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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

内容概要

《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与组织》内容简介：经济的繁荣和衰退、经济落后和经济发展。一直都是人们关
注的热门活题。但对于这些现象，我们无法仅根据当时的情况孤立地去理解，还必须研究其背后的历
史原因，而研究经济史能给我们提供有利的分析工具。
传统的经济史都采用编年体的写法，《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与组织》作者却打破这种常规，从协调和激
励的角度来把握经济发展的进程，其中特别强调了制度和组织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此外，作者
还比较分析了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史所作的研究。通过阅读《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与
组织》，读者可以全面把握经济史最前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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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

作者简介

岡崎哲二，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主要致力于日本经济史和比较制度分析等经济理论的研究。
他是用现代经济学的最新方法从经济史角度对日本经济发展作出有效解释最著名的学者。他运用历史
制度分析方法解释了江户时代日本是怎样积累了现代化的基础，对明治时期以来日本金融演变轨迹进
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用数量分析方法对许多传统的看法进行了检验，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主要著作
有《经济史上的教洲》、《生产组织的经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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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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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考”  1.3  以比较的视角看现在    摆脱“常识”    “终身雇佣制”和日本文化  1.4  作为实验室的
历史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货币史研究    金融恐慌的理论和历史    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然实验  1.5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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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古代、中世纪日本的商业    幕藩体制与市场经济    前近代日本的经济增长  4.2  中世纪地中海商
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    阿夫纳·格雷夫提出的问题    马格里布商人的“多边惩罚策略    作为博弈均
衡的制度  4.3  前近代日本的株仲间(权利伙伴)的职能    司法制度    “相对济令”的经济意义    株仲间(
权利伙伴)的组织和职能    作为自然实验的天保改革第5章  生产组织Ⅰ：工厂和企业  5.1  “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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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问题    等级制度的历史起源    “老板们真正在干什么？”  5.3  “看得见的手”的革命    铁路与美
国经济    企业组织的革新    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流通的一体化    经营者的作用  5.4  生产和流通组织的
选择    交易成本经济学    交易治理结构的选择与企业组织第6章  生产组织Ⅱ：奴隶、地主制、批发商
制  6.1  奴隶制    奴隶制是什么？    棉花栽培和美国南方的奴隶制    奴隶劳动的生产率    奴隶制的激励结
构  6.2  地主制    地主制的激励结构    14世纪北意大利的租佃契约选择  6.3  批发商制    批发商制的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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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型体系”的分化  7.2  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    银行与经济发展    股票市场与经济发展  7.3  “关系
融资”的优缺点    金融交易的治理    19世纪新英格兰的银行体系    健全关系融资的条件    关系融资与金
融危机    战前日本的“机关银行”  7.4  资本市场发展和资本交易治理    股票市场的效率与政府监管    
“J.P.摩根提高了企业价值吗？”    关于J.P.摩根功能的实证分析文献指南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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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

章节摘录

插图：观测数96、101左侧的两个式子是有关所有样本的结果，观测数48右侧的式子是有关发展中国家
的结果。制度变量CIM、ICRG、BERI的系数每一个都为正，而且与括号内的标准差比较起来数值很大
。也就是说，用三个替代性制度变量中的任何一个测量时，都可以得出制度的质量越高经济增长率越
高的结果。历史比较制度分析通过诺思及其后有关制度的研究，人们对于经济史和经济发展的理解有
了巨大进展。当时，正如上面所述的那样，交易成本经济学应用于经济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考
虑问题的视角，是经济主体的激励受到制度的影响。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明确考虑激励的问题。
因为他单纯地设想，资本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追求利润，劳动者除了在资本家的监督下从事雇佣劳
动之外无法生存。对于无视激励给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远景带来致命性影响这件事情，在这里我想要提
及一下。苏联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之而起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一直被劳动者、官僚缺乏激
励的问题所困扰，其结果是，在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就崩溃了。另一方面，虽然新
古典经济学把激励融入它的理论之中，但是它并没有将各种制度的影响考虑进去。可以说，诺思以前
的经济史研究的局限，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们所依据的经济理论的特征。但是，另一方面，交易成本
经济学也有问题，这给诺思等人的研究带来了局限。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因交易的属性和治理
（govemance）的制度组合方式不同，交易成本也就不同，对于具有某种属性的交易，便采用节约交
易成本的那种管理制度。但是，这种交易管理制度为什么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采取某
种交易管理制度的情况下，交易的当事人为什么要遵守这一制度，关于这一点，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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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

