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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度变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因此也是社会科学所有主要学科的核心议题。然而，在此书
之前，尚无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依据多样的文献，基于对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的有机综合，
本书发展出了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本书认为，制度变迁的过程可被理解为一个择取少数观念并
将其转化为制度的过程，所以观念之间的竞争以及争夺规则制定权的斗争通常居于制度变迁的核心地
位。该理论不仅将散落于不同学科的有关制度变迁的众多理论和见解整合为一个一致的广义理论，而
且对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见解、指明了新的方向。  本书是对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社会学（社会
学理论）、政治学、制度经济学以及政治理论——的重大贡献，对相关专业的学者和学生都有普遍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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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社科。确实是难得的一本好论文，不过这里面的理论我似乎有读到过只是有点记不清出处。不过
这本书的综合写得很有意思。
2、绝对是政治科学理论研究的顶尖作品，五段论的社会变迁解释，颇具力度，唐老师还是太博学了
，所以读一遍都消化不了
3、英文版很仔细读过两遍，全是笔记⋯
4、唐老师的著作陆续被翻译回中文，想必会激起更多讨论。书中用社会演化的范式综合了和谐学派
和冲突学派，构建了一个广义理论，用以解释制度的稳定/变化、渐变/剧变、进步/退化、权力/观念等
诸多方面。作者对各流派作品涉猎广泛，点评犀利。但这仍是一本薄书，很多地方没有展开，既包括
对某一理论的深入剖析，也包括对新理论的运用实例。特别是对生物学中演化论的类比意犹未尽。此
外，对和谐学派和冲突学派的批评有些浅薄，事实上大量学者在关于制度的研究中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某种学派有时是作者为了进行批评而贴的标签。如果对这两者的综合就能算得上“广义理论”，未
免太轻巧了些。类似的，如果用“意愿+能力”式的解释方法，那几乎可以得到关于一切事物的广义
理论。但是同本书一样，这类广义理论虽是启发性的，但无法代替对具体问题和机制的思考。
5、2016年11月30日读毕，此书综合制度变迁的和谐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功能主义、
奥地利学派）以及冲突学派（旧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福柯等）提出了以观念、权力两个变量观
察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作者对于和谐学派的批判有一定启发，按经济学的思路，唐老师是一般均衡
分析，而和谐学派是局部均衡分析。唐老师的框架可以分析制度从无到有的演变过程，而和谐学派有
助于分析制度或规则已经具备的前提下，如何产生新的制度安排。个人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只不过分
析的前提不同。另外，此书也提示我们熊彼特喜欢马克思是有道理的，因为冲突学派对于解释坏制度
的演进是非常有价值的，权力与分配不公也确确实实存在于人的周边，而和谐学派假定不存在。所以
凯恩斯说，按市场派的说法，长远来说，人类终会好，但是人的寿命等不到呀。
6、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择取少数观念并将其转化为制度的社会演化过程，以变异-选择-遗传的
路径来延续下去，所以观念之间的竞争以及争夺规则制定权的斗争通常处于制度变迁的核心地位：和
谐学派的理论只能解释没有权力干涉或者议权能力平等下的制度变迁，冲突学派只能解释没有合作与
协调的情况下的制度变迁，而广义理论则能解释所有类型的制度变迁；对福柯的结构性权力的大加推
崇纵贯全书，把制度变迁当作讨价还价博弈的错误是误导性，合作与协作只是极特例而非常态。
7、英文原版没读过，只看过相关论文。中文刚出买来看，逻辑清楚，开篇首先明析概念很受用，制
度研究各个路径的文献有清楚的梳理，准备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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