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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流变中的信念

体系、制度结构与经济绩效
Ξ

———评诺思新著《理解经济变迁过程》

宋宗宏

西欧自中世纪末期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急剧的社会和政治转型 ,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全新的

政治和经济版图 ,一种动态的循环流转的增长方式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形态。然而几个世纪以来 ,真正

实现了经济赶超并有能力维持这种经济绩效的国家却并不多 ,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贫困的恶性

循环之中 ,其原因何在 ? 决定经济绩效的深层结构是什么 ? 我们有能力把握历时的动态变迁过程吗 ? 自斯

密以来 ,这些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 ,诺思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① 一书中试图从

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做出理论上的初步解答。

一、分析视野的拓展 :多维变迁模型的构造及其应用

新古典经济学将制度看作给定的 ,诺思在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范畴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而大大拓展

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诺思早期曾将制度结构视为对资源禀赋或可得技术的反映 ,在后来的著作中 ,他承

认某些持续存在的规则结构可能会出现机能不良 ,这种状况的出现可以用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来解释。一

般认为 ,诺思的《制度、制度变革和经济绩效》已经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而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

书中 ,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变迁过程 ,诺思除了推进其制度研究之外 ,还广泛综合了认知科学、心理学、人类

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更为大胆的假说。在前言中 ,他声称本书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拓

展”,考察了先前所忽视的“社会变迁的特征、人类理解并作用于社会变迁的方式”。诺思引入了人类意向性

这个重要的维度 ,试图构建一个理解长时段经济变迁和重大经济转型过程的多维模型。

该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广义变迁模型构成要素的表述 ,与第二部分相比 ,这部分包含了较新

的材料 ,诺思提出了许多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或未能处理的方法论问题 ,涉及到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的性

质、认知科学与人类信念体系、人类意向性和制度支撑结构等 ,诺思的基本思想可以表述如下 :社会科学研究

的领域是“非各态历经的”,因此面临着基本的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 ,社会变迁的参与者携带着从文化遗产

中承继的传统和心智模式 ,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并形成感知 ;经济绩效主要由塑造激励的制度网络决定 ,而

人类的意识及其意向性 (包含深层次的信念体系)的变化导致了制度结构的变迁 ,因此为了理解经济变迁过

程 ,必须理解心智结构和信念的形成、更新及其作用于社会变迁的方式。文化遗产所提供的人造结构 (信念、

制度、手段、工具、技术等)能够将不确定性问题转化为确定性问题或人类生活中的风险问题 ,这种人造结构

对充满新奇的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使社会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 ,因此诺思认为“创建必需的人造结构是经济

政策的基本目标”。诺思继续用交易成本分析方法探讨制度的绩效 ,仍然将制度定义为约束人类相互作用的

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及其实施特征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度常常是功能失调的 ,而且无效率的制度可以长期存

在下去 ,诺思认为非正式规则是导致制度无效率的主要原因 ,由国家实施的正式规则能够在一夜之间得到根

本改变 ,但非正式规则却不受有意变革的影响 ,因此对于导致非正式规则的起源及其变迁的力量必须给予足

够的重视 ,这也正是诺思促成认知科学和心智哲学与经济学联姻的真正意图。在第二部分 ,诺思试图阐释这

样一种框架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变迁的意义。他对人类在历史上改变环境的方式进行了概述 ,探讨了有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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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序的制度来源 ,试图澄清这一框架对于矫正制度的含义 ,为了应用这一框架来解释具体的历史变迁过程 ,

诺思对西方世界的兴起进行了重新表述 ,并对前苏联的兴起与衰落这一重大的历史变迁过程进行了素描和

阐释。第二部分除了加入体现人类意向性的信念体系这个重要的解释维度之外 ,基本上是对诺思早期观点

的一种再阐释 (例如 ,诺思对西方世界的兴起的解释 ,与其早期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的论述并没有

本质的差别) 。诺思自己也承认 ,他只是提供了一种理解长期经济变迁过程的框架 ,遗憾的是 ,这种“通”论和

抽象化的论述对于我们如何改善经济绩效所提供的帮助并不多 ,这一框架还需要许多具体的研究来充实 ,然

而诺思提出的问题及其雄心勃勃的尝试仍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比较、综合与发展 :艰难的探索之旅

诺思已经在很多方面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束缚 ,但并没有停留在纯粹的批判上 ,他认为在理解经济变

迁的过程时 ,新古典经济学存在把经济看作无摩擦的、缺乏时间维度的 (静态分析)和忽略人类意向性这三个

缺陷。他也反对用生物学的类比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 ,因此尽管他处理的主题本身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 ,但

是他拒绝用达尔文主义的演化理论和大部分演化博弈论来看待人类的经济活动。实际上 ,诺思对演化理论

存在着误解 ,没有注意到演化理论的多种流派和内部差异性。诺思似乎承认 ,人类社会的许多特征都具有基

因基础 ,例如我们在小团体中的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宗教/ 超自然解释的感知具有生物的基础。但是他并没

有讨论自然选择的过程或机制 ,而这些过程和机制对这些倾向的保持是必需的。诺思在多个地方反复申述 :

