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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中国经 济研 究 中心
。

能再次来到中国也令人 非常愉

快
,

因为 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意思
、

最富挑战性的国家
,

尤其与我的研 究兴趣

相关 —经 济和社会变迁的过程
,

这正 是我要与你们谈的话题

传统的经 济学理论是静态的
,

它提供 了理论分析的框架
,

解释市场或经

济的各个部分在某一 时刻是如何运 行 的 但 它不 能解释经 济随若时间的推

移是如何变化 的
,

这 显然是其缺陷所在
。

因为人们总是试 图使经 济运行得更

好
,

这就需要揭示经 济随时光流逝如何变化和决定其变化发展方式的关健 因

素
,

然后才能知道人们可 以改变些什 么以使经 济运行得更好 —这 正 是我

所关注 的问题
,

它令我走过一 段很长 的路
。

当我开始研 究经济史时
,

试 图借 用传统的经 济学理论 工 具来解 释经 济

史
,

却发现这样的理论工具根本不存在 传统的经 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如

何运 行
,

它假 设市场具有完全 的信 息和知识
,

其运 行是精确
、

完美的 在这 一

假 设之 下
,

人们发展 了一 整套 非常优雅
、

精确的理论框架和市场运 行模型

而 我所考虑的是
,

市场在时间流逝过程 中如何变化
、

如何变得更有效率等问

题 事实上
,

从那 时起
,

这 一 研 究持续至 今

在我的研 究中
,

有两个方面 至 关重要 一 个方面
,

是我在数年 前中国经

济研 究中心 成立 时的开幕演讲 中与你们谈到 的
,

与我称之 为
“

摩擦力
”

的东西

有关
,

它使得 市场具有正 的交易成本 事实上
,

对于
“

交易成本
”

问题 的理解

和认识
—它的发展 方式

、

它与社会制度结构的关系 —非常难 以入 手

另一 个方面
,

与人们的信仰
、

思维和认知有关
。

一
、

交易成本和制度

过去 的一 段 时间
,

我试 图度 量美国 年至 年 的交易成本
,

也 尝

试在多种 多样 的经 济系统 中测量交易成本
。

当我到一 个第三 世界 国家
,

当我

被要求对经济发展 给 出建议 的时候
,

我会 问这样几 个简单的问题
。

例如
,

安

装一个 电话需要多少时间
、

多少成本 获得 某个机器零件需要多长 时间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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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成本 什么因素会影响诸如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供给 ⋯ ⋯ 问这些问

题的目的在于
,

观察那些第三 世界国家
、

那些贫困国家会发现
,

他们的贫困

是 因为他们的市场交易成本很 商 事实上
,

这种相关关系非常显著 世界银

行提供经费
,

要求证 明这一论点
,

我们将各种交易成本精细地 列出来 了 我

们调查 了世界上 个不 同国家的交易成本
,

并对此进行回归分析
,

得到相对

于人均收入 的交易成本
,

结果非常理想 高收入 国家的单位交易成本较低
,

而低收入 国家正 相反 于是我们获得 了一 个切入 点
,

即一 个重要且 明显的拳

实
,

交易成本的高低正 反 映 了其背后 的制度体系

由此引起 了下 一 个问题
,

是什 么使制度运行 良好从 而产 生高效率的市

场 我耗费了很长 时间探究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
,

将制度分解为几个墓本的

要素 —
正 式规则

,

如宪法和法律
、

规章制度 非正 式的行为规范
,

如约定

俗成的行为准则
、

道德规范 以及其 它所有具有强制性特征的正 式和非正 式

规则执行情况和特点 将这 三 者结合起来
,

就可 以描述市场和整个经济运行

的特点

如果经济运行规则由政治体系来决定
,

那政治体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将引起以下问题 一 个政治体系又是如何将个人选择加总的呢 谁来决定

政治体系运作的方式 它与整个经济运 行有什 么联系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正 是这些因素决定 了政治制度的结构
,

从 而决定 了经 济体制赋予人们进行相

互 博弃而需要的恰当的权利
、

准则和规范

更进一 步
,

我们需要考察什 么是组织和社团 建立制度的决定性因素是

组 织和社团
,

它们作为主体建立起游戏规则
、

公 共权利
,

并由此形成制度 的

框架和 结构 在这样 的架构下
,

组 织和社团 自身才能够得 以发展 组织 的变

迁和发展
,

是在与其它组织 的对抗和 生存竞争中发生的 这 就 回到 了经 济学

的最墓本的假设 —资源是稀缺的
,

稀缺性意味着竞争 在组 织层面上
,

竞

争是组织 与组织之 间的生存竞争
,

例如企业在市场 上的生存竞争
,

政党之 间

政见 的竞争
,

学校之 间为获得最优秀生源 以成为最 出色学校的竞争 —无

论什 么类型的组 织都是如此 在这样 的竞争 中
,

组 织 需要不 断革新 以获得 自

己的生存机会
,

要不断修正 他们 的制度
,

这 一 行为正 是 我们要 关注 的

二
、 “

现实
”

