本书可以作为当今科学

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标志。”④这本书试图把各个细节重新组装

到一起, 把生物学和物理学重新装到一起, 把必然性和偶然

性重新装到一起, 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装到一起。普

里戈金和斯唐热认为, 当宇宙的某些部分可以像机器那样运

转时, 这些部分就是封闭的系统, 而封闭系统至多只能组成

物质宇宙的一个很小部分。事实上, 我们感兴趣的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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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是开放的系统, 它们和它们周围的环境交换着能量和物

质。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是开放系统, 用机械论的方法去认

识它们是注定要失败的。普里戈金的范式之所以引起人们的

兴趣, 在于他转向了动荡着的现实世界的那些方面, 即不稳

定、不平衡、多样性、无序、非线性关系 (其中小的输入可以引

起大的输出) 以及暂时性。因此, 耗散结构论“提供了最高的

创造功能——它帮助我们创造崭新的秩序。”⑤

二、发展经济学的耗散结构论解释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欠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经济发

展的战略选择、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途径的理论。实质上研

究的是落后国家的经济社会系统, 怎样才能进化到富裕文

明。耗散结构论正是研究系统如何从混乱无序走向有序, 形

成新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结构的。所不同的是, 前者是对特

殊问题的研究, 后者是对一般问题的研究。在以上的分析中

我们看到, 耗散结构论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

义。这里, 我们试图用耗散结构论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些理论

进行新的解释。

(一)经济成长阶段论的耗散结构论解释

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论, 可以为经济成长阶段论提供坚

实可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罗斯托的传统社会, 可以看

作是普里戈金从有序逐步进入无序的系统; 为起飞前提, 可

看作是系统的“微涨落”到“巨涨落”的演化阶段;“起飞”是原

有经济系统通过与外界大量交换物质和能量, 出现“巨涨

落”, 使落后的经济系统跃迁到新的经济系统, 形成新系统的

有序结构或“耗散结构”的阶段, 也是不发达经济系统演化的

决定性阶段。这一阶段到来的决定性条件, 虽如罗斯托所说

的是 3 个, 而最关键者则是其中的第二项, 即“主导产业部

门”的形成。由主导产业引致的新产业结构的建立也就形成

了走向发达的经济系统的有序结构或“耗散结构”。随后, 经

济系统从质变阶段进入了新的“走向成熟”、“大规模高额群

众消费”的量变阶段。在这些新的量变阶段, 经济系统可能会

从形成耗散结构时的“远离平衡态”逐步走向平衡, 从新的有

序逐渐进入新的混沌状态。这并非危言耸听。20 世纪 70 年代

以来世界范围内敲起的“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资源耗

竭”的警钟逐步证实了这一点。其中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

竭”问题, 主要是由发达经济系统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引起

的。而当人们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时, 又可能会使经济

系统形成新的有序结构或“耗散结构”, 这种新结构必须依靠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形成。

(二)平衡增长战略的耗散结构论解释

“平衡增长战略”的理论基础“贫困恶性循环论, ”是热力

学第二定律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写照。由于不发达经济往往是

封闭系统, 封闭系统与外界没有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没有负

“熵”流入, 系统内的“熵”产生不断增加, 使不发达经济系统

不断接近混乱无序状态, 陷入“贫困恶性循环”境地。按耗散

结构论的观点, 从混沌到有序, 必须满足系统开放、远离平衡

态和系统各要素间的非线性作用三个条件。然而, 以“大推

进”为特征的平衡增长战略的主导思想则是依靠国内市场,

不是开放而是封闭;“大推进”, 一开始就是齐头并进、平衡增

长, 企图一下子就从不发达的平衡系统跃迁到新的平衡系

统, 而不是首先造成远离平衡态的条件; 同时, 平衡增长的

“大推进”, 从作用机制上看, 不是小的投入引起大的产出的

“微涨落”转变为“巨涨落”的非线性作用机制, 而是企图用高

投入带来高产出的线性作用机制。而高投入正是不发达经济

系统尤其是封闭系统最不可能得到的。这正是“大推进”平衡

增长招致失败的根本弊端所在。

(三)不平衡增长战略的耗散结构论解释

不平衡增长战略较好地体现了耗散结构论的主要思想。

不平衡增长论者关于经济发展过程, 不同部门之间、不同企

业之间不是平衡的、以相同的速度发展, 而是有快有慢的思

想, 关于一些部门的投资和产量在一定时期内快于另一些部

门的思想, 体现了形成耗散结构需要系统远离平衡态的主

张。关于经济发展过程通常由于少数企业带动的思想, 关于

集中有限资源投资重点部门、通过“主导部门”的前、后向联

系效应直接或间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思想, 体现了耗散结

构论的系统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的“非线性机制”, 由“微涨落”

