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1月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Nov.2016
第33卷 第6期 Journalof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 Vol.33 No.6

 DOI:10.11721/cqnuj20160631

基于自组织知识分布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

张 尚 毅

(重庆师范大学 党政办公室,重庆401331)

摘要:虽然制度已经被证实是推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制度在其中的作用机理却鲜有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制度通过

推进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机理更少有论及。因此,在经济增长分析中,制度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仍然是一

个黑箱。通过对制度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厘清制度的形成原因,并通过将自组织知识引入制度的成因分析中,阐明制度通

过推进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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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制度的本质

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一种知识,因为建立一个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在于人们知道如何建立制度,想建立

什么样的制度,以及这个制度可能达到的效果。就此而言,制度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知识的集合和知识的运

用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就明确提出:“个人拥有的知识存量是经济、社会绩效的潜

在因素,知识的变化是经济演化的关键[1]58。”“知识整合的成败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2]。”哈罗德·德姆塞茨在

《关于产权的一种理论》一文中也认为:“知识的变化导致生产函数、市场价值和市场预期的变化[3]。”从新制度经

济学的这些观点看来,虽然没有直接将制度与知识衔接起来,但是在新制度经济理论中其强调制度是经济增长

的最根本因素来看,将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实际上就是将经济增长的制度归结于知识。因此,研究经济制

度的性质及其运行机制在推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以从知识角度来论证,进而剖析出经济制度运行的机制,以

及经济制度演进的路径。

2知识的演进

哈罗德·德姆塞茨和张五常认为,制度是针对人群而言,个体无所谓制度[4-5]。一个经济体中的所有个体的

知识,只有通过人群的自组织和不断优化,才能最终形成对经济增长有着最终影响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才成为经

济增长的更为根本的原因。一个经济体中的制度结构优化水平,应该是这个经济体中所有个体自组织知识的人

均水平的期望值,这是制度结构形成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可以通过对人类自组织知识构成来分析经济制度

形成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渐次揭开制度黑箱,进而认识到制度的本质。

一般意义上,个体具有的知识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这类知识最终成为

制度知识;另一类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这类知识最终成为技术知识[6]。将经济制度回归到知识上时,即是要回答

这样一个问题———制度结构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推进经济增长的。本文认为经济制度演进只是为技术进步提

供了条件,技术的进步仅仅是经济制度演进时可能出现的情况,即出现技术进步是一个条件性的概率事件。

假设由个体具有的知识存量为zi,它由自组织知识和自然知识两个部分组成,即zi=xi+yi,其中xi 表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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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组织知识的存量,yi 表示个体自然知识的存量。若自组织知识的权数为ai,则xi=aizi,yi=(1-ai)zi。不

失一般性,假设xi~N(μ1,σ1),yi~N(μ2,σ2),设x=1n∑
n

i=1
xi,y=1n∑

n

i=1
yi,则分布函数F(x)表示在人类关于自

组织知识人均水平为x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相对应的制度水平的概率。而分布函数F(y)表示在人类关于自然

知识人均水平的为y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相对应的技术演进水平的概率。

事实上,一方面,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情况来看,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地方往往也具有相对应的比较有利于

经济增长的制度,即在那些地区出现较优制度的可能性大。假设任何一个经济制度的出现都是由人类关于自组

织知识相关水平所决定,即人类对自组织的认识程度,决定了经济制度优化度。那么,对于任意一个群体,当群

体数量n足够大时,就有人均关于自组织知识x在F(x)概率水平下所得到的制度水平。设定该制度为ζ,那么

有ζ=F(x)x,又由于x=1n∑
n

i=1
xi,那么,就有ζ=F(x)·1n∑

n

i=1
xi。从这个等式可以看到,ζ与∑

n

i=1
xi 成正比,与

n成反比。这里的经济意义是,一个经济制度的优化水平与人群知识总量水平成正比,而与人群数量成反比,说

明人类自组织知识总量越高的经济体越容易引致经济制度演化,而人群数量越大越不容易出现制度演化,这点

从经济发展史也可以观察到。通过这个等式可知,如果能够比较详细地考察出一个经济体内的人群数量,以及

相关的自组织知识水平状况,那么就可以得出这个经济制度的优化水平。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经济体具有较优的制度体系将保证当地的技术水平得到较快发展。如果将自然知识所

对应的经济增长中运用的技术知识为一个映射,并设定为h,那么,可以得h=F(y)·y,这是因为当y表征为人

群技术知识的均值时,那么在这个均值以及概率水平下,可能得到支持经济发展的长期平均水平。由于

y=1n∑
n

i=1
yi,那么就可以得出h=F(y)·1n∑

n

i=1
yi。当不考虑自组织知识的矢量意义时,就每一个个体来说其所

有知识就由关于自组织知识与关于自然的知识所组成。利用前面所设定的个体的知识量,那么,有yi=zi-xi。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将关于自组织的知识与关于自然的知识作为一个总体存在于个体之中,且两者具有不

