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经济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经济学》

13位ISBN编号：9787010065717

10位ISBN编号：7010065713

出版时间：2007-10

出版社：默认

作者：魏建

页数：26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法经济学》

内容概要

从前述法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在现代法经济学肇始之前就已经有大量研究触及了法律和经济
的关系，甚至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法律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因为在方法上没有突破，使法律和经济
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两张皮”，没有深入。科斯以及其他早期法经济学家(如贝克尔)的贡献就在于给
出了进行法律分析的基本方法和路径。尤其是科斯彻底消除了学者们对法律经济影响力的质疑，给出
了对法律制度进行分析的工具——交易成本分析方法。之后，现代法经济学迅速兴起。
导论后的第二章，在介绍分析范式这个基本概念后，首先阐述了科斯是如何开启法经济学大门的，说
明了科斯在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建立了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桥梁。然后重点阐述了作为经济学方法
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是如何被扩大使用范围，应用于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的。随后说明在理性选择
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法经济学研究中已经较为成熟的分析方法。这一章的目的在于对法经济学使
用的分析方法给予一个总览式的介绍，为后面对部门法的分析和分析范式的展开奠定基础。
接下来的第三章到第七章，先后分析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刑法和程序法的基本经济目标、基本
分析模型和得出的基本结论，展示法经济学在部门法研究中的基本思路、模型和方法。从中可以总结
出法经济学部门法分析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先确定该部门法要实现的经济目标，然后围绕经济目标的
实现以理陛选择和最优化为基本分析手段来展示该部门法的经济逻辑和目标实现要求的制定安排，最
后以经济逻辑来检验和选择该部门法的制度构成，提出完善法律制度的政策建议。
在部门法经济分析的展开过程中，可以看到以科斯定理为基础形成的谈判分析范式、博弈论和行为经
济学先后被运用于展示法律的经济逻辑，法律的具体分析范式展现出了一个发展演变历程，即从谈判
理论向博弈分析、再向行为法经济学发展的历程。第八章到第十章先后分析了谈判理论、博弈分析和
行为法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分析优势及其在法律分析中的具体体现。这个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在法经济学领域的体现，不仅标志着法律的经济分析在不断完善，而且也标志着法
经济学自身在不断进步，学科成熟程度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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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关于卡拉布雷西侵权法经济学的灵感和入门全都来源于此。
2、翻了一下，挺精炼的中文综述，尤其补进行为经济学。
3、虽然是专著，但对学习很有帮助
4、@华农 扫荡法学书架的成果，some to the paper
5、拼凑无章法
6、作为基础资料，还是可以购买的。不过感觉没有介绍说的那么玄乎。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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