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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解释》一书，收集了张教授1968年至1998年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的25篇文章，基本上囊括了
教授的学术思想。
1982年，张教授在港大的就职演说中倡导：让我们做经济解释的弄潮儿。
这本集子，正是这一思想的贯彻。
张教授坚信，经济学必须是解释现象的科学，只有能够解释现象的经济理论才具有生命力。
自(19)50、60年代兴起的经济解释的浪潮中，张教授无疑是最优秀的弄潮儿之一。
　　在《经济解释》这部书稿中，张五常融入了一项新颖、重要、被广泛解释、而所有现行教科书均
迟迟没有载入的内容，那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
这些内容当然是《经济解释》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读者将有关的章节与科斯和阿尔钦的结论比照，就不难看出“青”是否胜于“蓝”了。
　　《经济解释》理论体系的另一特点是，它逻辑划一、前后连贯、一气呵成，并无“微观”与“宏
观”之分。
大部分风行一时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已经被事实推翻。
由于《经济解释》只阐述至今依然坚如磐石的经济原理，而不充当经济思想史的展览馆，所以它比现
行的“萨缪尔森体系”的经济学教科书更加可靠。
　　书中，张五常利用了卡尔纳普和波普尔等人的科学哲学成果，用以处理经济学的概念和构筑经济
学的体系。
他恪守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原则，拒斥学术上的投机取巧，与浮夸卖弄的学者形成鲜明对照。
　　张五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洁净的学术范本，读者可以从中领悟，一个接受了扎实科学训练的人，
是如何冷却自己的情感，将“好不好”（价值判断）、“怎么办”（政策建议）和“为什么”（科学
解释）三者划得泾渭分明的。
　　张五常列举了大量实例，尤其是立足亚洲的实例。
充满数学符号的经济学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以真实例子取胜的经济学著作，则依然寥廖无几--无
疑，《国富论》是一本，《经济解释》也将是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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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交易成本　　1969年，在香港，我坐在路边的一个空木箱上，让一个男孩儿替我擦皮鞋，讲定价
钱是两角。
他刚开始擦，另一个男孩儿就走了过来，二话不说擦起了我的另一只鞋。
“我怎么付钱？
”我问。
“每人1角，”一个男孩子回答道。
我问他们是怎么定价的，结果惊讶地发现，这两个男孩子相互完全不认识。
但使我领悟到，这一定就是科斯所说的市场：假如我一只脚穿一只普通的鞋，另一个脚穿一只不常见
的长统靴，那么把一笔交易分成两笔交易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这个小插曲使我从一种不同的角度重读了“企业的性质”，随后专门研究合约，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这种研究构成了我现在所作的解释的基础。
　　几乎没有人否认，科斯有关社会成本的论文是他最重要和最著名的。
但我特别看重“企业的性质”一文，因为其中的洞见是他后来大部分著作的源头。
过去的10年间，经济学家对“企业的性质”一文兴趣高涨，从一个侧面表明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发生了
变化，认识到理论应用于现实世界的重要性，而科斯和其他人推动了这种转变。
　　外部经济或不经济成为经济发展领域的主题时间不长，与其一起提出的还有诸如“瓶颈”、“起
飞”、“恶性循环”和“平衡与不平衡增长”这样含糊的术语。
这些概念现在似乎已过时了。
仅仅20年以前，“合约”一词还只限于埃奇沃思一鲍利方盒中的“合约曲线”，而现在则成了本学科
中的一个常用语。
产权曾是博士论文未涉足的领域，而现在已出现了研究产权的中心，甚至在大学本科就讲授这个题目
。
交易成本范式已在人们心中扎了根。
　　在提倡这个范式方面，科斯并非孤军作战，尤其是奈特和哈耶克也早对科斯研究的这个问题感兴
趣。
后来爆发了凯恩斯革命，经济学家无论遇到什么不能理解的现象都在各种“不完全”中寻找所。