同的权数,这个权数的定义域为(0,1)。这样可以继续沿袭前面的设定,令自组织知识在整个知识中的权数为

ai。那么,对于任意一个个体i当其知识总量为zi 时,有xi=aizi,yi=(1-ai)zi,那么,人均知识分布就可以进

行新的表达,并且对该自组织知识相映射的经济制度ζ=F(x)·1n∑
n

i=1
xi,而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所支持的技术

h=F(y)·1n∑
n

i=1
yi。这两个等式说明,不论是经济制度的演进,还是应用于经济增长的技术的进步,都与人群

规模成反比例,这与劳动与技术相互替代相关理论相一致。从h=F(y)·1n∑
n

i=1

(1-ai)zi 可以看出,当ai 越大

时,相应的(1-ai)就越小,这应该表明当人群中关于自组织的知识权重越大时,关于自然的知识相对较小,那么

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所能依赖的技术水平就相对较低,这点也许可以解释李约瑟的疑问,为什么中国在宋代以后

科学技术发展逐步滞后,其原因应该是在宋代以后已经不注意对自然知识包括技术知识的掌握,包括在国家层

面已经不像宋代那样对自然知识包括技术知识有要求了,这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人群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因此,

在宋代以后中国人关于自然知识逐步落后于西方世界。

那么,这里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人类自组织知识如何促进自然知识的增长,这应该从动态来进行解析。即当

ai,Zi 和n 都在变化的情况下,自组织知识如何促进自然知识的增长。设ζ=F(x)·1n∑
n

i=1
aizi,可以得到

∑
n

i=1
aizi= nζ

F(x)
,而由h=F(y)·1n∑

n

i=1

(1-ai)zi,可以得到∑
n

i=1
aizi=∑

n

i=1
zi- nh

F(y)
,根据这两个关于∑

n

i=1
aizi的

等式,可以得出h=F(x)
n ∑

n

i=1
zi-n-ζ

F(y
æ

è
ç

ö

ø
÷

) ,这样就形成了经济增长相关的技术水平h与自组织知识相对应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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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ζ 两 者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系 式。由 于 ∑
n

i=1
zi 既 包 含 了 自 组 织 知 识 也 包 含 自 然 知 识,因 此,从 h =

F(x)
n ∑

n

i=1
zi-n-ζ

F(y
æ

è
ç

ö

ø
÷

) 中可以得出经济技术水平h与经济制度水平ζ 之间的确定性关系。然而,在不考虑经济

制度演进的静态情况下,当ζ保持不变时,经济技术水平h与人群总的知识水平呈现负相关且成反比例。在人

群数足够大的前提下,经济技术进步的水平仅与经济制度水平相关,而与人群的数量没有直接的关系,而经济技

术对经济增长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来说起着非常大的作用[7],那么,从这个等式就可以看出经济增长

与经济制度演进水平直接相关联且呈正向增长。

3自组织知识下的经济增长

制度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对此新制度经济理论作了大量的论述,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C·诺思就认

为“当经济为从事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活动提供制度激励的时候,就会产生经济增长。”[1]120本文将之回归到自组织

知识,实际上就是把经济增长视作自组织知识下的增长。对此,哈耶克认为“所谓社会秩序,在本质上便意味着

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使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

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8]。”可以知道秩序就是制度,哈耶克事实上把制度归结为知识。这

里,可以运用既有的相对成熟的经济增长模式,推论出经济增长与自组织知识存在怎样的关系。前面已经得出

了h=F(x)
n ∑

η

i=1
zi-n-ζ

F(y
æ

è
ç

ö

ø
÷

) ,并且给出了ћ就是为经济增长提供的可能性技术水平,那么技术与经济增长存在

怎样的关系呢? 这里可以采用索洛-米德模型进行分析,即G=aΔKK +(1-a)ΔLL +ΔTT
,其中G 代表经济增长,

K 代表资本水平,L代表劳动水平,T 代表技术水平。前面已经给出了技术水平与制度优化度等式,即有T=ћ,

ΔT=Δћ,由于ћ=
(1-ai)ξ
2

,那么,可以推论出Δћ=
(1-ai)Δξ
2

,因此,ΔT/T 可以表达为Δћ/ћ,且当ai 为常量的

情况下即当人类关于自组织知识与自然知识保持一个确定的权重情况下,有Δћ/ћ=Δξ/ζ,也即是技术进步的弹

性与制度演进的弹性相同。但是,不难知道只要人类在获取知识,那么就不大可能使这两类知识保持一个确定

的权重,这样ai 就会随着知识的演进而变化,也即是说ai 是个因变量。当考虑到ai 是个变量的情况下,技术的

进步的弹性就不会与制度进步的弹性完全相同,两者之间存在的这样的关系。ΔT=Δћ=
(1-ai)
2 Δξ-ξ

2Δai,将

该等式代入索洛—米德增长模型,可以得出经济增长G=aΔKK +(1-a)ΔL+1T
(1-ai)
2 Δξ-ξ

2Δa
é

ë
êê

ù

û
úúi ,从这个等

式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不仅与当前资本 K、劳动L 及其可能的变量有关,而且与当前的技术水平及制度水平有

