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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贺卫方倾情作序，作者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带入法学，逻辑严谨，可读性强，为经济学人和法律学人
同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当经济学与法学相遇，会衍生出什么样的学问呢？熊秉元教授在说明法律经济学旨趣的同时，回顾了
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史，介绍了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物的基本思想。
作者以平实、精确、有趣、深入浅出的文字，阐释经济行为、成本、效率等概念，建构一套严谨的经
济分析架构，并用于讨论契约、正义等法律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处理方式，显示经济学上的效率
和司法学上的正义确有密切的关联，及互相启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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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秉元，台湾地区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曾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推翻著名的“科斯定理”。
在华人经济学界，与张五常、黄有光、林行止并称为“四侠”，现为浙江大学教授，并担任多所国内
外高校兼职教授。
熊秉元还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散文家。1993年，推出第一本经济学散文集《寻找心中那把尺》，即获
选为“金鼎奖”推荐著作。目前，熊秉元已有两篇文章被选为台湾高职国文课文，是华人经济学家中
唯一获此殊荣的人，已出版《优雅的理性：用经济学眼光看世界》、《解释的工具：生活中的经济学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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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熊”出书，“鹤”作序——慧见法律经济学
第一章 法学干卿底事？
第二章 你的房屋，我的房屋
第三章 刻画经济人
第四章 人生而自由平等？！
第五章 个体行为和总体现象
第六章 故事书里的故事
第七章 经济分析的深层意义
第八章 仇人眼中长刺猬
第九章 无怨无悔的爱？
第十章 谁的剑谱、谁的武功？
第十一章 岂止是明察秋毫而已
第十二章 法学和经济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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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6##4月#第一本，经济学和法学相结合，介绍了很多法学和经济学中分析问题的方法，很多案
例很有意思，虽然是学术著作，但读起来不是很难~现在急需法学入门和经济学入门啊~~
2、对于我，一个门外汉来讲，这既是法学的科普，也是经济学的科普。作者平实的语言里，透露出
博学广识的趣味。
3、浅显易懂的文字，生动有趣的例子，让我对社会规则的产生与制定以及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
都多了一份理解。喜欢！
4、2016-04-12 见过本人，讲的内容估计自己也烦了，感觉整个人比较疲惫
5、台版。
用经济学上的“效率”来定义“正义”。
正义往往是一种直觉，成本是具有所有权的。
6、正义是法学最核心价值之一，而成本是经济学最重要基础之一。二者相遇，诞生了“经济帝国”
最繁荣的一块殖民地
7、思维方式的启迪。
8、我一直觉得法律经济学和生物化学这样的东西不一样，只能算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所谓引入
经济学也只是多一个成本效益角度观察，但是这无关法律本身的价值理念，纯粹是个技术性问题。
9、收获好多辩论的思考角度！
10、与单纯枯燥的经济学理论读物的区别在于，熊秉元平易流畅自然质实的文风。在文体上，可以归
为随笔一类。但缺点亦在此，既然浅出，便难以精深至相当的程度。
11、熊秉元先生的行文十分舒服，论证也有理有据条理清晰，感受到其学者风范。
12、新名词法律经济学，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法学自身。于我，又多了一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岂
不快哉！
13、提供的一种新的思路，不论是对法学学习，还是思考问题都大有裨益
14、虽然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但感觉都挺没道理的。
15、意外的发现了高阳⋯⋯但是法律和经济学的关系就真的⋯⋯没理解的很透彻
16、正义和法律是永远无法平衡。
17、一本将经济学与法学紧密结合的书，作者用散文的方式分析法学与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一本法律
经济学的入门，内容想对易理解，同时也看到了很多法律经济学的优秀人物和优秀思想，对思路的开
拓也有一定帮助，但内容不够深刻和创新。