和认知体系

因此
,

又 回到一 个老问题
,

一 个常被提及却错要追问经 济学家的问题 —制度是 怎样发展和 变迁 的 制度
、

组 织
、

政策是如何产 生
、

形 成和变化
,

从

而影响社会生活的

首先要有个初步的假设 —
理性假设 这指的是纯粹理想 的状态

,

即人

们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偏好和兴趣 这完全是个理想假 设
,

如果人们真的如此

赛智
,

人类的历史将会完全不 同 作为替代
,

人类对世界如何运作的看法是

主 观 性的
,

即在社会科学领域
,

没有真正 的
“

现 实
”

在这 个世 界上
,

社会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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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找不到一 个客观 的对象来建立 自己的墓本理论 我们从物理学
、

化学
、

生

物学以及各门 自然科学中学到
,

如果要建立某种理论
、

某个模型
,

必须 回到

墓本要亲
,

回到某个理论赖以存在和发展 的墓础 上 而经 济学以及其它社会

科学的墓 点在哪 里 呢 因为它们是 没有真正 的
“

现实
” ,

建构的也 只 是 我们

的心 智 所谓制度
、

组织
、

市场
,

都是在我们的头脑 中的
,

他们不是客观存

在的
,

不 能触摸到
,

不 能真的用 肉眼看到所谓 的
“

政党
” 、 “

组 织
”

⋯ ⋯这种

建构完全是主观意志上的存在

这是至 关重要的 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关键 在去年九月发生的

震撼美国的严 重事件中
,

我们从未想到
,

会有人愿意驾驶 飞机撞击美国的建

筑物
,

毁灭 了 自己和许多人的生命
。

他们这 么做是为什么 强调这 一 点是 因

为
,

除非能够 了解人们对周 围世 界的信仰 —人们理解外部环境的方式
,

进

而构建他们的精神世 界
,

对于政治
、

经 济和社会制度体系运 作的观 点 —否

则永远也不 能懂得如何使这个社会 变得更加 美好

这 可 以从 了解人 的心 灵和 头脑起步
,

了解人们是如何理解和认知这个世

界 的 虽然 没有任何客观存在的
“

现 实
”

可 以供我们运 用
,

但这 并不意味着

它是完全 主观的 我们进行经济学研 究时就是如此 当头脑 中建立 了一 套精

美
、

优雅 的理论体系后
,

需要 回到现实世界进行检验 这 一检验过程是非常

不成熟的
,

因为不像物理 学
、

化 学和 生物学一 样
,

有 自己的实验 室可 以检验

这 些理论 不过确实可 以通过检验获得反馈
,

检验 出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反 映

了人们的行为方式
“

现实
”

是在人们头脑之 中的
,

是 没有真实存在形 式的 从
“

现实
”

开始
,

人们建立 了详尽 的理论模 型 —关于周 围世界怎样运 行的理论和 信仰 那

么
,

什 么是建立这 些理论
、

信仰 的根据和墓础 呢 我们都在提供对这个世 界

的信仰和理解
,

都在建 立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然后依据这 些理 解和认识
,

试

图向政治体系中从事个人选择加 总的决策者们提 出建议
,

然后试 图建 立制度

体 系
,

从 而通过 它们建立我们所认 可的世 界运 行 的方式

在这 里
,

我们不仅在讨论实证 的问题
,

我们也在讨论规 范的问题 经 济

学模型不仅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运 行的
,

而且还 常常告诉我们世 界应该怎样

运 行 于是
,

我们所做的就是建 立 一 系列的制度体系
,

以达到我们期望 的 目

的 因此
,

我们就有 了下面 的循环
“

现实
”

分 信仰 升 制度 一 政策 分 组 织 什

结果 峥 改变了的
“
现 实

”

在这个过程 中
,

首先是建立 我们对这个世 界 的理

念
,

然后通过制度来实现 我们的理 念
,

而制度是用 以规 范人们行 为的方 式

这种规 范产 生 了我们设计的结果
,

于是 实现 了我们的 目的
。

不过请注 意
,

规

范是信仰和认知的 函数
,

信仰和认识 的墓础 不 同
,

产生的结果显然不 同 就

如你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

与你们对美国社会 的认识 显然不 同

这 里 的
“

现 实
”

在引号里
,

因为它并不是真实的客观存在
。

与物理 学
、

化

学不 同
,

我们所拥有的是建构在我们的头脑 中的对外部世 界的理 解和认识
,

如此产 生 了我们的信仰和认知体系
,

它们是 多种多样
、

变化 多端 的 为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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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的信仰和认识体系如此地不 同 他们的根源和基础是什么 最重