引进“巨涨落”的作用过程, 从而带动系统从原来的无序状态

跃迁到新的有序结构或耗散结构的思路。

(四)“发展极”论的耗散结构论解释

从耗散结构论的观点看,“发展极”其实就是一个不发达

经济系统跃迁到一个新经济系统所形成的“耗散结构”的雏

型。“发展极”作为“吸引中心”和“扩散中心”, 与其周围环境

的关系是远离平衡态条件下的非线性作用关系。是否建立

“发展极”是不发达经济系统能否在进入“分叉”区间后形成

耗散结构的关键。不能建立“发展极”,“微涨落”仅仅在原有

经济系统的平衡区间上下波动, 难以打破不发达经济系统的

平衡。只有在建立“发展极”的过程中, 才能打破原有平衡, 形

成远离平衡的态势, 从而通过“创新”企业和企业家产生的

“微涨落”带动“群随企业”的出现而形成经济增长过程的“巨

涨落”。最后完成旧系统到新系统的跃迁。

(五)“二元结构”论的耗散结构论解释

“二元结构”论的第一个基本假定, 即不发达经济中存在

着先进的城市工业部门和落后的农村农业、手工业部门, 构

成了不发达经济系统的远离平衡态; 第二个基本假定, 即农

业劳动生产率很低, 存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 农业劳动的边

际生产率为零, 指出了农业部门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不发达经济的这种“二元结构”, 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是引导系

统跃迁到具有耗散结构的新系统的主导部门。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 由于市场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的作用, 落后的农业部

门中劳动力价格便宜, 收入水平低, 劳动者贫穷, 而城市中工

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较高, 劳动力会从农业转入工业, 形成

劳动力的“涨落”。劳动力的“涨落”也意味着产业的“涨落”和

兴衰, 意味着工业的逐渐兴起, 与此同时, 农业劳动边际生产

力为零的状况, 并不因农业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而使农业衰

落。随着工业利润的大量增加引起大量资本的积累和投资,

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同时大量增加, 大批农业劳动力迅速转

移到城市工业部门, 使不发达经济系统从原来的缓慢发展转

变为加速发展, 由“微涨落”转变成为“巨涨落”, 使长期占统

治地位的传统农业让位于现代工业部门, 完成不发达经济系

统向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耗散结构”的跃迁。同时, 现代

工业部门的兴起除吸收完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 还通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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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技术的供给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 完成不平衡的“二

元结构”向新的平衡的一元结构的过渡。

(六)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的耗散结构论解释

本质上说, 进口替代战略是一种封闭型发展战略。它虽

有已经形成的国内初级产品市场, 也可利用国内农副产品和

初级原料的出口换取收益来发展本国农副产品等非耐用品

的加工以及实行高级进口替代, 发展耐用消费品的加工。但

是, 这种立足于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的封闭型发展战略, 由

于不能大量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 生产成本高, 价格高, 产

品质量差, 消费者所得实惠不多, 很快受到国内市场饱和的

限制, 又会重新进入经济系统的混乱无序状态, 很难形成充

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有序结构或“耗散结构”。因此, 进口替

代战略虽在一个市场容量大的国家的一定时期内会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在资源和市场较小的国家则会很

快进入混乱无序状态。较大市场、较多资源的国家也只不过

延缓这种无序状态的进程而已。至于与之相对的出口导向战

略, 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外向型发展战略首先将经济系统看

作是一个开放系统, 与其他经济系统相比较, 这个系统既具

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也具有自己的比较劣势, 是一个远离平

衡态的系统。它通过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与其他

经济系统具有比较优势而自己仅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相交换,

在这种大进大出的物质、能量交换过程中, 吸收负熵流, 使负

熵流大于熵产生, 从而减少总熵的量, 降低经济系统的混乱

无序度, 提高有序度, 形成新的耗散结构。应当指出的是, 如

果选择初级出口导向战略, 有可能出现贸易条件恶化状况:

