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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农抑商$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核心%运用博弈方法对#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和演化进行

研究%发现社会成员在制度博弈中所达成的#纳什均衡$是导致封建体制被长期#锁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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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理 论 认 为"经 济 组 织 运 行 的 效 率 是 引

起制度变迁 的 关 键$因 为 人 是 理 性 的"只 有 制 度 变

迁所带来的预期收益超过推行新制度所产生的成本

时"人 们 才 会 主 动 参 与 和 支 持 有 效 率 的 体 制 创 新$
在距今!&!万年前"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对野生自

然资源的需求竞争日趋激烈"造成狩猎劳动的生 产

效率下降$同时"人们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通过观

察"逐渐掌握了植物的生长规律和栽培方法"农业生

产的预期收益逐渐超过狩猎劳动的收益"再加上 种

植规模的扩大"参与人数的增加"生产技术的提高等

因素的综合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成本的 降

低$这样"人类 就 在 狩 猎 经 济 向 农 耕 经 济 转 变 的 过

程中自发形成了朴素的%重农&经济思想$其中%周&
的始祖就以%稷&为 名"要 求 各 国%郊 祀 后 稷"以 祈 农

事&"用%社稷&!其中%社&是指供养万物生长的土神"
而%稷&则泛指了 代 表 各 种 粮 食 作 物 的 谷 神#象 征 国

家政权"而且提出%夫民之事大在农"上帝之粢盛 于

是乎出"民之蕃 庶 于 是 乎 生"事 之 供 给 于 是 乎 在"和

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

乎成$故王事 唯 农 是 务！&!’国 语(周 语 上)#可 见"
是人们追求高效率生产方式的愿望转化为%重农&思

想产生的原始动力$
与此同时"随着冶金技术的成熟*社会分工的深

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得以进一步 上

升*劳动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进一步增加*市场规模日

益扩大*商业活动日益繁荣$应该说"商业的出现和

繁荣同样是人们追求效率的结果$可是历史却在此

时产生了%抑 商&的 制 度 安 排"即 封 建 统 治 者 所 设 计

的抑制商业发展的制度安排没有体现效率原则"形

成了著名的%诺斯悖论&现象"$
二

如何解释中国制度变迁史上出现的%诺斯悖论&
呢？传统观点 认 为"%抑 商&思 想 的 形 成 是 因 为 封 建

统治集团考虑到%重商&制度带来的预期收益具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而%抑商&无论是维护封建统治基础"
还是通过国家垄断*特许专卖等手段获得统治租金"
其预期收益和 推 行 成 本 都 较 之%重 商&更 加 有 效"所

以封建统治者认为%重农抑商&的制度安排是维护封

建统治集团效用最大化的选择$于是"在公元前@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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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商鞅在秦国强制推行旨在"富国强兵!统一天下#
的"农战论#经济改革!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重农抑

商#!因为他 看 到 很 多 人"事 商 贾!为 技 艺!避 农 战#!
而"避农!则 民 轻 居$轻 其 居!则 不 为 上 守 战#%所 以

说!"抑商#应该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造成的结果%
尽管这种观点承认封建统治集团凭借强制力量

推行有利于本集团利益的经济体制和分配模式是形

成"重农抑商#思 想 的 直 接 原 因!但 它 却 不 能 解 释 这

种非均衡 制 度 在 嬗 变 中 为 何 不 但 没 有 因 为 外 族 入

侵&农民起义和朝代更替被打破!反而被日益强化的

历史事实%
三

本文认为诱致性因素才是导致封建制度被长期

"锁定## 的 重 要 原 因%亚 当’斯 密 曾 在(道 德 情 操

论)*!"WA+中说过,"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行动规律!它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 则

不是一回事%如 果 他 们 相 互 一 致!按 照 同 一 方 向 作

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

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

任何时候都 会 陷 入 混 乱 当 中%#所 以!"重 农 抑 商#经

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其实就是封建地主集团与 农

民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公开的或不透明的进行博弈或

讨价还价的结果%当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集团强力

推动"重农抑 商#思 想 的 压 力 下!在 自 利 动 机 和 效 率

机制等诱致性因素作用下!发现违背封建统治者 制

定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小于由此可能遭受

的惩罚或制裁成本时!就没有人存有偏离现成制 度

框架的冲动!"重 农 抑 商#思 想 就 可 以 在 封 建 统 治 集

团可控制的范围内按照既定轨道发展%
下面用"非 合 作 博 弈 下 的 完 全 信 息 静 态 博 弈 模

型#加以说明%
假设在该模型中!参与人只有封建统治者*903D

QL%.48+和农民*Z0L4L+8+两个集团!分别用9和Z表

示!其 中 每 个 参 与 人 都 有 四 种 行 动 可 供 选 择!B!i
*重农!重 商+!B<i*重 农!抑 商+!B@i*抑 农!重

商+!BFi*抑农!抑商+$为了研究的方便!再 假 设 每

个参与人得到的支付值*期望效用值+用@!<!=!I!
来描述!具体为,5B!i@!*因为B! 行动能够实现

社会的帕累托效率!所以支付最高+$5B<i<!*因为

与B! 相比!"抑 商#毕 竟 是 次 优 选 择+$对9和Z而

言!5B@ 的期望效用值是不同的!因为B@的行为会

伤害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和统治基础!所以9不会

允许其存在!所以令5B@!9i5B@!ZiI!$5BFi
=!*因为这是完全无效率行为+$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当*.)e+时!5.!9i5e!ZiI!!这 是 由 于 两 大 社 会 集

