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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 1 章 导 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与政府的影响对于个人生活的介入日益

深入，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一个习惯常常伴随人类
左右: 人们常常对身边熟识的事物熟视无睹，并陷入习以为常的麻木
当中去，从而错过了很多发现事物本质的机会。对于国家，我们自然
要问: 国家是什么? 国家是从来就有的吗? 国家是如何建立的? 国
家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决定的? 国家为什么常常颁布各种规章制度来
规范人们的行为? 规章制度会给国家带来什么影响? 在前人工作的
基础上，本书试着对这些问题做出讨论和回答。

1． 1 问题的提出: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1． 1 国家的定义和特征
在我们讨论国家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国家是什么，它有哪些特

征，中文的“国家”在英文词源有三个词对应，分别是“country”“na-
tion”和“state”。“country”主要是指空间地域意义上的国家; “na-
tion”主要是指民族意义上的国家; “state”则是指政治和制度机构意
义上的国家，也是本书所要论述的“国家”。Morgan( 1877) 从人类学
和历史学的观点出发，认为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

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

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 在古代，构成民
族的有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
基础，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
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Weber
( 1919) 认为国家是一种拥有治理一个社会的权力的机构，并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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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国家是唯一“拥有合法使用暴力
的垄断地位”的实体。恩格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定义了国家，认为国
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政
治统治的工具，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且日益与社会脱离的特殊公共
权力，其作用是协调各阶级的矛盾冲突。社会契约论者认为国家是
民众之间以及民众与政府之间一个社会契约的纽结，民众把全部( 或
部分) 权利让渡给政府，从而由政府来带领社会走出自然状态。这样
的一些视角和观点无疑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国家的本质和特
征。

本书论述的国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①有排他性的征税权。
这种权力为国家所独享。②国家对内为整个社会提供秩序，具有唯
一的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具有对危害整个社会的行为进行惩罚的
权力。③国家对外防止别国的入侵。④国家有一只常备的武装力
量，其领导权属于国家。蒙昧社会和野蛮社会中的部落( 联盟) 对外
征战时，通常是部落成员自愿参加的，没有一只常备的军队。⑤当国
家过度侵犯民众的利益和权利时，民众有权进行反抗———革命。革
命会使得社会重新陷入无政府状态。这几个职能之间是相互关联
的: 要实现国家的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就必须要有一只隶属于国家
的常备武力以及一个职业官僚阶层做保障，而要养一只常备武力和
一个职业官僚阶层，就需要征税，如果征税过度损害到了民众的利益
的话，民众有权力来反抗，以保证国家不会过度掠夺民众。公共秩序
( 对内职能) 和国防( 对外职能) 都是公共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
家可以看成一种公共品①供给机制，是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的产物，
在这一点上，Olson的认识是深刻的。当然，国家还有其他重要的特
征和职能，如立法、司法等，这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

延续洛克的观点，本书中我们指的“社会”是市民社会( civil soci-
ety) ，是一个与政治社会———国家相对立的概念。我们常常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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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放在与“社会”相对的位置上，即“国家”是处于统治者的地位，而
“社会”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因为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国家的代理
人，代理国家来管理社会，实施国家职能; 因而本书中我们不准备区
分“国家”和“政府”两个概念，而把它们看作同一个概念。

1． 1． 2 国家的过去
根据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记载，如 Morgan ( 1877 ) ，在蒙

昧社会和野蛮社会中，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氏族、胞族和部落联
盟，是没有国家这种组织的。也就是说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
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国
家出现时的经济基础同前期相比有何不同呢?

