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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法律方法与经济问题　　本套专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者们不约而同地采用法律方法
研究经济问题。
过去我们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多看到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法律问题。
特别是国外法学界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已有若干部专著翻译成为中文。
而现在，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法律研究工作者开始进入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和工商管理学的
领域，用法律的方法来研究这些边缘领域的问题。
　　在社会科学几个相近的领域，例如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工商管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都有法律
研究的论文和著作，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了。
在中国政府将“依法治国”定为基本国策之后，采用法律的思维与方法分析目前的经济改革问题也非
常有意义。
其意义就在于，我们所说的“依法治国”，不仅仅是表现在一个宏观的口号上，而是要将“依法治国
”作为可以实际操作的、用来实际分析经济问题的、作为经济政策设计基础的法律方法。
　　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北大前校长吴树青老师曾经问我，依照《宪法》，“
债转股”是否应该提交全国人大财经委讨论？
我说需要研究一下法律，才能回答。
此后，国务院关于《国有股减持与成立社保基金》的办法出台，又有人问我，这么大的财政支付转移
，是否应该经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开会讨论？
我回答说，需要研究法律。
直到我在写这个序的时候，相关的法律研究工作还在进行。
我希望从法律制度变迁的角度和我国财经法制程序演进的过程中找出符合法律的答案。
　　不断遇到类似问题，使我开始研究与思考经济学家们提出的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职权
范围究竟是什么？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对于国家重大财政支付转移是否有权审议？
”从法律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些经济学问题，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制度程序化和司法化的法学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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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转型、变法等问题为经验背景，在思想史的视野里反思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法律
经济学的比较制度分析范式的研究程序和研究计划，内容涉及当前法律经济学界所密切关注的若干前
沿理论命题，如政治的科斯定理、意识形态的科斯定理、国家治理的三元结构“关系”规则的性质、
良性社会资本的保存与耗散假说等理论命题，以及当前国际学术界所热烈讨论的比较法与金融学理论
与政策。
本书显示了作者试图将西方法律经济学和法与金融学理论本土化的努力，也显示了作者试图将西方法
律经济与金融学理论本土化的努力，也显示了作者试图在提倡或建构一种与主流理论有所不同的比较
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或法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文本方面的可贵探索。
本书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当前的经济立法和金融公共政策或立法选择方面提出了一些前瞻性战略
思考和相关的较具体的政策建议，可供决策当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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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建伟，男，1971年生，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后。
现为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清华大学电教中心主任助理、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2000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教育心理专业博士学位，此间曾在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院进行合作研究。
在微观层面上侧重研究学习理论以及基于信息技术的认知学习与学习环境设计，涉及基于问题的知识
建构、科学发现学习、协作探究学习以及e-Learning的设计评价等。
在宏观层面上侧重研究教育技术学的科学学问题、教育信息化与教师培训等。
曾在国际刊物与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曾担任国际计算机教育应用研讨会（ICCE 2001）和国际网络学习研讨会 (ICWL 2003)等国际会议的程
序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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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理论与政策含义　　经济转型与增长的中国经验表明，政治稳定性与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平
滑性对良性社会资本的保存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这就意味着，转轨国家的变法和立法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私有化、法条的改变或简单的法律移植，也
不是政府政策性规则的简单退出，而是包含了政治秩序和民间秩序的互动与平衡，具体说就是包含了
三元甚至多元规则实施过程中的退出、替代、转化、互补等机制，其目标在于使法律变迁表现为相对
平滑的过程。
如果不注意这些机制，当政治秩序混乱时，政府和法院都缺乏公共规则的实施能力，私人规则的私人
实施以及各种恶性“关系”规则就会流行起来，腐败和黑帮等经济毒瘤就会恶性发作，形成各种非正
式“影子经济”（灰色经济和黑色经济），从而拖垮整个经济机体甚至动摇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政治稳定性与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平滑性和良性社会资本的保存可以对中国
的“经济增长之谜”提供一个“比较法律经济学’’的解释文本。
据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验及其政策含义作一个“法律经济学的后制度主义”评论。
　　1. 法律不完备条件下应注意防止黑帮集团腐败官员垄断性使用私人规则的权力　　在转型期，社
会变迁速度非常快，法律的不完备性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更甚，这时要想取得“善治”，需要密切注
意三元规则实施的相互转化机制和制度互补结构，以防止制度真空、黑帮集团和腐败官员垄断性使用
私人规则权力的出现。
　　2. 社会资本具有双刃剑效应　　在政治稳定和整个社会尚存公正底线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经济
增长具有推进作用，但是当社会资本与腐败和黑帮结合时，其中的特殊主义“关系”规则或恶性“关
系”规则则会成为“政治之癌”和“社会之癌”，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此时社会资本呈现出负
面效应。
因此，依靠法律适时打击恶性“关系”规则企业家——腐败官员和黑帮分子就显得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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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进入法学领域是从2001年开始的。
那年夏天，笔者进入北京大学法学院金融法中心师从吴志攀教授从事博士后的课题研究。
作为笔者的合作导师，他的宽容与大度给了我充分发展个性的机会。
在他的指导下，笔者与金融法中心的其他优秀同事或同学一起，先后合作完成了世界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总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委托的课题和项目，并且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这些经历和经验已
经融入我的这本小书里了。
做课题研究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它几乎是一种全方位的训练，在此过程中，吴老师言传身教，给了我
诸多法学理念、方法甚至为人处世方面的指导，这些已成为我的学术生涯和人生经历中一笔弥足珍贵
的财富。
　　金融法中心的白建军教授对学问的执著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实证法
学的若干理念与方法，我们之间的多次交流使我受益匪浅。
牛鸿玉老师也给我诸多照顾，至今难以忘怀。
刘燕老师的敏锐与才华令我十分钦佩，她是值得我学习的榜样。
　　在两年多的学习和生活中，我还和金融法中心的诸位同仁结下了深情厚谊。
他们的聪敏和才华，令我叹服。
彭冰、郑顺炎、邵东亚、郭雳、罗培新、伏军、台冰、陆忠行、丁宁、李清池、杨自然、罗英诸君是
我精诚战斗的合作伙伴，至今我仍常常想起我们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时的交流与碰撞，那些日子已成
为我在北京学习和工作时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郭雳和黄永庆曾与我一起为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生授课，我很佩服他们的才华，我们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非常愉快；罗培新和我之间也曾有过多次合作，他的敬业、认真与才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李清池
曾读过本书第四章的初稿，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在本书的修改过程中，我已经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这里向他表示感谢。
另外，感谢金华、刘锋、小柯在我们同处一室时的诸多帮助。
需要特别致谢的是陆忠行、台冰和崔磊，他们所给予我的帮助，我是不会忘记的。
　　本人曾就本书的主体部分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作过汇报与答辩，感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的各位老师
的指导与提问，他们的提问又引发了我对法律经济学理论更深入的思考。
这些提问已促成了我对本书相关内容的修改。
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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