要的是
,

你所拥有的认知体系是否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 如果它具有学习功

能
,

当体系运 行出错时
,

可 以修改信仰
、

认知体系和理论 而 当这样做时
,

你

就获得 了我称之 为
“

适应性有效
”

的制度结构 那就是说
,

这个制度体系在意

图与结果不一 致时能做 出反应
,

并且这一 过程将永远继续下去 人类早就开

始这样地构造外部环境
,

并且将一 直到时间的尽 头 可 以确定的是
,

我们从

未能完成对发生的这一 切进行解释 和认知
,

这是极其重要的 如果问
“

是

什 么驱动 了美国经济
”

有多种理论
,

诸如新古典主义
,

新 自由主义理论等

可 以给这个问题 以答案 在某种意义 上
,

它们都是正 确的
,

是问题 的答案

但 更重要的是
,

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不 完美的
,

过分地相信 它
,

就会误导

人们
,

制订 出错误 的政策

三
、

前苏联的例子

一 个简单的例子 —前苏联的兴衰
,

很好地说明了这 一 点
,

因为这个过

程包含 了我们想要理解 的所有行为 在 年
,

列宁的信仰和认知体系是马

克思
、

恩格斯的 —非常详尽
、

细 致
、

精确 —关于世 界怎样运 作
,

以及

世界应 当怎样运 作 的理论框架 列宁接受 了这套理论
,

取得 了十月革命的胜

利
,

并且想通过实行这套理论来创建社会主义 的经 济体系 列宁有得 自马克

思理论 的许多观 点 —尤其是辩证 法
、

封建主义
、

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
,

同

时还有一 些关于产权
、

技术进步等理论观 点 —所有作为一 个好 的马克思主

义者应该懂得的理论观点 我本人 曾是 马克思主义者
,

但 困难在于他并没有

任何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的指 南 他有个观点
,

就是要经历 资本主义才能

建设杜会主义 事实上
,

年的战后时期采取 的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
,

是

列宁和布哈林等人发展 的
,

他们期望通过这 一 制度能实现社会主义 但是
,

列宁去世 以后
,

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中获胜
,

在 年春天

开始实施第一个 五 年计划
,

发展 重工 业
,

苏联从 此开始成为一 个工 业大 国

在 年
,

列宁认为能够通过改革和创立新形 式的制度 以达到社会主

义
。

中国 自己所创造的发展历程
,

也是墓于一 定的理论体系的
,

基于你门所认

同的周 围世界运 行 的模型 无论 是 列宁当年对社会主义
、

资本主义 的认识
,

或是人们关于美国市场 和资本主义 的观 点
,

还 是 目前中国 年对周 围世

界 的看法
,

都是不 完美的 即使 最乐观地看
,

对于这个我们所居住 的复杂世

界来说
,

这 些理论观 点也是 非常不完美的 强调这 一 点是 因为
,

无论你是多

么的聪 明容智 —例如在过去十五 年 中
,

中国通过 改革取得 了非凡 的成就

—你总是有时候做得对
、

有时候还 是 犯错 下面所要阐述 的
,

正是 关于政

策实施 中得到的反馈

当讨论前苏联的政策时
,

最经典的例子是关于怎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

政 策 到
,

仅 占全 苏联土地 面积 的私人小块土地 的产 量
,

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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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业产量的 到 于是
,

很容易就得到 了一 个关于如何提高农业

生产力的理论 在前苏联发生的是
,

人们知道 自己的政策错 了
,

因为那

一 年前苏联经济的增长率急剧下 降
,

如果统计数据没有错的话
,

到八 十年代

增长率几 乎为零 即使他们知道政策错 了
,

但要调整却非常困难 事实上
,

戈

尔 巴乔夫做 出了努力
,

从 至 实施 了改革
,

他试 图进行结构调整
,

改 良政策和政治体制
,

但结果却是 年 月苏联的突然解体 最不寻常的

就是
,

改革未能取得成功
,

人 类历史上的一 个强权 国家就这样消失 了

显然
,

前苏联在农业方面的政策调整 上从来没有取得过成功 这 出于两

个原 因 一 是柑糕的理论指导
,

这有很多情形 或者是对理论的理解是错的
,

或是理论本身错 了 二 是 即使你有正 确的认知体系
,

正确的理解
,

但 管理运

作这个社会的人却没有
,

他们做错 了 所 以
,

这始终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

即

怎样在一 个社会体系中将社会选择加总
,

谁来运 行这 一 体系
,

更 重要 的是
,

制度是不是灵活 的
、

可调整 的
,

人们是否理解社会变迁的方式

四
、 “

有回声的世界
,

这就使我们始终要 问
,

人们如何学习
,

如何产生反馈
。

我们面对的是 一

个
“

有 回声的
”