1960年科斯发表他有关社会成本文时，时代则不同了。
在同一时期，斯蒂格勒出了关于信息经济学的论文，阿罗也写了关于适度报酬问题的论文。
学生们曾被解释力低下的价格理论弄得灰心丧气，而现在则听到了一些完全竞争以外的东西。
大约与此同时，阿伦·迪莱克特关于搭配销售的兴趣传播了开来，而阿尔奇安则坚持不懈地用产权来
解释价格和竞争。
当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的学生们争相在半黑市上购买弗里德曼价格理论讲义的复印件，钻研
讲义末尾出的题，担心其中的一些题可能会用在即将来临的预考中。
弗里德曼的讲义很少涉及有关兼并和各种定价行为的问题，这预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科斯是幸运的，他论述社会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重要论文恰好形成在潮流的转变之时。
对经济解释的渴望开始高涨之时，曾支配经济思想的要求提出政策建议的呼声就减退了。
这转变的潮流由于科斯的阐述而势头更加汹涌。
我的观点是，交易成本和合约行为总有一天会被视为堪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主义相媲美的分析基础
。
　　　　私有产权与分成租佃(节选)　　张五常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推导出一个关于分成租佃
的理论，以此来揭示在农业中的一种主要土地租佃形式下的资源配置的性质。
分成租佃是一种土地出租的形式，在这种租约形式下，地租是佃农在每一时期的产量的一个合约比例
。
一般来说，土地所有者提供土地，佃农提供劳动力，其他投入可能由任何一方提供。
因此，分成租佃是一种分成合约，我们在这里将它们定义为两个或更多的人为了某一相互同意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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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组合私有的生产资源。
合约各方按照他们所投入的生产资源来约定一个共同接受的报酬率，以此来分享实际产出。
我们可以从标准的经济学原理中衍生出关于在类似的资源所有制下的所有土地租佃形式的理论。
　　已有的印象是分成租佃会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我们在这里将表明无效性的观点是一种错觉。
在私有产权下，不管土地所有者是自耕土地；是雇佣农民来耕种，还是以一个固定的租金出租给租地
者，或是与他的佃农分享实际产出，它们所暗含的资源配置是相同的。
在陈述我的理论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地讨论一下已有的关于分成租佃的分析。
　　对相当于税收方法（Tax－equivalent Approach）的检验　　分析分成租佃的传统方法可以被称之
为“相当于税收方法”。
由于在分成租佃形式下所生产的每一单位产出中都有一部分会被作为地租拿走，这给人们的印象就类
似于一种按价征取的税收——生产的每单位产出中有一部分会被土地所有者（政府）通过“征税”拿
走。
人们认为，它与固定地租和在所有者自己耕种时的产出分配是不同的——在后一种形式下耕作者获取
产品的全部增量。
因此，分成租佃被说成是导致了不集约的（和无效的）农作，因为佃农在土地上劳动与投资的积极性
降低了。
　　为了澄清这一论点的线索，我们将提供一个几何描述。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只有佃农投入了劳动。
　　在图1中，佃农的劳动t以横轴来衡量，代表佃农在一块给定的土地上劳动的边际产品。
佃农的边际成构　　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上是水平的，W是现行的工资率。
如果土地所有者雇佣农民来耕种，均衡点为B，所雇佣的农业劳动量为t2。
在达到这一均衡时，即有边际等式：。
所有者耕种时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而不管是他自己在所拥有的土地上劳作到t2或是劳作到其他时间
，还是他自己的劳作少于t2，另外再雇佣劳动者。
总地租作为土地所有者所获取的土地报酬以面积MDB来表示，这一数额等于在固定租约下的租金额。
　　然而，在用相当于税收方法来分析分成租佃时，佃农在扣除地租后的边际净收益在每一点都将下
移，即如果土地所有者获得年产量的40％（r＝0．4），佃农得60％在每一点上是04/image013.gif">的60
％。
当佃农的决定是在边际作出的时，均衡点为A。
这时，佃农的边际成本等于佃农的边际收益，即，与之相应的佃农劳动量为t1。