虽然出口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数量增大了, 但由于这些产品

的需求弹性小, 供应量的较大增加造成价格大幅度下跌, 出

口同量的初级产品能换回的其他制成品更少。如果这种贸易

条件的恶化超过一定幅度, 则不发达经济系统在与外界交换

物质和能量的过程中就不是引进负熵流, 而是引进正熵流,

从而进一步加速了系统的熵增加即混乱无序的进程。因此,

不发达经济系统选择的出口导向战略, 如果最初选择初级产

品出口导向, 则经过一段时间后要尽快转向为次级产品出口

导向战略。次级产品即工业制成品或劳务, 这类产品的需求

弹性较大, 贸易条件不易恶化, 在与外界的交换过程中一般

总是吸入负熵流, 因而能够促使系统形成耗散结构, 走向新

的有序。

(七)人力资本投资论的耗散结构论解释

初一看, 耗散结构论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似乎不搭界,

没关系。认真思考则不然, 二者之间关系密切。不发达经济为

什么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原因是输入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往

往以建筑物和设备的形式存在, 而这些资本的使用效益差,

不发达国家对它们的吸收能力差。吸收能力差又主要是因为

不发达国家劳动者的素质差, 从而需要进行人力资本的投

资。从这样一条思路中, 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 第一,

这里的不发达经济是一个开放系统; 第二, 这个开放系统与

外界环境不断交换着物质能量; 第三, 在物质能量交换过程

中吸收进来的物质资本难以形成“非线性作用”机制, 即“微

涨落”只导致“微涨落”而没有带来“巨涨落”, 不能打破原有

的平衡造成远离平衡的态势, 从而难以使原有不发达经济系

统出现耗散结构而跃迁成为新的经济系统; 第四, 为使系统

摆脱无序状态, 使不发达系统在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过程中

的“微涨落”带来“巨涨落”效果, 形成新的有序结构, 必须改

变劳动者素质不适应引进的物质资本的状况, 向人力资本投

资。因此,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已经更具体到系统内部各要素

之间的相互适应和相互作用方面。

(八)新制度经济发展理论的耗散结构论解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发展经济学进入了由新制度经济

学主导的新阶段。新古典经济学在无制度背景下对经济活动

的纯粹研究“以一种水晶般明彻的思路, 构造了一个与理论

物理学相媲美的理论经济学体系”⑥。然而, 世界各国经济发

展呈现的巨大差异清楚地表明, 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在新制度

经济学看来, 对经济发展过程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正是新古典

经济学舍象掉的制度性因素。同样的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经

济绩效会出现巨大差异, 从根本上讲, 是由不同的制度安排

所决定的。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

面, 一是通过确定规则提高信息透明度, 使各经济主体对其

他经济主体的行为反应能作出准确预见; 二是通过产权界定

塑造发展动力, 使各经济主体的个别努力转化成私人收益率

与社会收益率相等的、为经济发展所需的活动; 三是通过正

规法令规章和非正规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社会习俗影响

市场机制的配置效率; 四是通过为财产权利和知识产权提供

保护, 促进企业家的涌现和技术的创新。⑦总之, 有效的制度

安排和经济组织提供了一种将个体的经济努力变成为社会

经济发展活动的一部分的机制, 能够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提

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当把耗散结构论与新制度经济发展理论

联系起来思考时, 我们发现, 新制度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

济学的封闭研究方法, 把制度创新理论扩展到经济、政治、社

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 用开放式的方法研究一国经济发展的

开放系统。其制度创新思路的目的在于, 在与外界不断交换

物质、能量和信息过程中, 提供一种高效的变换机制, 这种机

制亦即由“微涨落”转换成为“巨涨落”的非线性作用机制。这

种机制也就是不发达经济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自组织机

制。正是这种自组织机制的出现或通过制度创新形成高效的

制度安排, 才能完成不发达经济系统向发达经济系统的跃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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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④⑤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 中文版,252 、6、7、

25 页,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⑥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 中文版,39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 。

⑦邹薇:《经济发展理论中新制度主义思路的兴起与发展》,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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