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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习俗元制度作为一种自发的内在制度安排，不仅存在于“习俗经济”之中，而且广泛存在于现代市场
经济中。
人类经济行为不仅受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支配着，而且还受到另
一只“看不见的手”，即习俗的调节。
人们生活在习俗的世界里，尤其是农村居民更是如此。
农地习俗一般是在人们相互博弈中形成的，得到社区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常常是社区内相关当事人自
我实施的。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实施是极为重要的，有制度不实施往往比没有制度更糟糕。
基于此，通过对蕴藏马克思、康芒斯、穆勒、马歇尔等人经典著作的农地习俗元制度思想进行梳理以
及查阅其他相关文献、实地调查以及博弈分析等多种方法，本书在对习俗元制度这只“看不见的手”
作用原理、演化机制进行探讨基础上，对农地习俗元制度及其实施机制进行了研究。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    第一，市场的有效运行不仅只有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且
习俗元制度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对人们的选择及其他经济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调节作用。
习俗元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广泛的群众性和外在的强制性、默认性、可塑性，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
来看，习俗元制度的演化机制至少有遗传机制（复制机制）、变异机制（新奇创生机制）、选择机制
和适用性学习机制。
文化与习俗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习俗元制度本身承载和保持着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作为
习俗元制度等制度的“精神性”，又成为习俗元制度遗传，演化和变迁中的连续性的“基因”。
“文化拟子”是理解文化濡化机制和文化播化机制的关键，习俗元制度的演化也是以“拟子”为基础
，通过濡化机制和播化机制进行的。
    第二，对蕴藏马克思、康芒斯、穆勒、马歇尔等人经典著作中的农地产权习俗起源理论、农地流转
习俗、农地继承习俗、农地习俗元制度对租赁制度、农地价格等思想进行梳理，马克思的农地习俗元
制度理论对于今天我们研究农地习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对日耳曼、法国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中存
在的农地习俗元制度进行了考察。
    第三，农地习俗元制度是最基本的农地制度分析单位，同时也是最为古老、存在时间最长的农地制
度，以其反映农地产权规则、自我实施合同、第三方实施以及组织规则等农地制度的某些重要方面，
包括农地面积计量习俗、农地产权习俗、农地流转习俗等等。
农地习俗元制度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农地产权制度均具有重要影响。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自然、地理、文化、民族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导致了农地习俗元制
度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第四，农地习俗产权元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农地习俗元制度安排。
权利或者产权与习俗之间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习俗不仅是产权的来源，而且产权本身就是习俗进一
步演进的结果，或者说产权是习俗的制度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中也对文明社会之前的产
权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习俗产权的有关理论。
农地习俗产权的起源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得到说明，该模型表明在没有第三方设计的条件
下，我们如何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自组织成一种互惠互利的习俗元产权制度。
同时，经验研究的结果不仅对这一理论模型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支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农
地习俗产权元制度的起源。
    第五，农地习俗元制度的实施机制主要包括自我实施机制和第三方参与下的实施机制两种，而影响
农地习俗元制度实施机制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因素对农地习俗元制度的实施机制的影响可以从
多视角、多层面进行分析。
对此，笔者建立了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来进行探讨。
    第六，在农村农地流转过程中，由于多数农地流转没有签订书面契约，一般都是口头契约，因此，
就农地流转双方来讲，自己守信和信任对方对于农地流转契约的有效实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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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引入重复博弈模型分析了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之间信任的形成机理。
信任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转的基石，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运行是不可缺少的，但在农地租市场上
，信任又是难以观察和计量的。
实验经济学的有关研究成果有助于这一难题的解决，引入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农地租赁过程中
，不同租赁双方之间的信任度是不一样的，信任度的差异不仅影响了当期租赁契约的选择，而且还会
对今后的租赁行为及租赁制度的实施产生影响；同时，信任还与租赁价格有关，出租人所要求的租金
与承租人的信任度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较高的信任度对于农地租赁市场的高效率运行具有积极作用
。
同时，本书还从信任博弈的视角分析了农户之间口头契约能够自我实施的机制。
    第七，农地习俗元制度的实施是需要有关经济主体的参与才能顺利进行的，农地习俗元制度之所能
够自我实施，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有关当事人对自己声誉的看重，即声誉机制有效地促进了农地习
俗元制度的自我实施。
重复博弈的KMRW定理表明，尽管每一农户在选择承认其他农户农地习俗产权（合作）时冒着被其他
农户不承认自己农地习俗产权（不合作）的风险，但如果自己选择不合作，就暴露了自己是非合作型
的，从而失去了获得长期合作收益的可能（如果对方是合作型的）。
如果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未来收益就会超过短期收益，因此，即使某一农户在本性上并不是合作
型的，但在博弈开始，每一个参与农户都想树立一个合作形象，使对方认为自己是喜欢合作的；只有
在博弈快要结束时，参与农户才可能一次性地把自己建立的声誉用尽，合作才会停止。
从关联博弈的视角来看，农地租赁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基于血缘关系、有限地缘关系的信任关系，在一
个博弈域的策略选择不仅影响自己本博弈中的得益，而且还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声誉作为一种社会资
本，会影响其在相关博弈域中的策略选择，因此村庄内的农地租赁博弈有效地嵌入到其赖以生存的社
区交换域的重复博弈，并且其交易域和社区交换域基本重叠，信息完全性与信号传递效率高，使得关
联博弈的关联度强，交易域和社区交换域双重惩罚机制的可置信度高，农地租赁习俗中的违约者的违
约成本高（因为违约现时受益的贴现因子很大），上述博弈的纳什均衡解就会是（出租，守约），而
嵌入社会交换域中的关联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将会是（合作，合作），从而实现农地习俗元制度实施
的良性循环。
    第八，与其他制度实施有收益、成本一样，不管是农地习俗元制度的自我实施，还是第三方参与的
实施，我们都可以通过制度实施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对于有关主体而言，是否实施制度标准是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在本书中，我们特别强调心理收益与心
理成本对制度实施的影响。
    第九，农地习俗元制度的实施也可以从惩罚的视角来分析。
从惩罚实施的主体来看，惩罚主要有自我惩罚和他人惩罚两种形式，如果从惩罚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农地习俗元制度的实施机制可以分为通过自我惩罚的自我实施机制和通过第三方惩罚的实施机制。
农地习俗元制度之所能够自我实施机制，有两种机制在起作用：一是自我强化机制；二是自我纠错机
制或者称为自我惩罚机制。
同时，经济主体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使得自我惩罚机制并不能够完全保证农地习俗元制度的自我
实施，因此，第三方参与并实施惩罚的实施机制对于农地习俗元制度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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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通过对蕴藏马克思、康芒斯、穆勒、马歇尔等人经典著作的农地习俗元制度思想进行梳理以
及查阅其他相关文献、实地调查以及博弈分析等多种方法，全书在对习俗元制度这只“看不见的手”
作用原理、演化机制进行探讨基础上，对农地习俗元制度及其实施机制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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