后记

2007年7月10日，在清华大学参加主题为“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会（IEA）圆桌会议
时，得知中信出版社有翻译出版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罔崎哲二教授《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与组织》一
书的计划。但是，由于科研教学和行政事务缠身，无暇及时回应出版社的邀约。2008年8月中旬，我突
然接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执行院长（Administrative Dean）：Margot N.Gill博士的邀请，2008～2009学年
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GSAS）的商学经济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Businessand Economics，设于
哈佛商学院）从事美国存款保险制度问题的博士后研究。我觉得这期间可以自由地协调自己的安排了
，而书的主题又与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财政金融理论的中国渊
源》相契合，作为其准备工作，便计划在回国前完成书稿的翻译。此次哈佛之行，我的家人随行，住
在哈佛近旁的375 HarvardStreet，夫人徐琼在哈佛自费研究，小孩惠东在紧临哈佛大学的Cam-bridge
Rindge and Latin School上九年级，她们的相伴和帮助，给我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而我在哈佛必须参
与的学术活动和相关主题的研究与学习，让我的时间总是不够用。这样，回国前才完成一部分的翻译
。2009年7月底回国后，酷暑中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所
延搁，现在本书终于面世，我十分欣慰。这本书是一本简明教材，在日本是由新世社作为核心教材来
出版的。关于这本书本身，罔崎教授已经在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就这本书涉及的主题而言，确实是应
该加以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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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

编辑推荐

《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与组织》打破传统编年题材，探讨制度和组织的变迁，从全新角度研究经济发展
，不可多得的经济史前沿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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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

精彩短评

1、2011-02-03读毕，书的框架结构很好，另外以协调和激励为研究制度的切入点，有启发
2、发货快，快递态度好，很满意！
3、这是一本从制度和组织的角度写的日本经济史对于研究经济的学者来说可以借鉴其写作方式。
4、内容很好，书有压痕，有点欠缺。
5、比较浅显，通俗，内容不错
6、关于佃农的那一章有错误。
7、薄薄的一本小册子里能容纳这么多内容实属不易。
8、最好的是关于组织那两章。当然，从英文到日文再到中文，其中错误难免。
9、日本经济史的教材，偏重计量论证，但是没有鲜明的核心观点，看下去感觉章法混乱，算是猎奇
看看日本的经济学教科书吧。
10、框架不错，内容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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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

精彩书评

1、2章：罗伯特.索洛的生产函数，二次导数小于零，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随着资本—劳动比的增大而逐
渐放缓（可以理解为，随着竞争者的进入，增长放缓）。3章：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得到的工资收入不
可能积累起购买生产手段的资金。马克思论证宗教与经济发展，中国人信仰什么呢？钱。罗伯特.巴罗
，相信有地狱的人的比例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高。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各种要素（技术革新、
经济规模、教育、资本积累）不是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就是增长本身”。5章：对工业革命观的修
正：18世纪后技术进步对英国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激增，棉纺工业生产占经济总体的
比重很小。有人认为，现有的技术是为了适应等级制生产组织，通过历史过程设计出来的。纵向一体
化和横向一体化分别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6章：对必须谨慎用心的工种，不使用痛苦激励而
使用报酬激励（奴隶制），在定额租佃契约中外在风险由农民承担（产量）。7章：市场型体系（主
要从证券市场融资）和银行型体系（从银行），中等教育入学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关系融资者
向银行支付的利息＞银行向他们支付的红利，他们倾向于不偿还，有效市场假说在美国的20世纪初失
灵的前提条件：股票的数量急速增大并且有大量的投资者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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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

章节试读

1、《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的笔记-第26页

        根据以西蒙·库兹涅茨为首的国民收入长期推算，我们能够客观把握经济的长期过程。即使不是
全人类，至少其中的一部分，至迟19世纪初以后，享受了人均GDP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从往昔开始
就吸引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并确立了标准的理论。新古典学派增长理论（索罗模型），通过包含储蓄
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和资本损耗四个参数的简单模型，能够清晰地描述经济增长。进而，通
过这些参数，可以很好地解释在各国之间人均GDP的不同分布。但是，就这些参数本身的决定因素，
以及就索洛模型难以解释的遗留问题来说，还留下了大量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新古典学派理论、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资本损耗率、人力资
本。

