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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研究的新範式

⊙ 王 焱

 

Douglass Cecil North,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1973), The

Structures and Change of Economic History (1981),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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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已屆垂暮之年的英國經濟學家高斯（Ronald V. Coase），終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的殊榮。高斯不能算是多產的學者，他一生著述不多，但卻幾乎篇篇精到，具有重大的學術

理論意義。1937年，高斯在一家雜誌上發表了〈企業的性質〉一文，首次運用「交易費用」

的概念解釋企業的起源。1960年，他又發表了〈社會成本問題〉，藉交易費用說明私有財產

權的起源，從而開啟了產權理論的先河。高斯的創獲，開闢了學術的新天地，展現了誘人的

前景，吸引了大批富有才華的經濟學家追隨其後，構成了聲勢浩大的產權運動。其中以諾思

（Douglass C. North）最為引人矚目。

所為產權運動，是自50年代以來發展迄今蔚成巨流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

分。在學術層面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以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的理論為其基

礎，通過多種渠道的拓展，使往昔局限在市場經濟中價格形成的狹隘領域中的微觀經濟學，

提升為普遍的分析工具，成為關於人類選擇和人類行為的普遍學說，從而在內容和形式上為

自由主義奠立了新基。在現實層面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當代西方社會的諸多弊病，並

不是資本主義發展過度造成的，而在於國家干預太多，破壞了市場機制，妨礙了自由競爭所

致。他們認為，唯有市場交換才是資源配置和分配財富最有效率的機構，為此他們反對國家

干預和壟斷，主張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產權運動則通過「交易費用」概念的拓深拓廣和歷

史上財產關係的演化，指出市場交換實質上是所有權的交換，它要求交易者對所交換的物品

必須擁有明確的、專一的和可以自由轉讓的所有權。因此，要解決當今西方社會的種種弊

病，必須建立和進一步界定以往由於技術和制度原因難為個人所有的權利，使國有產業進一

步私有化。

產權運動以交易費用、權利經濟學、經濟組織比較研究和以諾思為代表的新經濟史為其四大

支柱。

現年72歲的諾思，1952年獲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先後在英美多所大學執

教。他的主要著作有：一、《制度變遷與美國的經濟增長》（與人合著，1971）；二、《西

方世界的興起》（與人合著，1973）；三、《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1981）；四、《制

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1990）。這些著作除第一本外，均已在中國大陸出版了中譯

本，引起了讀書界首先是經濟學家的興趣，為我們提供了多方面的啟迪。



歷史是鑒往知來之學。在學術史上曾有許多體系龐大、結構精巧的理論，在歷史這門經驗學

科中左支友絀，窘態畢現。諾思的新經濟史獨樹一幟，一方面建構其獨具的理論與方法，並

以此來分析人類歷史，另一方面又在歷史分析中不斷發展、完善其理論，顯示了他們的勃勃

雄心。在《制度變遷與美國的經濟增長》中，諾斯以美國經濟史為個案，導入了被擯於傳統

經濟增長理論之外的制度因素，揭示了制度變遷與結構的關係，歸納出制度變遷的一般規則

與過程，使其制度變遷理論初具雛形。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諾思運用制度變遷理論對

西方歷史重新做出解釋，指出是制度因素而非技術因素，導致了西方世界在近代的興起，為

我們勾畫出與往昔人們熟知的情景迥然不同的歷史圖景。在晚近出版的兩本書中，諾思進一

步提出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並以制度變遷為核

心，論述了人類社會各個領域的結構演化與變遷。諾思的新經濟史，不僅有細緻的個案研

究，而且以其新的歷史編纂框架，形成了替代性的史學範式。

從政治學研究角度看，諾思的著作也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啟示。

從古典經濟學到當代經濟理論，都蘊含著一個基本範式，這就是以有理性的個人進行交易，

追求收益最大化為基礎的「經濟人」範式。由此引伸出的全部市場理論，正是自由主義政治

哲學的基石。然而，自從經濟人範式問世之初便招致不少學術上的批評。自50年代以來，新

自由主義經濟學吸取了這些批評的有益成分，不斷完善這一範式，並將其推廣到以往被認為

與經濟分析無關的領域，特別是政治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這不但使經濟學與政治學的

傳統專業壁壘被打通，而且標誌著經濟人範式正日益成為整個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有效分析工

具。

諾思將經濟人範式推及對於國家的分析上，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以往政治學中關於國家

的種種理論，在不同程度上都帶有神化國家的傾向。諾思則將國家理論與產權理論結合起

來，把國家置於經濟史研究的關鍵地位。在諾思看來，國家並不是超然中立的，由於它決定

產權結構，因而最終要對造成經濟增長或衰退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諾思的歷史分析顯

示，國家往往像一個帶歧視性的壟斷者那樣行事。有時為了維護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不惜

以暴力維持低效率的產權結構形式，結果終至衰亡。經濟人的模式當然無法涵蓋人的多元天

性。經濟人範式作為有效的分析工具，也只為我們理解人類社會與歷史提供了一維的解釋。

但這一範式運用範圍的推廣，卻起到了進一步「祛除巫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作用，有助於打破我們以往關於國家、計劃經濟的政治神話，並且為我們觀察歷史

上國家興衰、棋枰翻覆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王 焱 1953年生於北京。曾任《讀書》月刊及《政治學研究》編輯部負責人，現為中國社會

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編審，發表過論文、書評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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