( 1) 畜牧业和种植业取得了很大发展，冶铁术的发明和铁器的应
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社会出现了剩余产品。

( 2) 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蓄奴来生产成为可能，因为奴隶可以生产
剩余产品，原先战俘通常被杀掉而现在常常成为奴隶;从此奴隶和奴
隶主作为冲突对立的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

( 3) 剩余产品的出现，分工的发展，使得商业也得到了发展。商
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因而出现了血缘关系的氏族和非血缘
关系非氏族成员杂居的情况，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无法
管理此时的公共事务，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替代氏族的功能。

( 4) 剩余产品的出现、物质产品的丰富使得各个部落为了利益而
陷入更为激烈的战争和掠夺中，甚至出现了职业掠夺者。

那么这些经济基础是如何决定上层建筑的呢? 其内部的机制是
什么? 何时才会出现国家? 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模型里面解释国家的
起源问题? 这是我们在本书要解决的问题。

当掠夺财富比生产财富更为容易时，人们通常倾向去掠夺财富。

在人类历史上，屡次发生游牧部落侵扰农耕国家的战争。总的说来，
游牧部落对农耕王国的大的冲击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开始于公元前
2000 纪初叶印欧语系的诸游牧民族对所有亲代文明的入侵; 第二次
大冲击是游牧于中国西北边境的匈奴人对于欧亚大陆的冲击;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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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冲击的主要发动者是欧亚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人和突厥人。在游
牧部落和农耕国家的对立中，我们常常会发现:

( 1) 游牧部落常常是冲突的发起者，而农耕国家通常处于被动防
御状态;换句话说游牧部落通常显得更有侵略性，而农耕国家显得更
偏好和平。

( 2) 双方的战略选择( 进攻还是防御) 取决于各自的军事实力。

如汉朝初期国力较弱，对匈奴多采取妥协和防御性的“和亲”政策，而
国力强盛的汉武帝时期对匈奴采取了强力的军事压迫行动。

如何用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来解释上面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如何
解释游牧部落和农耕王国对峙使得做出策略选择，或者说他们这么
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这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1． 1． 3 国家的现在
关于政治制度①的分类很多，如把政治制度分为独裁政治、民主

政治以及位于这两种极端体制之间的寡头政治。② 现实世界中，我
们常常观察到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变迁，如从独裁政治变
为民主政治，从民主政治变为独裁政治，甚至有的国家( 如南美国家)

在两者之间不停地转换。这些政治制度变迁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 1) 通常，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采取的是独裁体制，而随着经济的

增长，选择了民主体制。如韩国二战后的政治制度变迁过程即是一
个很好的例证。

( 2) 政治体制变迁不都是通过流血革命来完成的; 恰恰相反，通
常是旧政府积极参与到了政治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甚至成为了政治
之变迁的主导力量。

我们要问的是，这种随着经济增长而由独裁变为民主的变迁过
程是合理的吗? 马克思说“没有哪个旧阶级会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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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借鉴“企业治理结构”这个术语，本书也把政治制度称为政治治理结构，以便使其
看起来更为符合本书分析工具和理论———激励理论。

当然，如何分类从属于人们分析的需要，在本书中，我们把政治治理结构分为任命
制、有限选举制和普通选举制。这些术语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进一步阐述。



台”，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旧政府主动参与到政治制度选择中来并发
挥重要作用? 什么样的机制和激励促使他们这么做?

1． 1． 4 国家的未来
Olson( 1982) 讨论了国家兴衰这个重要的主题，认为国家的兴衰

是由于分利集团( distributional coalition) 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而漠视
甚至不惜损害国家的利益造成的，因而分利集团的活动不是增加社
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与其说它们是“分蛋糕”不如说它们
是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Olson列举了利益集团的很多特征，其
中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利益集团越来越走向僵化( rigidities) ，决策越
来越缓慢。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做出完满解释的“滞胀、失业和经
济周期”，Olson从分利集团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解释:分利集团决策缓
慢，使决策日程愈益纷繁，从而引起工资和价格“黏性”，使社会垄断
性增加，市场无法结清，从而使得失业增加，社会总收入减少，需求下
降，最终导致经济的衰退和萧条。同个人与企业决策相比，之所以分
利集团做出的决策较为迟缓，进而使议事及协商日程拥挤，Olson 认
为是由采取集体行动时的冗长复杂的议事 ( bargaining) 程序和一致
同意( consent) 的规则决定的。

