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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分两编，共九章，讨论了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产生与发展、主要流派，
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及法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模型。
主要运用上篇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模型探讨了财产法、合同法、程序法、管制法、刑罚以及侵权法等相
关法律的法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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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5.立法、司法和法律制度变迁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影响不容忽视。
利益集团的游说、贿赂，立法机构、执法机构的“寻租”活动，都难以保证法律制度的中性、无偏以
及有效率地运作。
这样，公共选择分析使法经济学研究者打破了政治过程和立法、司法过程的理想模式，得以洞察政治
内幕和集团的内部争斗，法律运作的成本更加显明，它有利于法经济学从私有产权一市场一效率的循
环论证的怪圈中挣脱出来，去探讨一些规范意义上的政策命题。
 （四）制度分析学派 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学派和受到康芒斯学说影响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
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该学派在当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塞缪尔斯和施密德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分析的核心人物、耶
鲁大学的威廉姆森等人。
 制度分析学派的共同之处在于，反对波斯纳过分强调效益最大化或市场自由主义理念，而是将法律制
度看成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过程，主张对法律经济现象进行比较制度分析，以交易成本为分析切入点，
在多种制度方案中选择能使交易成本最低的（法律）制度安排。
但是在分析的侧重点上，他们又略有不同。
塞缪尔斯秉承旧制度经济学的演进分析传统，将法律和经济过程之间看成一个统一的系统，认定法律
是经济的函数，经济也是法律的函数，进而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演进趋势。
施密德则认为法律制度是协调冲突和人们偏好的规则集合，它决定一个人或集团的选择集，并对经济
绩效产生影响。
他试图通过“制度影响”的理论框架来讨论法律制度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并建立了关于制度影响理论
的“SSP”模式，即状态（situ.ation）一结构（structure）一绩效（performance）框架。
他认为，物品特性（共享性、排他性、占先性、交易成本等）和个人特性（偏好、价值观、知识、策
略行为等）导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依赖性和利益的冲突性。
在给定的物品特性和人的特性状态下，人们会选择不同的权利结构，从而影响不同的机会集合以及财
富在个人之间的分配（绩效），这样他就为法律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实证的或规范的分析框架。
 施密德和塞缪尔斯在基本精神上都继承了康芒斯的衣钵，将法律制度看成是协调冲突的规则体系，他
们都不同意波斯纳等人的主流效率法律观，认为效率并非与利益分配无关，市场对冲突的影响也并非
是中性的。
他们认为仅仅在产权和效率的表层联系上兜圈子，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结局，因此他们都主张通过
揭示法律和经济的演进过程的规律，去帮助人们选择人与人之间的协调规则——法律制度。
威廉姆森也不同意波斯纳的市场本位模式，尽管他也主张法律制度的效率导向，但他采用的是比较制
度分析的方法，即认为人们是选择市场模式还是纵向一体化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当市场契约费用
大于一体化费用时，资产使用者会进行一体化。
他将交易成本分析整合进契约过程的考查，区分出新古典契约、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三种类型，对于
人们理解契约法和市场规制结构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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