2、《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的笔记-第7页

        ●摆脱“常识”
“历史教训”这样的思考方法，总是在某种意义上关注过去和现在的相通之处，但揭示过去和现在的
不同之处，也是历史研究乃至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将经济关系和人类行为方
式固化，因此，我们总是倾向于将它们作为不可改变的既定条件来接受。但是，考察历史的结果，假
若那种经济关系和行为方式在过去的某个时期不是一般现象，它们作为既定条件的前提就不一定恰当
了，我们也就有必要改变思考方式。这样我要提出经济史研究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将现在作为已知条
件来接受的东西，与过去的事实相对照，不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东西。
经济史研究的意义：
①吸取教训应对现在和未来。
②以比较的视角来看待现在作为当然的事情来接受的常识（参考系）。
③作为实验室的经济史。为了对哪些宏观变量进行以数年为单位的定量分析，就必须使用长期历史数
据。可以说，经济史成了长期时间序列数据的实验室。
本章作者举了很多实例。
“终身雇佣制”和日本文化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货币史研究（《美国货币史（1867-1960）》
金融恐慌的理论和历史——存款挤兑风险假说与信息不对称假说。
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然实验

“用历史来解释”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法国农业史的基本特征》
保罗大卫《卡里奥和QWERTY经济学》
在一连串的经济变化之中，最终的结果受到不连续事件的重要影响，这个现象就是路径依赖性。
为了用实例证明路径依赖性，他聚焦于打字机和计算机键盘的键位配置上。

3、《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的笔记-第1页

        本书的基础思考方法是，从协调和激励这两个角度来把握这种经济理论框架。
协调，意思是指谁决定生产以及消费什么、多少，在何时、怎样生产和消费等，换句话说就是指进行
资源配置。激励是指以协调为前提，为实现某种生产和消费方式而赋予人们以动机。从古到今，在所
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是通过某种组织机制来实施协调和激励的。而这种组织机制的重要因素便是制度
和组织。
本书以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在协调和激励方面承担了怎样的职责这个问题为焦点，说明了经
济史的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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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

4、《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的笔记-第2页

        研究经济史，或者说研究更一般历史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本章就这个问题进行考察。吸取
教训应对现在和未来也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之一。但是，历史研究的意义不限于此。历史可以让我们以
比较的视角来看待现在作为当然的事情来接受的常识，还提供了检验各种理论的实验室。实际上，经
济理论是通过与经济史研究的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的。而且，在各种组织机制或者人们的行动之间存
在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的情况下，研究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
关键词：自然实验，金融恐慌，比较优势理论，路径依赖，互补性，网络外部性

5、《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组织》的笔记-第1页

        作者很厉害，书写的易懂。7章：市场型体系（主要从证券市场融资）和银行型体系（从银行），
中等教育入学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关系融资者向银行支付的利息＞银行向他们支付的红利，他
们倾向于不偿还，有效市场假说在美国的20世纪初失灵的前提条件：股票的数量急速增大并且有大量
的投资者进入1。6章：对必须谨慎用心的工种，不使用痛苦激励而使用报酬激励（奴隶制），在定额
租佃契约中外在风险由农民承担（产量）。5章：对工业革命观的修正：18世纪后技术进步对英国经济
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激增，棉纺工业生产占经济总体的比重很小。有人认为，现有的技术
是为了适应等级制生产组织，通过历史过程设计出来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分别是为了降低交
易成本和风险。3章：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得到的工资收入不可能积累起购买生产手段的资金。马克思
论证宗教与经济发展，中国人信仰什么呢？钱。罗伯特.巴罗，相信有地狱的人的比例越高的国家，经
济增长率越高。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各种要素（技术革新、经济规模、教育、资本积累）不是增长的
原因，它们本身就是增长本身”。2章：罗伯特.索洛的生产函数，二次导数小于零，劳动生产率的上
升随着资本—劳动比的增大而逐渐放缓（可以理解为，随着竞争者的进入，增长放缓）。第一章没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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