团在制度博弈中出现矛盾时!封建统治集团会借 助

各种强制手段迫使农民就范!而农民也会采取各 种

手段进行逃避和反抗!这样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不 仅

是无效的!甚至可能还会因为战争&动乱等活动破坏

已经积累的 社 会 财 富*如 农 民 起 义&暴 动 等+%用 支

付矩阵表示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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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重 复 剔 除 的 占 优 均 衡#方 法 发 现 只 有(
象限可以实现"纳什均衡#%

因为9作为制 度 资 源 的 垄 断 供 给 者!受 制 于 其

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它所提供的制度安排与社 会

整体需要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未见得会一致%因为

9在计算收益时!除了考虑经济收益最大化!还要考

虑政治收益 最 大 化%这 样!尽 管 从 事 商 业 是 农 工 商

诸业中致富 最 为 便 捷 的 途 径!如 司 马 迁 所 说,"用 贫

求富!农 不 如 工!工 不 如 商%#*(史 记’货 殖 列 传)+
但是!由于农业与商业围绕有限的劳动力资源展 开

的竞争会危急封建统治基础!当这些威胁大于发 展

商品经济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时!他们就倾向于"重

农抑商#这种"次优#状态%所以对于9而言!只有(
象限满足"纳什均衡#$对Z而言!在当时的生产技术

条件下!从事农业或者商业属于替代型劳动关系!假

设Z选择"重商#模式!但商品经济的 前 提 在 于 劳 动

力的商品化!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这却

是9无法容忍的情况!所以商业 行 为 必 然 会 遭 到 打

击和限制!作为劳动者本身也会意识到从事商业 的

预期收益存在风险!那么就会主动选择与统治者 相

同的行动策略%
当然!"重农 抑 商#思 想 形 成 的 制 度 安 排 并 非 静

态的 一 次 性 博 弈!而 是 随 着 时 间&环 境 等 条 件 的 变

化!随着各方谈判力量的此消彼长!随时随地的做出

调整%因此!封 建 统 治 集 团 为 了 确 保"重 农 抑 商#思

想的正统地 位!必 须 在 各 个 领 域 强 化 这 种 思 想%例

如在经济 领 域!(管 子)的"轻 重 论#和 桓 宽 的"盐 铁

论#都强调要利用国家垄断&特许经营&贸易保护 和

强制重赋等手段挤压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空间$在

思想领域!既有韩非认为的"财富i粟#!即把"生粟#
作为判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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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东!杨兵伟"产业结构#就业贡献率与就业增长

三产业就业比重呈稳步上升态势!但平均上升速 度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目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低

于全国!=&A个百分点"!AAF!<==@年 云 南 一#二#
三产业的就业贡献率分别为<"&CX#<&<X#EA&AX!
表明第三产业具有强劲的吸纳就业的能力"通过与

国际代表模式的比较!说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低 的

原因在其快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带动足够的就业!反

映了云南第三产业在现有产值规模下也还有吸纳就

业的空间!为云南实施在现有第三产业规模下增 大

就业容量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对第三产业主要

行业就业比中的分析表明!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

区服务业将 是 云 南 第 三 产 业 扩 大 就 业 的 主 要 行 业!
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则很难有较大吸纳就

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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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认定工商 业 不 属 于 生 产 劳 动!把 从 事$末 业%的

$工商之民%列为社会中的$五 蠹%之 一!斥 为$贱 民%
的想法"也有 孔 子 提 出 的$中 国 乃 士 农 工 商 四 民 之

结合!而士农则总居工商之上%的偏见"这些思想的

蔓延!逐渐形成了$轻 商%#$践 商%的 社 会 风 气!造 成

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想从事商业活动!商品经济的 效

率无论从 社 会 现 实 还 是 意 识 形 态 上 都 无 法 得 到 体

现!这样指望商品经济通过自身发展从内部打破 封

建经济体制的可能几乎是不存在的"
通过对$重农抑商%思想产生#演化过程的研究!

不仅说明 了 封 建 社 会 由$盛%转$衰%的 历 史 发 展 趋

势!同 时 也 印 证 了 制 度 运 行 的 效 率 并 非 一 成 不 变"
因此!人为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会存在两种结果!即

$它既有可能 纠 正 制 度 在 自 发 变 迁 中 形 成 的 低 效 率

路径依赖!使其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也有可能强化

这种 依 赖!使 其 顺 着 错 误 的 路 径 下 滑!直 至 被 长 期

’锁定(在无效率状态中"%所以我们在评价体制改革

的效果时!不能 只 考 虑 制 度 设 计 是 否 精 确#完 备!关

键还要评估这些改革措施是否真的能调动起大多数

社会成员参与和支持的积极性!能否使各阶层的 人

们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所达成的$纳什均衡%与改革

目标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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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诺斯曾经指出$如果制度的作用就是降低人类合作过程中

的成本$那么应该只有低成本的*有效率的制度才能存在$
即+在历史的进程中$无效的制度会被扬弃$有效的制度会

存活下来,因此$更有 效 的 经 济*政 治 和 社 会 组 织 形 式 是

逐渐演进而来的,-但 是$+即 使 对 历 史 和 当 代 世 界 最 一 般

的考察$也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无 效 率/产 权 是 常 态 而 非 偶

然,-而这显然是矛盾的$这就是著名的+诺斯悖论-,

#所谓的制度+锁定-状态$简单地说就是 一 旦 制 度 进 入 一 种

选定的均衡状态$它就很难再从这种状态中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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