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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探源》

前言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中国是一个有着近三千年封建历史（其中两千多年处在集权专制
统治下、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在经济快速增长
和社会进步的同时，还存在诸多制度障碍。例如，产权制度不清晰；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
和单位保障制度；限制各种所有制主体公平竞争的审批制度；排斥分工的“小而全”、“大而全”的
小农生产方式；地方保护主义；个人专权导致的腐败；“官本位”下法治传统的缺失；论资排辈的等
级制度；“一人做官，鸡犬升天”的宗法关系等。这既有生产力层面的生产要素、生产组织和管理等
制度障碍，又有生产关系层面的产权、市场、分配、消费和社会保障等制度障碍，还包括上层建筑层
面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和文化等制度障碍，阻碍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探寻中
国经济增长制度障碍的根源，无疑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　　经济发展道路的选
择，根植于一定的制度背景和“路径”，而历史对于现有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有着重要影响。一个国
家文明发祥地的初始资源禀赋状况，与该国初始制度体系的选择有着内生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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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探源:王亚南经济思想的启示》讲述了：中国当今的制度“从何而来”
，又将“往何处去？”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根植于一定的制度背景和“路径”。中国是世界经济发
展史上封建经济形态存续时间最长、又未经历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国
家。中国经济在取得快速增长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要从根本上清除这些障碍，必须首先
探寻其源头。本专著的研究，正是立足于历史起点进行观察，运用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直接吸收王
亚南研究封建制度的成果，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和自组织演化理论，系统分析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制度障
碍与封建制度之间的历史关联性或路径依赖，尝试构建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制度框架模型，勾画出中
国传统制度“是什么”，为清除制度障碍和实现制度创新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坐标。

Page 3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探源》

作者简介

　　韦曙林，女，仫佬族，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英国剑
桥访问学者。广东省经济学会理事、广州市科技局专家库财经专家、中山大学MPA兼职导师。主要研
究领域：宏观经济理论与公共政策分析。1993年至今任教于华南理工大学，主讲《西方经济学》、《
公共财政学》、《公共项目管理与评价》等课程。在国家级和省部级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30多篇，有
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等刊物全文转载和引用，荣获广东省委宣传部“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
广东省金融学会优秀科研，成果奖”、华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类科研论文（1类刊物）奖”等
。主持广西重大招标课题、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广东省科技厅课题等10多项，主编并出版
（《经济学原理》、译著《公共部门预算理论》。

Page 4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探源》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从王亚南经济思想的启示探寻制度障碍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制度研究路径
与方法第三节　研究主线与框架结构第二章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特殊产权制度第一节 “亚细亚生
产方式”的路径依赖第二节 中国特殊土地产权制度的供给第三节 宜农资源禀赋对产权制度的需求第
三章　反市场的交换模式与弱势民间产业资本第一节 超经济强制的交换模式第二节 政府对资源的垄
断配置方式第三节 民间产业资本难以成为自组织的市场主体第四章　利润梯级化与寻租分配对市场激
励的扭曲第一节 经济市场的利润梯级化分配第二节 政治市场的寻租分配第三节 中国的“官本位”传
统与腐败第五章　非生产性积累和特权消费与再生产周期第一节 前资本主义式的资本积累与特权消费
第二节 科举与宗法意识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阻碍第三节 再生产危机的周期性第六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中国经济制度演进路径第一节 民主的经济与民主的政治第二节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化演
进第三节 “人本经济”增长方式的演进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探源》

章节摘录

　　（三）官僚政治体制的产生和消亡　　1.官僚阶层源于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产生于专制政体。专
制官僚政体又是随着中国两千多年前秦国地主经济制度的产生而出现。　　官僚政治存在的条件，其
一，是封建体制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地发生支配作用；其二，是一般民众还大体被束缚、被限制
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他们像是“天生”地役于人，又像是“本能”地把统治者看作“超人”；其三
，是无知民众存在的落后社会，还很少与进步的社会发生经济文化接触和交往。这是由于官僚政治所
依托的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正同紧密封闭在棺材里面的木乃伊一样，一经与外界新鲜空气接触，
马上就要开始腐烂”。三个条件是密切关联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经济体制的保留。一个国家的传
统封建关系越稳固，它的自由经济发展就越困难，在此过渡阶段的官僚政治，就越会混合专制主义和
封建主义，也就表现得“更持续、露骨”，以致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虽经多次更迭，但总是换汤
不换药；旧的专制王朝被推翻，新的专制王朝又出现；新的官僚系统粉墨登场，而旧的官僚政治形态
又随之复活。中国历史深陷于恶性循环的怪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王朝更迭不但没对基本经济体制进
行任何根本的变革，反而每一次政治变动都加强了这种结构的顽强性。　　美国的官僚政治作为一种
社会体制不易出现的原因，是美国没有经历封建制度，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市民的民主政治在美国
比较能实行得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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