我们认可 Olson关于议事程序和一致同意的规则造成决策过程
缓慢，从而体制走向僵化的判断，但我们想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 假
设每个人都知道采取冗长复杂的议事程序会造成决策效率的损失，
为什么人们还同意采取它呢? 本书我们提出了一个解释: 复杂的议
事程序等这些官僚政策的出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防止合谋的需要。
防范合谋的意图也使得国家出台更多的法律，促使国家走向法制化。
当然，限制官员的权利可以减少腐败和合谋的发生，但也使得议事程
序变得复杂冗长，这降低了国家应对随机事件的灵活性，从而导致国
家( 制度) 随着时间越来越走向僵化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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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研究方法、主要观点及其他

1． 2． 1 研究工具与方法
本书主要运用了博弈论和契约理论两个工具来帮助分析。因为

本书考虑问题的角度都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利益集团的利益
冲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社会计划者角度出发的，因而坚持的是
社会冲突论。而博弈论和契约理论正是形式化表达冲突的好工具。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主要坚持两点方法:
( 1)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本书观点，首先来自于对于历史了解和

对现实的经验体验基础上，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对现象解释的理论
假说;随后我们通过严格的模型论证此假说是否成立;对于形式化论
证的结果和得出的结论，我们会有回过来同历史事实相印证，对于历
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结论预测，我们坚决摒弃，并返回来检查我们的理
论假说是否有逻辑漏洞，重新论证证明我们的假说，直到它与史实一
致为止。例如，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认为社会契约是人们之间相互签
订契约来向国家转让权力的结果，我们认同 Olson ( 2000 ) 对其的批
评，认为这个签订契约的过程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①

( 2)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本书的观点首先来自于经验
和历史的判断，通过逻辑的梳理使得理论假说逻辑上自洽，并通过标
准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和契约理论来形式化地论证我们的假
说。

1． 2． 2 主要观点
国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是从来就有的。人们

为了走出相互掠夺的低效率的霍布斯无政府状态，需要借助于“利维
坦怪兽”( Leviathan) ———国家。但是作为唯一具有合法使用暴力的
机构———国家，本身就具有掠夺的倾向和能力，如国家可以通过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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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掠夺民众的财产。人们在把自己交给国家统治时，如何能相信自
己不会遭到国家的掠夺呢? 是否在国家的统治下自己的收益反而比
在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下更低呢? 本书认为只有当国家不会过度去掠
夺的承诺是可以置信的时候，人们才愿意把自己置于国家的统治之
下，也就是说此时国家出现了。什么时候国家不会过度去掠夺的承
诺是可以置信的呢? 我们认为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当国家过度
掠夺时，民众有足够的激励去反抗，从而使得国家不会去过度掠夺，

因为过度掠夺国家要承担民众反抗的成本; 此时国家不会过度掠夺
的承诺才是可以置信的，人们在国家的统治下不会获得比处于霍布
斯无政府状态下更低的收益才是可以置信的，这时候人们才愿意把
自己置于国家的统治之下，否则人们更愿意保持在霍布斯无政府状
态。

更具体地说，是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程度才能使国家出现呢?