18、法律经济学入门读物
关键词: 成本，正义，效率
汇集了许多有趣的案例，很实用
也在文章的描写中了解到几位法律经济学相关的领军人物和著作
19、比较通俗的经济学
20、知识性读物
21、入门而已，无太大意思
22、很有意思的一本书，拓展分析问题的角度。
23、终于读完第二遍了 经济学帝国太强大。
24、法律非经解释不得适用，这本书则是通过引入经济学中间的理论、概念，来为法律的解释打开一
个新的角度。但是，法的追求和经济学的追求毕竟是有差别的，一个偏向规范，强调价值，一个偏向
实证，强调效率。法律的经济分析就真的是正义的成本吗？追求正义是否可以不考虑代价？什么样的
代价可以让正义
25、学习一点经济学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是自己天资不够，想学的东西也实在太多！
26、利用这周空闲看完。难度介于学科通识读本和专著之间。总体不错。正义与成本，法律与经济。
其法理学观点可以拓展看边沁的著作。
27、还行，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总感觉例子还不是那么有代表性，作者想说的太多，但是限于
篇幅，也只能浮光掠影了⋯
28、法律学生第一次接触和法律经济学有关的书，发现可以这样理解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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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作者用一碗水的质料，勾兑了一桶水的体积，并且你读完发现作者捣蒜似的在书中反复表现的观
点却又不是他自己的，是不是自己的并不重要，问题是勉强加上的一点点引审又均不恰切。另外，你
的一得之愚形容自己可以，也好意思用来形容科思吗？
30、从单一学科的单打独斗，到跨学科的融会贯通，像“法律经济学”这种组合将频繁出现，毕竟这
是一种方法论的进化。将经济学“成本”、“效率”等概念引入对“正义”的裁决之中，而不限定于
形而上的逻辑思辨，“理性”、“自利”所体现的“财富最大化”，长短期目标等，彰明“选择”是
经济学的意义所在，法律也需要选择，遂，两者的共谋成为趋势。
31、更多的思维角度与方式。想再读几遍。
32、熊老师来做讲座的时候，侃侃而谈，风流倜傥，一派儒雅风范，令人心为之服。也正是因为熊教
授在讲座时那震撼人心的两个小时，我才毫不犹豫的去读了这本书。很多观点他讲座的时候提及过，
这本书是一个思维方法的扩充，并没有给出什么实际的解决方案，对于思维拓展来说，本书是不错的
。
33、很失望。写的太零散，没有用心。
34、虽然已经算是一本比较浅显的法律经济学入门书籍，但是觉得至少对目前的我来说，还可以一读
再读。感觉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原来法学的很多理论可以通过经济学的方式这样被解读⋯
35、读不下去可咋整⋯⋯
36、3.5 成本、正义、效率的关系。案例好。
37、学术性很强的一本书。一看就是老学究写的。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等我的境界再提高些再来
看吧。
38、有些观点和想法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并没有很清晰的说明。这本书读下来还是感觉法律是法律，
经济是经济。揉在一起的力度不够。略微杂乱。
39、法律经济学必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点亮一盏明灯
40、贡献在于总结出了“效率定义正义”的现代社会
41、太过瘾了。是图书馆借来的书，决定买一本放书架上。值得读几遍细细品味。大陆的某些判例，
真的是不记长远成本的鼓励劣币驱逐良币。
42、比较有新意，有作者个人的见解，尤其其中关于经济学处理生活琐事的方式让我耳目一新！

43、真是拓宽了我的眼界
44、实际上要把学术理论讲得通俗易懂，结合生活与案例以及个人情感，使非学术研究读者阅读无障
碍，又在章节内有明确的框架和论述过程，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非长时间教学而不能得。对个人来
说唯一的小缺憾在于章节之间框架的连接不太清晰（在课上有进行补充，但对读者来说可能不够明确
，当然也可能是我并未领会到）。同时老师这种对ECON帝国主义确定的信念和推演逻辑大概挺符合
未进入该学科时对本专业学者的想象。总之每堂课都能与老师谈笑风生收益颇多。
45、什么垃圾玩意
46、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不能无视代价。
47、法经济学的启蒙作品
48、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内容浅显易懂，分析视角倒是有点意思。正义是法律的永恒价值追求，成本
和利润是经济学探讨的起点与终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是否就是正义的成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到
底该不该无视代价？这或许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49、法经入门级
50、会引起思考的一本书，虽然不够深刻，但是有趣味性。可能是我自己水平有限，总觉得本书里所
描写的法律和经济还是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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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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