关,同时,考虑到构成人类知识总量的两类知识的权重是个变量,那么,经济增长也就既与当前的人类自组织知

识所占权重相关,同时又与这个权重的变量相关。

由于本文重点是研究经济制度的运行机制以及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推进经济增长,因此为了简便考虑可以设

定Ω=aΔKK +(1-a)ΔLL
,即G=Ω+

(1-ai)
2T Δξ-ξ

2TΔai,从这个等式中可以看出,在不考虑Ω 的情况下,经济增

长与制度的演进即制度的变量成正相关,而与当前的制度状况成负相关。这说明在一个既定的经济社会区域

内,当制度知识的权重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增长,权重增长也会对经济增长起着负作用。同时还可以看到,在整个

等式中,除了Ω 外,只有Δξ对经济增长起正向作用的,这进一步说明自组织知识演进所导致的经济制度的优化,

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当令Δξ=0时即经济制度不进行演进时,G=Ω-ξ
2TΔai,由于此时ξ必定为一个常

数,那么在Δai 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经济增长G 将受限于经济制度。而将T=
(1-a1)ξ
2

代入G=Ω+
(1-ai)
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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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ξ-ξ
2TΔai,将得到一个经济增长与经济制度更加密切的关系式,即G=Ω+Δξ

ξ
- Δai

(1-ai)
。分析G=Ω+Δξ

ξ
-

Δai

(1-ai)
这个等式也可以得出与前面相类似的结论,而且与前面相比更为直观,经济增长与经济制度同向演进,同

时与现有的制度呈现出反比例关系。这种情况说明,任何一个经济制度一旦形成以后,都将使经济增长受限于

制度性锁定效应。

如果设定人类关于自组织知识与自然知识的权重没有变化,那么有 Δai

(1-ai)=0
,可以得到简化的等式

G=Ω+Δξ
ξ
,这个等式为短期的经济增长与制度关系的模型,这是因为在短期内,知识演进不太可能使自组织知

识与自然知识这两类知识比重发生大的变化。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ai 是个变量,因此不可能保持 Δai

(1-ai)=0
,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就不仅大权重地取决于Δξ
ξ
,而且受到 Δai

(1-ai)
的影响,这也从现实的经济宏观调控及制度

性经济改革在长期的情况会失效可以得到验证。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其原因是,制度性经济变革往往是在技术供

给无法实现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施的,因此,无疑会增加自组织知识的比重,使Δai 成为一个正向增加值,与此

同时(1-ai)为减少的值。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使 Δa
(1-ai)

加速增大,从而使长期的经济增长受到限制。

因此,通过分析G=Ω+Δξ
ξ
- Δai

(1-ai)
这个等式,可以发现:在一个既定的经济体内,要实现经济增长应该相

应地减少自组织知识在知识总量中的权重,这点完全与现代政府所强调的经济增长中的技术作用高度一致。但

是,由于自组织知识的演进对经济增长起着正向作用,因此必须不断地推进自组织知识的演进,从这点来说应该

不断促进自组织知识的演进。同时,因为现有的技术对经济增长起着锁定作用,所以必须相应地推进技术的进

步,特别是通过制度的演进将新的技术引入经济增长。从ΔT=
(1-ai)
2 Δξ-ξ

2Δai 可以发现:在一个既定经济体

内,要推进技术进步应该减少自组织知识占整个知识总量的权重ai,减少制度知识的总量水平ξ,但又应该增长

其增量水平Δξ。这后一个结论与关于自组织的知识的政策意见似乎相矛盾,即既要减少现有的存量又要增长其

增量,对此可以理解为减少现有的存量本身实际上就是减少其在当前知识总量中的权重,而增加其增量为推进

自组织知识的演进,而这点实际可以视为推进经济制度的演进。

4结论

本文将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初步解决了道格拉斯·C·诺思等人所提出的“制度到底通过哪种路

径推进经济增长”的问题,在一定程度弄清楚了制度黑箱。通过将自组织知识纳入到经济增长的模型之中,阐明

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作用,而经济制度的演进与人类的认知

水平相关。在人类生物特征基础上的认知,取决于所获得的知识水平,特别是自组织知识水平,即人类关于自组

织的知识对经济增长起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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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ontheSelf-organizationKnowledgeDistributionSystemandItsOperatingMechanism

ZHANGShangyi
(OfficeofPartyPolicy,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Althoughthesystemhasbeenprovedtobethekeytopromoteeconomicgrowthfactors,thesystemofthemechanismin

whicharerarelyin-depthstudy,especiallytothesystemthroughpromotingtechnologyprogress,andthelessthemechanismofe-

conomicgrowthinthefirstplace.Therefore,intheanalysisofeconomicgrowth,systemmechanismtopromotethegrowthofthe

economyisstillablackbox.Inthisarticle,throughanalysisofsystemoperationmechanism,theformationoftheclarifyingsystem

reason,andthroughintroducingtheorganizationknowledgesystem,throughtheanalysisofcausesofclarifyingsystembyadvan-

cingtechnologicalprogresstopromotegrowthmechanism.

Keywords:system;economicgrowth;operatingmechanism;self-organizationknowledge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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