我们认为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当国家过度掠夺时，人们通过反
抗( 革命) 去保护自己的财产是值得的;换句话说，就是当人们有足够
多的私有财产，使得人们愿意通过革命去保护自己的财产时，革命这
个承诺才是可以置信的，从而使得国家不会过度掠夺的承诺是可以
置信的。另外，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劳动力可以生产剩余产品，因而
战争的胜利者不会像以前一样把战俘杀掉，而是把他们作为奴隶来
参与生产，甚至有的时候让战俘加入自己的社会群体( 氏族) ，因而反
抗掠夺失败后受到的惩罚成本没有原先那么大了，这也使得人们遭
遇掠夺时反抗的激励越足，此时考虑到反抗带来的成本，国家就不会
过度去掠夺民众了。总之，我们可以说，国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只有当国家不会过度去掠夺的承诺是可以置信的时候，国
家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历史上，常常是游牧部落主动侵扰农耕国家，而农耕国家常常处
于被动的地位。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本书认为，游牧部落在
经济特征上有着侵略的本性，而他们骑射的习俗也很好地支撑了他
们的这一冲动。由于游牧部落与农耕国家的经济差异，使得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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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耕国家的产品的需求更为强烈，当掠夺比其他的方式更为容易
获得这些产品时，游牧部落更倾向于掠夺。游牧部落可以掠夺农耕
国家手无寸铁的民众，尽管农耕国家会进行军事防御，但由于游牧部
落在机动性上有着相对于农耕国家的天然优势，造成农耕国家在很
多情况下并不能很有效率地阻止游牧部落的掠夺行为。我们证明农
耕国家在与游牧部落的战争中，永远是受损者，因而农耕国家是偏好
和平的。在农耕国家军事实力较弱时，他们会通过和亲、进贡等政策
来避免战争; 在军事实力较强时，他们会通过军事进攻来征服游牧部
落，以解决游牧部落的侵略问题，从而避免长期的战争，把掠夺行为
的外部性内部化。然而，当游牧部落的军事实力非常强大时，他们也
可能去征服农耕国家。这些策略选择行为也造成了国家的分分合
合。我们的理论预测都较好地符合了历史事实。

由于国家掌握着较多较大的权力，因而对于权力的寻租行为不
可避免。当政府官僚比较看重私人收益时，他们可能会把资源配置
给富人，因为富人愿意通过贿赂来获得此项资源配置;而穷人却由于
集体行动难以达成以及穷人消费的性质，使得穷人常常难以通过收
买官僚来使他们把资源配置给穷人，因而在与富人的竞争中穷人常
常处于劣势。资源配置给富人会导致社会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从而带来更大的社会不稳定，穷人会通过游行、示威以及其他的不合
作行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造成政府要承担社会不稳定的成本。当
这种由于社会收入不平等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成本很高时，中央政府
可能会通过政治治理结构的选择来降低这种社会不稳定成本: 把官
员晋升的权力交由民众投票决定，使得民众可以对官员的资源配置
行为进行问责，官员会在私人收益和晋升收益之间进行这种考虑，通
过这种机制使得官员在决定资源配置时不会那么偏向富人，从而降
低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中央政府选择政治治理结构的过程也就是
政府主导型的政治制度变迁过程。

一般说来，在经济发展初期，把资源配置给富人对社会是有利
的，因为此时富人的生产率高、生产更有效率，而且此时的人们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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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评价更高，此时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治理结构是任命制;而当经
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社会的收入差距必然会加大，社会的经济结构
也会失衡，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需求更高，此时与社会经济基础相适
应的政治治理结构是普通选举制。

在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有永不更替的王朝; 在现实生活中，我
们观察到一般情况下国家在建立初期是生气勃勃的，而随着时间的
发展，国家需要越来越多的法律来维持其统治，国家也越来越走向僵
化。这种僵化的过程也是国家由兴而衰的过程。我们为这种简化过
程提供了一个解释:之所以出台法律和复杂冗长的办事程序等官僚
政策，是为了防范合谋的需要。因为这些官僚政策约束了官僚的权
力，使其寻租的空间减小，从而可以减少腐败现象的滋生。当然，官
僚政策可以有效约束官员的合谋寻租行为，但这也使得国家制度丧
失了它的活力和灵活性，走向了僵化。

总之，在本书中，我们就国家的起源、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家的政
治制度变迁以及国家制度僵化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仅是一家
之言，还需要做更广泛的印证和更深入的讨论，不足之处亟待日后进
一步修正和完善。

1． 2． 3 贡献与不足
由于我们讨论的几个与国家有关的主题———国家的起源、国家

之间的竞争、国家的政治制度变迁以及国家制度僵化的原因，虽然之
间有内在的关联性，但各个主题都可以单独成文，故我们在第 1 章中
不列出文献综述，而待在后面的各章中来做文献综述;本书对所讨论
的各个主题的贡献与不足也在和现有文献比较的基础上在各章分别
交代。这里只从总体上来说一下。