在这一条件下，总产量以面积ODJt1表示，土地所有者所获取的地租等于面积EDJA，佃农的份额等于
面积OEAt1。
在均衡点A时，佃农劳动的边际产品要大于佃农的边际成本。
因此，分成租佃是无效的（面积JAB代表经济浪费）。
在非土地性投入和对土地的投资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我们不难看到，所谓的均衡位置A是一种推断。
正如图1所表明的，面积MEA代表佃农的所得高于他的工资的量（面积OMAt1）。
佃农的这一残余所得的存在（面积MEA）是与均衡不一致的。
在土地私有制下，土地所有者可能从佃农那里获得残余，或可能制定分成合约以使佃农的投入量大
于t1。
进而，土地所有者可能选择工资合约、固定租约或将他的土地所有权出售。
在每种情形下的租金（利息）收入都要高于分成租佃下的地租。
事实上，即便我们接受了相当于税收的方法，并让佃农单独在边际上作出决定，他也没有理由为土地
所有者劳动到t1。
佃农从劳作中所获取的总收入将高于他在许多农场劳作时应该获得的量，并且在每一农场中提供一个
微不足道的劳动量。
　　相当于税收方法的疏漏是，它对分成合约缔结的条件没有任何明确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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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成合约下，当合约形成后，参与合约的各方必须达成共同的协议来遵守合约。
在固定租约和工资租约下，要素支付的合约条件是变化的，它们由市场来决定，而它们反过来又决定
合约双方的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
分成合约已不例外，尽管它的合约条件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的。
在这一见解下，我提供了以下的分析来得出分成合约的条件与市场均衡的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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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济解释的弄潮儿　　经济解释的弄潮儿　　--读张五常《经济解释》　　董志强　　对于中国
读者，不管是否身属经济学领域，张五常的大名对他来说应该都不陌生。
最近20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张教授已是中国最有“人气”的经济学家。
然而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常常限于张教授的随笔和杂评，但随笔杂评代表不得学术。
他最重要的文章，都是用英文写就的，国内读者读之甚少。
　　对于那些不能读到张教授学术论文而深以为憾的人们，现在应可了却遗憾了。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下称《解释》）为国内读者了解张教授的学术
成就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解释》一书，收集了张教授1968年至1998年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的25篇文章，基本上囊括了教授
的学术思想。
1982年，张教授在港大的就职演说中倡导：让我们做经济解释的弄潮儿。
这本集子，正是这一思想的贯彻。
张教授坚信，经济学必须是解释现象的科学，只有能够解释现象的经济理论才具有生命力。
自(19)50、60年代兴起的经济解释的浪潮中，张教授无疑是最优秀的弄潮儿之一。
　　张教授的学术之旅始于对分成租佃合约的研究，写就了誉满一时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1969
）。
此后的数十年，他一直在合约领域辛勤耕作。
实际上，他正是今日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学的先行者。
《解释》一书中收录了《佃农理论》的两个章节，即《私有产权与分成租佃》和《交易成本、风险规
避以及合约安排的选择》。
前一篇文章主要说明了，只要产权是可以转让的，不管什么样的合约安排，其资源配置效率都将是一
样的。
后一篇文章则是为了说明，在同样的私人产权制度下，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
张教授引入了交易费用和风险来解释不同的合约行为。
但实际上，风险是可以包括在交易费用概念中进行分析的（教授在70年代的石油合约研究中成功将风
险问题纳入了交易费用内），而且风险本身不可度量，也就不能提出可辩驳的理论假设。