“信念体系从处理物理环境的结构向处理人类环境复杂问题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核

心。”①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人类环境与两千年前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吗 ? 直到今天 ,人类

在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面前仍然显得无能为力 ,而阅读古希腊、中国先秦时代的政治和哲学思想仍然让我

们深受教益 ,因此这种论断是没有充分根据的。诺思把制度看作“对人类面临的不确定性的反应”,但这并非

制度的惟一功能 ,制度还反映了使人类之间有序互动成为可能的行为倾向 ,其中一些倾向与不确定性或减少

不确定性没有必然的关联。实验证据显示 :在某些情境下 ,尽管双方所面临的问题存在着不确定性 ,但某些

人在只博弈一次的囚徒困境中准备选择合作策略 ;在合作博弈或参与由第三方实施惩罚的博弈中 ,相当一部

分人愿意违背博弈论所明确预测的结果。这些行为倾向构成了我们构建和维持社会秩序与制度的能力基

础。在本书中 ,出现了许多类似的看似不言自明的陈述 ,但是如同上述博弈实验所显示的 ,即使理论上的分

析完美无缺 ,作为一个经验问题 ,却可能会偏离理论上的结论。诺思高度重视制度的作用 ,他从个体信念和

人类意识的角度探讨了制度的变迁 ,但是问题在于制度本身是一个集体现象 ,对于个体信念之间的交互作用

如何导致制度的变迁 ,诺思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

此外 ,注意到诺思对认知科学和人类学的处理是很重要的。在该书中 ,诺思曾多次提及哈耶克 ,哈耶克

在 1952 年出版了《感觉的秩序 :对理论心理学基础的探索》一书 ,该书发展了有关大脑运作模式、感觉构造方

式的假说。诺思认为哈耶克是少数几个对思想观念在决策中的作用进行说明的经济学家之一 ,发现哈耶克

的感觉理论与当代认知科学家所发展的联系理论存在着一致性。他涉足了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不熟悉的认知

科学领域 ,识别出了几种不同的学习模型 ,但是他更倾向于“嵌入的”、“经验主义”的联系模型或神经网络模

型 ,因此“很多被我们看作理性选择的东西 ,与其说是个人认知 ,倒不如说是根植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和制度环

境之中的思想过程”②。他进而指出 ,制度塑造了偏好和大部分认知过程 ,这种看法显然不同于新古典经济

学偏好外生的观点。但是 ,他对认知科学的涉足并不那么令人满意 ,认知科学本身所发展的学习和心智模型

还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诺思尤其强调宗教信念和意识形态在人类信念体系和经济社会变迁中的重

要作用 ,除了援引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关于信念的宗教起源的观点外 ,他认为

宗教信念和意识形态对于当今社会所存在的许多现象都具有解释能力 (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前苏联的兴衰

等) 。此外 ,他特别强调非人格化交换形态对于提高经济绩效和经济扩张的重要性。经济学家艾弗纳·格雷

夫 (AvnerGreif)比较了中世纪热那亚商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格里布商人的组织结构和经济绩效 ,将组织结

构和经济绩效的系统性差异归结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信念的差异 ,而诺思则将其提炼为一种模式 ,认为正

是非人格化交易的普遍存在 ,导致了马格里布商人在地中海贸易竞争中的失败。国内有学者用这种观点来

解释温州模式的兴衰 ,似乎从侧面印证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诺思对前苏联兴衰的解释特别强调了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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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信念体系的作用 ,但是这个框架显然没有揭示前苏联由盛而衰的全部真相和复杂性。

三、“道德科学”的复兴与未决的问题

作为经济学家 ,诺思更倾向于从经济史的角度处理长时段的历史变迁过程 ,这种以经济为中心的世界观

是否简化了复杂的人类历史呢 ? 单纯从制度效率和经济的适应性效率的角度考虑问题可能只看到了历史复

杂性的一个方面 ,西方世界的成功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建立有效的激励体系的故事 ,从马克思、卡尔·波兰尼、

法国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那里 ,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一个频繁地运用政治力量、权力和控制来取得成功的

故事 :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伴随着经济增长 ,但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化的体系。诺思的许

多理论尚处于假说阶段 ,还有待于历史和实践的检证。尽管如此 ,我们不得不承认诺思在本书中所做出的重

大贡献。他对新古典机械的均衡思维方式和自由放任哲学的反思和拒斥使我们必须直面新古典经济学的局

限性。黑格尔说过一句恶毒的名言 :你走吧 ,你走不出你的皮肤。对于深受新古典经济学熏陶而且没有意识

到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重大问题的经济学家来说 ,也许没有更换一套“皮肤”的必要 ,他们也的确从未走出过他

们的“皮肤”,但是世界经济的现实需要以及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都要求确立新的范式。《理解经济变迁过程》

开启了新的前沿 ,对新古典理论框架有所突破 ,但并没有最终解决问题 ,真实世界的贫困和经济发展问题在

理论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诺思的框架过于一般化 ,而且很明显是以西方为参照物 ,因此对于我们理

解经济变迁的具体机制并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本书可以看作对斯密和休谟所提倡的“道德科学”的一种回

归式的复兴 ,无论我们对诺思的跨学科研究持何种看法 ,诺思的尝试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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