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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宪政的核心在于对政府权力进行规则或制度的约束。宪政经济学有利于构建法治政

府,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有利于公共政策民主化,促进公民参与; 有利于增强公民宪政意识, 保障公

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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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政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思想体系

(一)宪政经济学的学科基石

宪政经济学的起点是 经济人 假设与个人主义

方法论。 经济人 是自利与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个人主义方法论从个体的角度定位价值,个人

是唯一的意识单位, 一切价值评估都以此为起点。

采用 经济人 假设与个人主义方法论, 是基于

两个基本观点: 一是考虑到普通人模型尤其是 政治

人 模型 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低估了平均损

害。布坎南认为, 一个行为比共同体中普通人 更

差 的人, 给他的同胞造成的损害,要大于行为比普

通人 更好 的人所带来的收益。
[ 1]
二是布坎南承认

社会互动中存在着 格雷欣定律 ,即当许多人参与

社会互动时,为了防止坏人伤害自己,大家都会采取

类似的行动。

(二)宪政经济学的政治观

宪政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是契约主义。 政治的

契约主义范式就是交易范式, 政治就是一个复杂的

涉及多人的交易或契约系统, 个人必须被认为是聚

集在一起探求某些问题并最终达成协议。
[ 2]
在政治

领域,在最一般的层次上,人们之间交易的结果是一

组协议。从初步脱离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的最简

单、最基本的层面上, 个人之间首先会达成一项协

议:尊重每个人的财产与人身。在这样的交易中, 每

个参与者都从秩序中获益, 从而减少了把资源用于

防范的需要。

(三)宪政经济学的规则观

宪政经济学的研究焦点是规则。布坎南认为规

则具有两层基本的作用: 一种是阻止人类灾难性损

害的消极功能;另一种是促进人类之间合作的积极

功能。宪政经济学进一步区分有关规则的两种不同

概念:一个是规则,规则即涉及到规则是如何确定以

及如何被选择的。另一个是规则下的行为,即在既

定的规则下, 个人或集体的行为反应。宪政经济学

更加重视规则的选择, 认为结果是由程序决定的,政

府的行为也是在一套政治规则体系下运行的,规则

选择决定着规则下的行为效果。另外, 布坎南把规

则做了层次性的区分。最高层次的、更抽象层面的

规则叫做元规则, 宪法就属于元规则。

(四)宪政经济学的变革观

宪政经济学严格区分了立宪前阶段与立宪后阶

段。对于宪政经济学而言,立宪前阶段是至关重要

的。 立宪选择是重要的, 无论是政府、个人还是非

政府实体的行为, 能够通过在深思熟虑的立宪层面

上制定的规则加以约束。[ 3]那么在民主制度中能否

实现宪法革命? 布坎南的回答是肯定的。 承认社

会困境的客观存在, 等于把社会经济与政治博弈的

现行规则归类为非最优或无效率的规则, 那么肯定

就存在着向帕雷托最优转变的可能。[ 1] 布坎南指

出, 必须重新设计我们的规则, 调整我们对规则的

思维方式,其最终目的是限制政府能够造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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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政府的有益活动留出空间。
[ 1]
另外, 布坎南

主张唤醒公民的宪政意识。他认为,新的公民信仰

正处在孕育和诞生的过程之中, 这种新的公民信仰

将部分地回到 18世纪对政治和政府的怀疑主义, 使

人们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约束政府行为的规

则上,增强公民宪政意识,为达成宪政共识奠定政治

文化氛围,给政府施以强大的压力与约束。

二、宪政经济学的困境

第一, 经济人 假设过于绝对。宪政经济学把

人假设为具有 经济人 模型的特点。但是, 首先人

并不能每时每刻都能保持理性。人是有感情的高级

动物,感情因素与理性因素并存与交叉。其次,偏好

是主观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主观见之于客

观,客观的物质世界影响着人们的主观偏好结构。

最后,影响主观偏好结构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意识

形态、信仰等因素。

第二,规则的程序正义值得怀疑。布坎南认为,

如果规则的程序是公正的, 那么由此程序所得的结

果也是公正的。这一观点往往遭到经验事实的反

驳。人们既应该遵循处事的基本原则, 同时也应该

坚持所要达到的目标。市场经济主张保护私有产

权、平等交易, 但它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事实。因此,

规则不能仅仅是一种目的, 应当既是手段, 又是目

的,是达成结果正义的程序。

第三,规则的万能主义值得商榷。宪政经济学

的核心信条是诉诸一整套规则, 以规则约束政府的

权力。但在这里,布坎南只是指出方向,并没有具体

提出如何构建规则, 构建怎样的规则。此外, 规则实

质上是各种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过程中相互妥协的

产物。在政治场合中, 政府也作为一种特殊的利益

集团,在公民与政府之间, 公民是利益偏好各异、力

量分散、组织程度不同的个人或集团,往往在政治博

弈中处于劣势。

三、宪政经济学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启示

(一)有利于构建法治政府,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宪政经济学把政府看作是在一套规则或一套社

会制度下从事活动。规则构成了政府活动的基本构

架,它界定了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违背规

则的。在规则之中,宪政经济学认为处于最高层次

的是元规则, 即宪法, 宪法是经全体人民一致同意

的,真正体现公正性。根据规则的垂直决定性, 其他

法律法规必须严格遵守宪法, 否则不能体现公正。

政府,从契约主义视角来看,是人民自愿同意达成协

议而产生的,通过制定一整套法律法规,使政府在法

制框架下行使权力, 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政

府权力的滥用,而且可以保护公民的人身与财产权

利。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首先要构建法治

型政府,依法行政,这是走宪政之路的必然选择。

(二)有利于公共政策民主化,促进公民参与

宪政经济学主张规则的公正性,认为公正不是

规则的衡量标准, 相反, 规则是公正的基础,公正产

生于规则内部之中。公正就是不违反规则的行为,

因为规则是利益相关者自愿达成的协议, 或者规则

本身符合元规则的规定或精神。公共政策涉及相关

的利益主体, 不同的利益主体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一项政策的产生应该通过获得各利益主体一致同意

的法定程序, 才能体现公正。那么在一个多元的社

会当中, 什么样的政策程序才能体现公正呢? 由于

公共政策涉及相关的利益主体, 最直接的莫过于让

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的制定,这就要求公共政策产

出的法定程序必须是民主的,面向相关的利益主体,

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政策程序的公正。
[ 4]

(三)有利于增强公民宪政意识, 保障公民权利

在契约主义的影响下,宪政经济学主张政府的

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最终一致同意, 其作用是保护

被统治者的人身与财产。政府的结构是一个得到明

确构建的人造物, 这一模型隐含了这样一种预设:对

得到授权实行强制的代理人,即政府,可以限制其行

动范围。也就是说宪法可以约束政治实体的活动。

宪政经济学的契约主义思想侧重于公民的权利保

护,公民集体权利是社会最高权力之母。公民权利

得到保护,社会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获得更理性

的回归,有利于增强公民宪政意识,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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