所以张教授后来大呼“风险”影响不良。
　　对分成租佃理论的研究给张教授的另一个模糊的认识是，合约是结构性的。
在《合约结构与非专有权理论》中，这一认识清楚了。
当时“外部性”术语正在流行。
张教授则说明，外部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合约是结构性的，会有缺陷。
导致合约有缺陷的原因有三：①没有合约。
这可能由没有合约权或者订约成本太高引起；②合约不完全。
这可能由完善条款的成本太高引起；③合约条款不合理（与边际等式不相符）。
从文章中，我们或许还可以读到自由合约的权利非常重要。
所以张教授反对“外部性”，认为外部性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应该从交易费用和合约结构着手研究私
人和社会成本背离问题。
　　对管制理论的研究是张教授最值得称道的研究之一。
《解释》中收录了《价格管制理论》、《露宿街头还是有屋可住》《租管与重建》等论文。
传统的管制理论认为被管制的利益相当于公共财产，在竞争下是会消散的。
而张教授的研究指出，这个理论错了，正确的理论是：价格管制引起的行为是减低租值消散的行为。
当然，由于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继续研究（如Barzel），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理解：由于管制并不能管
制住受管制物的所有属性，人们总会在管制下寻求可供调整的边际。
　　张教授最有名的文章当数《企业的合约性质》。
据说，当年他写完这篇宏文，即仰天长笑：从今大家再也不用研究企业的性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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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以计件工资合约为出发点提出了委托价格的思想，其结论是，公司究竟为何物，我们不知道也不
重要，重要的是公司合约在本质上与市场合约不同。
　　1997年，张教授在就任西部经济协会主席的演说中，提出了《交易费用范式》。
这算是他对几十年学术研究方法论的总结吧。
他一直致力于解释经济现象，尤其是他坚信那些看来不理性的经济行为，很可能是理性的，只是我们
没有注意到产生这些行为的约束条件。
自从佃农理论的研究始，他就开始坚信这一点了。
而他所提出的交易成本范式，其注意力也正是集中在约束条件的变化上。
　　不了解真实的现象，就做不了真学问。
张教授常以广东道卖玉来说明自己做学问的态度。
《解释》一书中的《蜜蜂的寓言》也反映了教授的强调体验真实的治学态度。
读这篇文章，总是想起科斯的《经济学中的灯塔》。
在经济学研究中，许多人自以为是地假想出理论并用幻想得出政策含义。
张、科的著作是对他们的有力批评。
　　当然，《解释》一书的内容并不止此，其中还收录了教授关于知识产权合约、中国经济改革以及
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写的词条。
全书语言简练优美，加之教授一向反对经济理论的形式化，所以也基本上没有数学式，读来轻松自然
，酣畅淋漓。
不得不佩服教授的文笔，如今，能够用简单明了的语言阐述复杂深奥的理论的经济学家，有几人堪与
张教授匹敌呢？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也可以间接地读到，张教授为什么反对套套逻辑，反对卸责，反对博弈论，反对
道德风险等，因为它们无法提出可辩驳的命题，无助于解释现象。
　　总的说来，张教授与科斯是一类人，注重从真实的世界出发，去理解世界，解释世界，在学术上
著述不多，但经典频出，风华绝代。
张教授与科斯又不是一类人，科斯言语谨慎，教授口无遮拦。
在世界级的华人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在学术成就上与张五常匹敌，也很少有人象他那样个性鲜明。
　　最后还要交代一句，张教授另一本待出之书与我们现在介绍的书同名，也叫《经济解释》，已经
写好了第一卷，目前正在《21世纪经济报道》连载。
张教授本人对此书评价甚高。
虽然显得不那么谦虚，不过，对经济解释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不这么说，谁又会这么说呢？
　　张五常：中文世界最好的经济学散文家　　北京晨报)　
　--------------------------------------------------------------------------------　　郭襄　　很多人关注张五
常，往往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学家身份，而是因为他的不循规蹈矩、狂傲不羁的形象带给世人的惊奇。
