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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新尝试
———罗必良教授主编的《新制度经济学》一书评介

卢现祥　邱海洋

　　罗必良教授主编的《新制度经济学》一书已于

2005年 8 月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力求广

泛地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知识 ,把新理论、新

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 ,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

用性。该项研究受到了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

科研奖励计划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新制度经济

学的教学和学科建设 ,还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 ,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较

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 ,系统宏大 ,包罗广泛 ,内容详尽。该书共

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论 ,主要介绍了新制度

经济学的特点和方法论。从第二到第五部分分别从

制度的起源与变迁、产权、交易费用和国家理论四个

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作了系统而

全面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就可以看到 ,作者对其

中的每个部分又都分了若干章节 ,并对新制度经济

学中所涉及到的每一个知识点基本都做了深入、系

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与其他新制度经济

学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也体现了作者编写本教材

的初衷 ———综合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领域与基本内

容。

第二 ,该书反映了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

主流成果 ,具备前沿性的特点。在本书的五部分中 ,

作者不但介绍了以往已成熟的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

论 ,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

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书中

脚注就有所反映 ,如在本书第 58 页作者论述新制度

经济学三大命题时就参考了 2004 年齐默尔曼的《经

济学前沿问题》一书 ;在论述产权理论中 ,参考了

2003 年版的《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在论述国家理论

中 ,参考了 2003 年版的《社会选择的理论与进展》;

这种例子在本书中不胜枚举。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

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 ,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

论文的价值之高低 ,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

不是一个重要的标准。本书的资料是十分丰富而又

可靠的。

第三 ,理论叙述与案例分析结合 ,一般问题与

“中国问题”结合 ,兼顾国际化与本土化。新制度经

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 ,同时也是一种实用

性很强的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成功之处就在

于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人们身边真实世界中出现的

问题。该书抓住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这种很强现实说

明性的特点 ,在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理论介绍的同

时 ,加入了大量的案例分析 ,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理

论章节之后 ,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分析 ,其中专栏共有

62 个 ,案例也有几十个。该书所选案例大都分析透

彻 ,精辟到位 ,能很好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制

度经济学原理。书中出现的案例 ,大部分都是发生

在中国国内的问题 ,这些案例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 ,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提到的 ,多年前作者就做了相

应的准备 ,本书使用了多年来通过自己对“中国问

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理论叙述与案例分析的

紧密结合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时下 ,不少国外的新

制度经济学著作被翻译出版 ,在传播新知识方面发

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在如何联系中国实际 ,建立清晰

体系 ,适合我们习惯的思维逻辑等方面 ,该书做出了

可贵的探索。

第四 ,具有广泛的教学适用性 ,可适合多层次的

需要。该书是罗必良教授多年讲授新制度经济学的

结晶。从他 1994 年开始为研究生讲授《新制度经济

学》课程 ,到 1999 年自己决心编写新制度经济学教

材 ,再到 2000 年申报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

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最后到形成今天的文稿 ,已

近 11 年的光阴。本书可谓作者“十年磨一剑”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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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正是因为这是一本从教学实践中得来的教材 ,

所以本书时时体现出了教学实用性的特点 ,并且作

者所能考虑到的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更加为学生着

想 ,服务于学生的特点。在该书的前言部分 ,作者指

出本书可以作为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材 ,不过在学

习过程中不同的教学对象在教学内容上应该有所区

别。接着 ,作者花费了一番功夫 ,列出了一张不同教

学对象的学习重点图。这张图内容详细 ,从第一部

分第一章到第五部分第二十章 ,作者分别指出了本

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应重点掌握的小节。此图清晰

明了 ,使人看了一目了然 ,即节约了读者的学习时

间 ,又降低了读者的搜索成本。在该书的许多章节

后 ,作者都应用知识结构图来总结此部分的理论内

容 ,知识结构图是对某一部分理论逻辑体系的简化

表述 ,此种方式易于使读者从整体上掌握各个理论

之间的内在联系 ,使各种理论之间的来龙去脉更直

观、更清晰地被读者接受。另外 ,该教材紧密与国际

规范教科书接轨。在每章末尾 ,作者都用简洁的几

百字概括本部分内容 ,形成“本章提要”模块 ;接着 ,

列出主要术语 ;然后把与此章相关的重要著作列出 ,

形成了能够使读者更加深入学习的“阅读书目”模

块 ;最后 ,就重点问题列出了一些思考题 ,以检验读

者的学习成果。该教材作为一本与国际规范接轨的

标准教科书 ,还体现在 :在本书末尾 ,作者专门列出

了两个附录 ,一是主要英汉人员对照表 ,还有一个专

栏、图及表格索引。以上所指出的该书所具有的特

点足以说明本书在结构编排、逻辑体系等方面的规

范性、标准性、适用性。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产生在欧美国家 (主要是在

美国) ,但它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现在

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很多 ,如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

密德所说 ,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不是没有理论 ,而是拥

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论 (见其《制度与行为经济

学》)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太多 ,现在的关键是如

何整合。本教材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整合上

做出了探索 ,尽管还不成熟 ,还可能存在这样和那样

的不足 ,但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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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4 页) 约同步 ,促使银行业从他律向自律

过渡、从“外部约束”向“内部激励”转变 ,从而提高监

管效能 ,促进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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