( 1) 对于所讨论的主题都进行了形式化表达，使问题得到更为严
格的表达，所有的结论都是建立在严格的推导之上。这也使得各个
主题可以更为方便地交流。

( 2) 本书不仅对理论假说做了严格的推导，而且应用( 历史) 案
例来印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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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不足主要有:
( 1) 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和时间的有限，本书没有对结论做经验

检验。这有待今后有机会和时间的时候再做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
( 2) 关于国家理论，还有很多重要的主题有待今后研究。本书的

研究有的方面还有待拓宽和深入。如 Olson 认为国家承平日久，体制
就会逐步地走向僵化，分利集团之间的逐利行为会最终导致国家走向
衰败。我们就想问:是否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模型框架内规范地说明这
些问题? 经验研究是否支持这些结论? 是否存在可能的机制以打破王
朝兴亡周期律? 这些都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亟待研究的问题。

1． 2． 4 内容安排
本书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 1 章主要提出作者观察到的历史和现实现象，交代清楚本书
的写作缘由，并简要介绍了一下本书的主要观点。

第 2 章在回顾国家起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我们对国家起源问
题的看法，并通过一个单期多阶段博弈模型来论证我们的观点。在
本章的写作过程中，对于重要的假设和观点，我们都找到相关的史料
加以印证，以保证我们的逻辑是与历史相统一的。

第 3 章是第 2 章分析框架的一个自然延伸。我们观察到历史上
的游牧部落和农耕国家的战略互动过程，并建立一个模型来描述并
分析我们观察到的现象，证明了侵略是游牧部落的本性以及爱好和
平是农耕国家的本性，并给出两者陷入持久战或者一方统治另一方
的环境( 参数) 条件。最后我们通过汉匈关系变迁的案例来印证我们
的结论。

第 4 章我们通过一个两期博弈模型，提出一个中央政府主导下
的国家政治制度变迁理论，最后我们通过二战后韩国政治制度变迁
的案例来印证我们的结论。

第 5 章我们为 Olson关于国家制度逐步走向僵化的理论预测提
出了一个解释，认为制度逐步走向僵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防范合谋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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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是对全书的总结，我们概括了一下本书的基本结论，指出
本书的主要经济含义和政策含义，并展望未来的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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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国家的起源:从冲突到合作

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历史长河的某一个阶段才出现

的产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国家是如何出现的? 国家的存在有什么
样的合理性? 本书的分析想表明: 国家这种制度形式的出现是有助
于人类走出霍布斯无政府状态( Hobbesian anarchy) 这种囚徒困境的。

2． 1 引言

2． 1． 1 国家起源的争论
关于国家的起源说法很多，主要有私有财产说、阶级统治说、社

会契约说、神权说、武力说。下面我们分别来回顾一下。
( 1) 阶级统治说:恩格斯( Engels，1884) 在 Morgan( 1877 ) 的基础

上，进一步论述了国家起源的理论。恩格斯认为国家脱胎于氏族制
度，国家是对氏族制度的一个替代。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社会分工的出现，给氏族制度带来了诸多冲击。首先，男子在社
会分工中取得了主导地位。为了使自己创造的财富更好地传给自己
的后代而不是由氏族继承，需要用父权制下的家庭制度来替代母系
制下的群婚、对偶制等婚姻制度，家庭成了最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单
位。第二，分工的出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有剩余产品可供交换) 和
贸易机会的出现( 分工造成的产品差异) ，从而使得商业交换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人口流动加剧，杂居现象普遍出现，造成以血亲关系为
基础的氏族制度对于杂居地的公共事务无能为力，从而为国家的出
现创造了基础。第三，私有财产出现，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和冲
突凸现( 如奴隶和奴隶主之间) ，为了协调阶级矛盾，产生了国家制
度。第四，由于部族间的掠夺和战争频繁，使得氏族军事首长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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