这个有着一头蓬乱卷曲的白头发的人(很难用“老人”来定义他)，虽然六十几岁，看上去仍然十分卡
通。
他的经历也是卡通化的，有一种现实世界缺少的简单和戏剧化。
比如他小时候常常逃学，两次被开除出校，中学都没毕业，可是他从进大学到成为正教授，仅仅花
了9年时间。
他的专业是经济学，但是他和香港三位名摄影家一起出摄影集，还被上海中国画院封为画师。
他还是中文世界最好的经济学散文家，他的《卖桔者言》风靡一时。
　　这本名为《经济解释》的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将让我们暂时放下对张五常的感性认识，走进这位
经济学家博大精深的世界，聆听教诲，也长长见识。
他早年师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尔钦、科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甚至
在他自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演说中几次高度评价张五常；他被选为1997年至1998年度美国西
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的殊荣。
　　据说张五常讲课，从来不备课，也没有讲义，因为他教给学生的重点不是经济学的知识，而是如
何利用经济学的推理、方法及假设去思考问题、解释现实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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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当专业化的这本书而言，我想作者的本意也是要给读者这样的思路和启发吧。
　　拍案惊奇张五常/陈彩虹（学者）　　当读及张五常作品时，张五常的张狂性格得到来自他本人的
证实，一个血性刚烈的“学术狂人”形象跃然纸上。
这是一批关于经济学和社会经济、生活及个人零散经历的随笔性作品，篇篇小文力透执拗个性和率真
外向的风格，张狂放肆得让人读来心花怒放，热血奔涌。
　　虽然说，再笨的男人也自认为有几分才华，再丑的女人也自认为有几分姿色，但张狂不羁者是需
要厚实资本的。
张五常先生就是具有可张狂资本者。
作为一位经济学的大家，他虽未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却因其经济学研究成果，抑或说是经济学的
心得颇具深度和魅力而备受推崇。
我未曾读过人们言及五常先生言行秉性的任何文字，更未见过先生，其人其风格仅通过间接的材料得
知，当是推测多于真实。
好在读过五常先生一些学术作品或是演讲稿，还以拙见批过五常先生的某种观点，也算是文中见人。
想必如此大家的性格极为豪放，不拘时尚，言语句句声响不凡，若以国人传统思想议开来，五常先生
大体算得另类得很的人物了。
　　当读及张五常作品时，张五常的张狂性格得到来自他本人的证实，一个血性刚烈的“学术狂人”
形象跃然纸上。
这是一批关于经济学和社会经济、生活及个人零散经历的随笔性作品，篇篇小文力透执拗个性和率真
外向的风格，张狂放肆得让人读来心花怒放，热血奔涌。
更得如此激情万丈之下经济学大家的许多思索，其对现实社会和经济问题关注的“逆耳忠言”，其做
学问和做学者的份份“苦口良药”，价值是难以度量的。
就是那把玩石头或论道书法，也别有一种独特风光让你领略。
对于我个人来说，读张五常这批作品总觉得是在进行一次经济学大家特殊人生的检索，文中涉及的那
些具体经济问题或学术论争论则完全隐退，弃书之后脑际萦绕不去的只是张五常这个鲜活的人，倒不
是他的作品。
看来，与其说我是在读张五常的作品，不如说是读张五常本人更确切点。
显然，此乃系张五常作品独有的绝活，更是张五常个人特殊性格魅力使然。
　　说实话，在这三册文集中，我最看重《学术上的老人与海》那册，在那里张狂的“五常性格”显
露得尤为充分，而且其中涉及学术方面的多篇小文有点“小体系”之感，读来兴致昂然。
从学术“大海”追求“巨鱼”的人生定位；到弃舍物欲的治学精神，“毕生为了要明白而生存，就是
学者”；再到做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方法，“对经济理论要简略地全面知道，但更重要的是要集中而深
入地对某部分（或某小部分）操纵自如”。
“重要的是到最后你要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这假说能引用到不同的现象去”；还有积数十年学术经验
而得到的经济学研究真谛--经济学只有“两招”：“自私的假设”和“需求定律”，其余的理论、观
点均源自如此；再加上对自己最为熟悉的价格理论快要“失传”的感慨，表达了经济学研究最根本要
旨，在于客观真实地理解或解释人的经济行为，或是从人的行为中导引出经济学的普遍认识来，需求
