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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应用上述观点和方法重新考察了古代中国土地市场结构与政治市场结
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欧洲宗教改革的市场结构特征；指出罗马共和谢幕的原因在于军事力量的集中（暴
力服务市场从竞争走向垄断）；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在于经济市场从竞争（罗马共和的遗产）走向垄
断。此外，《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还简略地探讨了英国、美国和德国政治市场结构变迁的历
程。
与新制度史学研究社会从空泛的概念“制度”开始相比，《创新与反特权垄断经济史观》认为研究社
会的出发点是市场结构（包括政治市场结构和经济市场结构）；在经济学中，市场结构有非常明确的
内涵，它包括三类：接近完全竞争、寡占和垄断；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应该用市场结构的变迁来描述
；政治市场结构的变迁是法律和制度变迁的基础；产权能够改变市场结构，从而影响社会变迁；激励
创新和反特权垄断（或者说建立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是社会进步的方向，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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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 西帝国的灭亡与遗产　　罗马于395年正式分裂成东西帝国。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罗马
帝国只存活了81年。而东罗马帝国则存活了一千多年。诺斯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罗马帝国灭亡后
，为什么它在西方没有被另外一个帝国所代替？①诺斯自己的答案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不具备
大规模政治经济单位所拥有的优势。我们怀疑，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以罗马为中心的教会不愿看到有
一个过于强大的世俗帝王与自己在政治市场上竞争而阻止西欧的再度统一也是一个因素。我们简要地
介绍理由如下。　　首先，需要区分传统社会中王权与教会垄断权的差别。理论上讲，教会垄断权只
与基督教在宗教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有关，而王权则是国王（或皇帝）垄断本国内（一定地域内）各个
市场的权利。这样，在宗教市场上教会的垄断权和王权就会出现冲突。原因在于，宗教市场上的垄断
权能够带来超额利润，这部分利润是由教会索取，还是由国王索取，还是他们分享就需要解决。在传
统社会，这笔利润还非常巨大。显然，这个问题不是通过一项法律那么简单就能解决的。　　其次，
作为东罗马帝国国教的东正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皇帝（或国王）兼任教宗。它指教会事务完全
顺从皇帝的管理，教会实际上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尽管拜占庭的历史学家坚持皇帝不是教士，并且
大主教有权革除他的教籍，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下结论，东正教的超额利润皇帝至少是能分享的，而且
分享的份额还应该会非常大。相反，在中世纪早期，罗马教廷获得的垄断　　再次，注意到东罗马帝
国直到1453年才被灭亡。毫无疑问，东正教的利润分配机制形成是由于皇帝和东正教大主教长期都在
君士坦丁堡办公，皇帝相对于教会而言有强大的军队支持，能迫使教会屈服。这种现象无独有偶，阿
维农之囚时，罗马教皇同样受到法王腓力四世的胁迫。此外，东帝国皇帝可以通过采取宗教宽容政策
来逼教会就范。当然，一旦皇帝分享教会的超额利润，他更加乐意维护教会的市场垄断地位。因此，
支持东正教的神学家宁愿用“和谐”来代替“国王兼教宗制度”。和谐的意思是指宗教和政治权力互
相支持，教会让信奉基督的领袖管理国家；但整个社会是由神眷顾的，国王是由神膏立的。①但是，
在中世纪早期，西欧各个王国都很弱小，而教廷财力雄厚，能够将弱小的王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
大的王国，此外，教廷还可以利用宗教的影响力让强国分裂，从而变弱。由于世俗国王受罗马主教摆
布，罗马主教自然认为自己的地位等同皇帝。于是，罗马主教变成罗马教皇，但是东部教会不予认可
，只认定罗马主教只是基督教五大教区中的一个，而东部教会则控制五大教区中的四个。　　换句话
说，西欧的分裂非常有利于维持罗马教廷的在宗教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有利于保证罗马教廷独享宗教
市场上的垄断利润。如上文所述，甚至在君士坦修斯二世死后，有几任罗马帝国皇帝或西部皇帝采取
了宗教宽容政策。罗马主教痛感与强势的帝国皇帝间的竞争给基督教在宗教市场上的垄断权造成的伤
害。当帝国不断受到蛮族入侵，并走向崩溃时，罗马教会无疑不再有这个唯一的强有力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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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用博弈论写历史，用经济学写历史，用竞争理论写历史。

这是历史学家在写历史，同时也是经济学家在写历史；这是历史学家的眼光，同时也是经济学家的眼
光。

古代史书为帝王将相做传，讲的是历史的发肤；

现代史书为著者立说，讲历史的骨骼。

这本书，找到的是历史的基因⋯⋯

看了之后，你会理解，历史为什么会重复。

原来，历史真的会重复的，就像你和你的祖宗，不一样的脸，但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不就是那点儿
骨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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