世界 我们做下 列辜情 我们执行制度
,

以达到我们的某个 目

标 然后我们将会看到结果
,

结果可能会与我们的意 图产 生分歧 然后 我们

修正 计划
,

直到我们制订 的制度与我们需要 的结果一 致 有些时候
,

尽 管对

世 界 的认知 尚不完美
,

我们依 然可 以通过不断修正 游戏规则 以使世界变得 更

美好 翻 阅历史
,

在过去的岁月中
,

人 类逐 渐地 改变着制度
,

带来 了持续 的

经 济增长和规模扩张
,

维持 了人们 的生存
。

这 一 点
,

从物质条件方面来说是

肯定是 成功的
,

或许从其 它方面衡 量也是 成功的
。

但是在人 类的大 部分历 史

上
,

我们也在犯错 强调 这 一 点
,

是 因为犯错很 正 常 但 我们最终 可能会做

得正确
,

因为这是一 个
“

有 回声的
”

世界
。

当我们对世界建立模型时
,

我们能

够回顾从 前
,

依赖这 一 理论解释 我们的世 界
。

持续这 一 过程
,

我们将最终得

到正 确的结果
。

但这并不意味着
,

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学习 因为
,

我们现在生活 的这个世

界
,

没有任何东西 与过去完全 相 同
。

我们 生活 在一 个 比从 前任何 时刻都有 多

得多的新事物和替代 品 的世 界 仅仅关注 过去二 十五 年来的信息技术革命
,

就可以认识 到这 一 点 我们 已经 改变 了人 类社会 中的一 切
,

生存范围的扩张增

长 了无 数倍
,

过去二 十 五 年 改变了许多过去一 千年 中只 是缓慢增长 的事物

总之
,

我们戏剧性地 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

它已与过去大为不 同 在某种程度

上
,

我们正在创造一 个新的
、

伟大 的
、

与过去没有相似之 处 的世 界
。

因为这 个

原 因
,

我们必须很谨懊小 心
,

因为我们不 能从过去中取 得直接 到经验教训

这 就涉及 到价格理论 的运 用 问题
。

在经济分析 中
,

我们经 常使 用价格理

论 价格理论是经 济学的一 个伟大工 具
,

建 立 了对市场运 行 的墓本理解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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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使得现代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
“

科学
”

机会成本
、

边际分析等是我们

使用的标准的经济学方法 所以
,

并不是 它们没有很大的价值
,

而是在使用

它们时
,

要谨懊
、

自省
,

意识 到我们使用 它就先验地认为
,

明天 的世 界与今

天 的世 界是相似的

假若明天 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非常不 同
,

就要 面临这样的问趣 怎样应对

这个与过去没有丝毫相似之处的世界 历史并不 能指点我们现在怎样去做

在过去的五 到六年中
,

我主要的精力都用于研 究认知问题
,

就是认识 心 灵和

头脑是怎样工 作的
,

特别地
, “

学习
”

是怎样发生的
、

人们为什么学习
、

怎样

学习
、

怎样接受事物 在我们的实验 室中
,

不仅有关于人们在特定约束
、

特

定情形 下如何做出选择的
,

也包括头脑在特定的背景 中是如何工 作的 一 个

典型的实验是
,

不 同信息集下的合作问题 一 种情况是人们相互 知道他们将

有限地重复数次一 个博弈
,

另一种情况是将受试者置于另一 种背景 中 —他

们对其他人毫无 了解
,

而且博弈不会重复
,

而是仅仅发生一 次 在前一 种情

况下
,

他们发生 了合作 在第二 种情形 中
,

他们却倾向于表现 出导致背叛的

特征

这个问题 很 重要
,

因为从一 般来说
,

每个人只 有个人 的知识
,

而要与人

们发生非个人 的交易
。

在这个过程 中
,

变迁是极其困难的 这 正 是在今后 的

三 十年中
,

中国所要面对的最核心 的问题
,

就是怎样制定一 系列政治
、

经济

制度
,

从 而得 以建立一 个人与人相 互 交易的基础
,

那将需要利用过去二 十五

中你们所取得的经验 在人类进化发展 的三
、

四 百万年 中
,

人们学会 了基于

个人
、

小 团队的互相信任
,

但并未精通此道
,

人 与人之 间仍然相 互猜疑
,

这

可 以说是人类的墓 因决定的
。

五
、

结 语

今天 的演讲只是
“

经济变迁 的过程
”

这 一 问题 的第一 部分
,

概括的说
,

就

是 关于 交易过程 的理论分析 的总体框架 希望这是 一 个通 向理解复杂的交易

过程 的台阶
,

希望 能够帮助人们如何使这 一过程运 作得更为有效
,

使这个世

界运行得更好

该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