曲线下行就是源自于人的行为的特性，等等；所及这些，构造了五常先生“学术闲话”清晰的思想线
条，它略现了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及治学要求，一个未可深入理解经济学的人，大可由此知道如何才能
真正进人经济学，理解世界的奥妙所在。
其实，构造如此“小体系”或许不是五常先生的独特魅力，异峰突出的是，五常先生以其文若白水的
简单叙说，举重若轻地把世人对于经济学复杂和高深的恐惧，一扫而光，想必会吸引世间更多的目光
；更令人拍案称奇的，是如此简单的言语，竟把经济学界之内的那种人为复杂化理论学说的时弊，暴
露无遗，痛陈指责，一腔真诚却内含足够狂情的张五常活生生地走出了文章。
　　还是这册文集中，张五常点评中国经济现实，回顾千年兴衰，捧说亚当·斯密，贬言马克思，观
点大多惊世骇俗，鲜明透亮，从不含糊，三言两语打中要害，而且不怕犯错地大胆预言一些事情。
五常先生是彻底得很的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社会体制赞扬者，其思想观点均源自如此的基本信仰。
以言说“改革要从治本做起”为例，五常先生直截了当地亮出了政府管制产生贪污的观点，在他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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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高层要员做个“清官”是值得肯定的，但若是制度不改，政府管制过多，没有产权方面的私有
化，没有自由的市场体系，贪污是消灭不了的，那正如“你将一个美女赤裸裸地放在我的床上，要我
不想人非非，难乎其难矣”；同时，也是在这样的自由理想制度信仰中，他认为中国的国企是不能够
通过“改进”来提高效率的，而仅有“改变”产权制度方可实现效率目标，国企改革靠修修补补的调
整根本没有出路。
在这篇充满激动言词又不乏智慧的文章中，我们读到的是有棱有角的思想，更读出了五常先生执著顽
固信仰之下，无拘无束又显现某种极端偏向的张扬性格！
　　张五常在那些重大事项的“细小”记录（如与科斯一起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中，或在细小事
项的“重大”论说（如鸡血石的论述）中，你会不自觉地跟随着五常先生进人他所讲述的故事或事项
的状态之中，体会一位大学者的平常心态与平和情感。
在这时，他又是一位性情中人，平平凡凡的人。
这里你是看不到张狂的。
是的，对着那热闹非凡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对着那冷若冰霜的石头，你又张狂什么呢？
五常先生的张狂是属于经济学学术的，属于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优势的；还正是如此，当某种
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学的理解时，如此的张狂又是无效的。
　　张五常是学不来的，但他在经济学学术追求中的个性张狂，或是以张狂的个性追求经济学学术中
的“巨鱼”，对于从事经济学学术研究者，对于我们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企望有所建树的人，并非没有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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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五常坚持不懈地了解世事和解释现象，并对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这使他
成为“传统价格理论”的大师，成为经济学人的思考对象和学习楷模。
而《经济解释》这部书稿，则是我们得以了解其思想精华和治学态度的最佳途径。
　　作者简介：　　●张五常曾任阿诺德·C．哈伯格讲座的首任讲师，是位博学多才之人。
1967年获加州洛杉肌分校哲学博士学位，先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后成为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和香港
大学经济学教授。
1997年，任（美国）西部经济协会主席。
　　除了研究合约和新制度经济学外，张还是著名的摄影家、书法家和散文家，并且是艺术爱好者，
收集绘画、书法作品、古玉器、砚台和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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