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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我们开始分析审判之前，先来考虑一些审判的替代方式。审判无论在哪里都是很
昂贵的。诉讼的成本一向臭名昭著，这已经产生了难以计数的讽刺律师的笑话，在网络上比比皆是（
问：为什么鲨鱼不攻击律师？答：出于职业上的礼貌。在本书作者的网站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笑话）
。诉讼成本主要来自三类： （1）各种费用——在很多国家里，律师们都要收取高昂的费用，部分原
因是由于律师公会所导致的垄断性权力以及其接触法律事务的特权。在腐败导致贿赂公行的地方，法
律程序中的部分例行之事也要贿赂才能行，这样，法律费用就进一步抬高了。 （2）各类延期——中
国的法院在一年以内处理大多数案件，在洛杉矶案件上诉到高等法院要花3年，而在印度则需花掉l0年
（除了审判之外，还有很多政府提供的服务让人排起了长队，这些服务包括以免费或低于成本价提供
的道路、交通许可或移民申请文件）。 （3）不确定性——法律缺乏清晰性也给陷入法律纠纷的人们
带来了各项不可预测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些成本，陷入一场法律纠纷本身就是一种惩罚。 为了避
开这一惩罚，很多律师以使人们从法律纠纷中脱身为业。这样一来，很多商业性的律师自豪于能够写
出严谨的合同，这样的合同会预期到所有的偶发事件，并为当事人提供了细致而清晰的服务，如此，
几乎无人能够捉住这类合同的毛病来加以起诉。遗憾的是，就是最好的合同有时也会导致诉讼的发生
。预期到这一可能性的比率，很多商人去寻找审判的替代方法，在合同中具体界定清楚未来的争议如
何解决。这些特别的程序极具特点地绕开了公共法院，而代之以一些富有弹性的替代方法。这些替代
程序有一个名字叫“可选择的争端解决方法”，或称ADR，这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中介和仲裁者。比
如说，在某个遵守特定仲裁协会规则的城市，会通过仲裁来解决任一争端。举个例子，在巴黎的国际
商业理事会为众多的国际企业派出仲裁人员，解决商业纠纷。相比于审判，仲裁程序更少形式化的手
续，相对程式化的权利更弱，而对上诉的限制要求也更为严格。这些因素使得仲裁更为简单，而且比
审判来得更快。仲裁一般比公开审判更能保持秘密，这也是企业所特别偏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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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然价格有点贵，但是物有所值，这本书可能需要有一点经济学基础才能更好理解，综合评价还
不错，受益不浅。
2、书是很好的书，但是还没来得急读，作为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著作，以对方的学术视角观察彼此
的专业问题，并寻求解决途径，是本好书！
3、东西质量挺好的，是正版。
4、不错的发经济学的书，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直觉得太厚，又贵，据说翻译的还不好，一直
没勇气去看。这本算是法经济学比较好入门的书吧。
5、课本，很好
6、这是一套经典的教材，不过第六版还没怎么看，应该比第5版内容更丰富吧！
7、可能是在广州的原因，书很快就到了，质量没挑的，肯定会好好用的，希望考试顺利~
8、书还没开始看，感觉还不错
9、这本书多年以前就有中文译本出版，本次出版了作者的最新版本，对中国的教学和研究一定会有
较大的帮助。
10、内容非常丰富、有趣，视角独特
11、和第五版相比变化不大，整体不错。
12、我收货后发现该书中有标价的内页上方写着：本书封面贴有Pearson Education (培生培育出版集团
）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我发现书的封面有培生教育的标志，但不是贴在上面的，而是印在
上面的。我无法证明收到的书是否正版。作为工具书收藏，真怕有差错！希望卓越网关注此事。
13、书有点被刮烂了，一点点小缺口。其他都很好。
14、不可多得。国内的法与经济学领域是一个较大的空白领域。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不打交道的情况很
普遍。这本书经济学说的较多，对法学人士帮助较大。对经济学人士理清思路，把握方向很有益处。
非常好！
15、波斯纳的太厚了。所以就选择了这本经典教材
16、正在看呢。。。。。。。
17、重要参考文献
18、作为法律与经济学结合的教材，书中很多内容对法律专业学生来说并不难理解，不涉及经济学的
复杂建模问题。对法经济学入门，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19、后边几章翻译低级错误略多。
20、还不错呀，可以看看的哟。
21、书很好，不过拿到手上的书前几页有摺横，就感觉不太好，有点像八成新的书。。。。
22、我喜欢经济学，刚刚收的该书，还没有阅读。
23、这本法和经济学属于法经济学领域的比较经典的教材了，而且一直在出新版，这是第六版。一般
人可能提到法律经济学会首先想到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但是波斯纳的那本书篇幅太大而且叙述也
比较晦涩，作为研究用尚可，作为自学教材使用就不是特别合适了。库特和尤伦的这本书是专门作为
教科书编排的，比较适合教学或者自学，同时也有比较好的理论价值，可以说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法
经济学教材之一。当然，作为中国的读者而言，看这本书还是有点费劲的。主要是他们的表述方式都
是美国式的，跟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不太一致，在阅读的时候会觉得有些生涩难懂，很多地方需要自行
转换才可以。另外，书中的例子许多都是美国的例子，这些例子中的不少东西对于美国人而言是常识
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可能需要通过查资料才能够了解。相比国内的法经济学教材而言，这本书最大的
特色就是着重于经济分析。也就是说，它更侧重与经济学而非法学，这也就是它的中文版是作为“当
代经济学参考书系”的原因（相反，人大出的那一本定位是“21世纪法学教材”，可见二者的不同）
。所以这本书可能更适合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习。如果是法学专业的学生直接看的话可能在接受上有
点困难，尤其是许多章节中的经济学论述会难倒一些人。不过，就经济学部分而言，这本书的论证也
并非特别困难，法学专业的学生如果稍微的学习下经济学，再阅读起来会比较轻松。送到我手中的这
本质量还是不错的，只是封面脏了而且内页也有点脏，这里让人不舒服，虽然看书是看它的精神不是
外表。但是这样的外表第一眼看上去还是听不舒服的，所以没给满分。
24、法律经济学，用经济学的眼光看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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