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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兴起》

内容概要

本书是新经济史研究经典著作之一。作者诺斯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本书是一项解释性研究，一份扩展了的解释性梗概，而不是传统意义的经济史。它提供的既不是标准
经济史的详尽无遗的研究，也不是新经济史的准确的经验性的验证，它的目标在于为欧洲经济史研究
提出新的途径，而不是迎合以上哪一种标准形式。它不过是新研究的一项议程。同时，它又是合乎传
统的，因为它是以许多前辈的开拓性研究作为依据。
书中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试图改变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去寻找发生产业革命的原因的偏见，而引
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本书的观点引起了西
方经济学界很大的兴趣，在新经济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有追随者和仿效者出现。本书是经济学指定必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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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兴起》

作者简介

道格拉斯·诺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
来研究经济史问题。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国民经济研究局董事会董
事、东方经济协会会长、西方经济协会会长等职务。历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剑桥大学庇特美国
机构教授、圣路易大学鲁斯法律与自由教授及经济与历史教授。
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了包
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
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
，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代表作《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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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兴起》

精彩短评

1、经济史。老师说他很看中诺思，所以我就准备把诺思的书都重新读一遍。这本算是非经济科班出
身都能读懂的一本书，特别推荐厉以平的版本。诺思的经济史里透出的意义在于，制度安排对于经济
具有重要作用，而制度安排并不一定是自上而下的，很有可能也是自下而上的。
2、寻找新的角度解读西方世界的兴衰起伏，诚然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实现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但
是经济组织何以发展成如此？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一直没能逃脱这个古老的命题－－去解释一个
已成事实的现象何以如此。
3、略读，有点看不下去
4、翻译还可以更好一些
5、大牛写书就是这么梗概，粗粗描绘一个框架
6、本书概要叙述了欧洲从十世纪到十七世纪的经济历史，考察了农业、商业、贸易、不同产品价格
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试图给出一个上述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制度解释，其结论似乎是灵活的、对社
会内不同集团的利益作出合理安排的制度和规则是决定一个社会长期发展潜力的内生基础。西班牙的
衰落在于过于依赖偶然的新世界的发现所带来的财富，法国的问题在于王权过于强大的控制力抑制了
经济活力的自由发展，而荷兰以及英国的崛起则在于他们具有相对合理公平、平衡而灵活的制度安排
。

Page 5



《西方世界的兴起》

精彩书评

1、本书概要叙述了欧洲从十世纪到十七世纪的经济历史，考察了农业、商业、贸易、不同产品价格
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试图给出一个上述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制度解释，其结论似乎是灵活的、对社
会内不同集团的利益作出合理安排的制度和规则是决定一个社会长期发展潜力的内生基础。西班牙的
衰落在于过于依赖偶然的新世界的发现所带来的财富，法国的问题在于王权过于强大的控制力抑制了
经济活力的自由发展，而荷兰以及英国的崛起则在于他们具有相对合理公平、平衡而灵活的制度安排
。 1. 我们认为，答案使我们回到最初的论点上去。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
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而本书着眼于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原因。P52. 只有当
资源相对于社会需要变得日益短缺时，才会出现改变所有权的压力。P273. 简述如下：我们提出人口增
长基本上可以解释中世纪盛世西欧增长和发展的外生变量。P354. 诺曼人的征服给英国带来了一个较之
其他封建社会更强大、更集中的政府。英国王室法庭的中央集权与欧洲大陆是大相径庭的。13世纪王
室法庭相对于领主法庭逐渐扩大了它的裁判权。这一斗争中出现的重要的先例之一是确认王室法庭拥
有对自由民的裁判权。P815. 一个能可靠地提供保护的国王-即使是一个暴君-也远比盛行的无政府状态
可取。尽管在暴君统治下，现有的所有权的安全仍是脆弱的，但还远不及无政府状态下那样脆弱
。P1116. 市场的复兴促使人们加快了为将商业扩展到欧洲大陆以外进行的探索。葡萄牙航海家亨利亲
王鼓励的探险只有靠商业复兴及船舶和航海术改进才有可能。到这个世纪末，他们不仅开辟了新的商
业来源，而且开拓了一个新的殖民社会。P1137. 1200到1500年期间，西欧的许多政治单位在一个阴谋
充斥、战乱频仍的世界经历了无止境的扩张、联盟和合并。甚至在主要的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和平时
期仍不断被打断。总之，这是一个扩大战争、施展外交手段和玩弄阴谋的时代。费用之剧增令人惊愕
。一年战争意味着政府的费用至少增加两倍，而大多数年份都有战争而没有和平。君主经常债台高筑
，因而只得铤而走险。破产的威胁是一种驱之不散的阴影，对许多国家都非常现实。事实的真相是王
侯并不自由，他们受到没有终止也无法控制的财政危机的制约。P1238. 这里恰恰是我们争论的一个关
键之点：1500年到1700年之间西欧经济成就的差别主要归因于兴起的各国为应付持续的财政危机而创
建的所有权的形式。P1259. 国家的首脑们确信只有牺牲其他君主才能扩大影响，他们同样相信，一种
经济只有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才能扩大其商业。这一哲学的最好范例是葡萄牙人试图凭借武力改变香
料贸易而未得逞。其他政治单位也曾试图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调整内外经济关系。重商主义时代就是
从急需提供从事近代初期这一伟大民族斗争所需岁入中诞生的。P14710. 黎塞留和柯尔柏未改变这一基
本的财政结构。他们以它为基础，在其上构建了一个更复杂的大厦，极其细密地创制了法国的所有权
。理解旧秩序下所有权结构的关键在于要了解王室对税收的控制是绝对的，而庞大的官僚队伍则唯王
室之命是从。P15511. 不发展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究竟有什么后果和影响，在这方面西班牙倒是提供了
一个出色的范例。P16712. 商业组织在这几个世纪里的变革，一般来说其特点并不是新发明，而是对意
大利人早先发现的那些已知技术的创新。低地国家的市场的迅速扩大，有可能发展一些将对低水平经
济活动无效的新制度协定。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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