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东屏：制度的本质与开端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44 次 更新时间：2019-05-31 15:51:40

进入专题： 制度  

● 韩东屏 (进入专栏)  

   

   摘要：制度日益成为诸人文社会学科解释

各自问题的理论工具，可学界对制度本身的解

释却存在问题。制度是什么？学界至少存在八

种不同的说法，但其中没有一个堪称确当，包

括把制度等同行为规则的主流观点。其实，制

度只是规则中的正式规则。这个解释不仅符合

汉语“制度”一词的本意，而且也能提高用词

效率，使人们对正式规则有一个简称。国内学

界之所以追随西方学界的主流制度定义，除有

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潜意识外，也有翻译上的失

误。如果制度是由组织制定的，那社会这种由个人天然聚集而成的组织，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制

度的？国内外学术界一致认为，社会中最先出现的规则是习俗，此后出现的规则是道德，最后出

现的规则才是法律、政策等制度。而我的观点是：制度在社会的开端就有，并非落后于习俗和道

德的出现，虽然最早出现的制度或许没有强制性。

   

   关键词：制度、规则、习俗、道德、组织、固定指令、强制性。

   

   制度，如今已是关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乃至哲学的综合性跨学科热门话题，

同时也是一个日受青睐的理论工具，诸多学科的众多学者纷纷从制度出发去解释各自学科内的种

种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然而，如果我们缺乏对制度本身妥贴的诠释，那么，用制度解释各种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就

很难避免不出大的纰漏。在我看来，目前学界对制度本身的诠释就存在种种偏差。限于篇幅，这

里暂且只先讨论其中的两个问题，这就是：制度是什么？制度起于何时？前一个问题关乎制度的

本质，后一个问题关乎制度的开端，二者都是制度本身最基本的问题。

   

   1、制度的本质

   

   关于制度的本质，在中西学界都存在若干种互不相同的解释。

   

   西方学界对制度本质的主要观点主要由以下学者的定义或表述代表。

   

   凡勃伦认为制度是思想习惯或生活方式，“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

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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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

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1]

   

   康芒斯和吉登斯将制度解释为人的活动，前者说“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

动”；[2]后者说“时空延伸程度最大的那些实践活动，我们可以称其为制度（institutions）。”[3]

   

   杰普森、马奇和奥尔森等人将制度归为惯例。杰普森说制度是“社会建构的、自我复制的惯

例。”[4]马奇和奥尔森说制度是“相互关联的规则和惯例的集合体，它们从个体角色与周围环境的

关系角度界定适当的行动。”并特别强调，其中“最重要的是惯例”。[5]

   

   亨廷顿等将制度解释为行为模式或活动形式，不过具体说法不尽相同。亨廷顿的说法是：“制

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6]奥唐奈的说法“是规则化的行为模式”[7]迪韦

尔热说：“制度是作为一个实体活动的结构严密、协调一致的社会互动作用整体，它理所当然的主

要是在这个范围内设立的模式。”[8]米德的说法是：“是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形式或群体活动形式”。

[9]

   

   伯尔曼认为制度是结构化安排，他明确说：“‘制度’（institutions）一词是指为执行特定的社

会任务而做的结构化的安排”。[10]

   

   青木昌彦则直接将制度等同于组织：“制度可以理解为有形的机构、组织或社会现象，如国

家、公司、工会、家庭、垄断等。”[11]

   

   还有一些西方学者把制度概括成权利或义务的关系集。如，施密德认为制度是“人们之间有秩

序的关系集，它确定了他们的权利，对别人的权利的exposure、特权和责任”[12]；布罗姆利也

说：“制度是影响人们经济生活的权利和义务的集合”。[13]

   

   更多的西方学者把制度理解为规则或规范，只不过具体说法略有差异。诺思的说法是：“制度

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制定的一些契约”。这

些契约对政治、经济等社会相互关系构成一系列约束。其中既有非正式约束，如道德约束、禁

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也有正式的法规，如宪法、法令、产权。所以，“制度是一系列制定

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益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

为。”[14]舒尔茨的说法是：“我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

为。”[15]拉坦的说法是：“一种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

与相互关系。”[16]韦伯的说法是：制度是一种宏观的公共产品，“决定不同社会群体的资源、地位

和权力的分配”，“制度应是任何一定圈子里的行为准则。”[17]罗尔斯的说法是：“我要把制度理解

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18]

   

   以上西方学者关于制度的八种界说，在我国学界都有数量不一的呼应者。与西方情况相似，

得到中国学者最多呼应的也是第八种说法。孙本文说制度“是社会公认的比较复杂的而有系统的行

为规则。”[19]刘李胜说制度是“人们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规范体系。”[20]林毅夫说：“从最一般

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21]黄少安说：“制度是至少在

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对单个社会成员的各种行为起约束作用的一系列规则。”[22]张宇燕说：

“制度的本质内涵不外乎两项，即习惯和规则。”[23]鲁鹏说：“制度可定义为交往规则。”[24]施惠

玲说：“我们可以给制度下这样一个定义：制度是通过权利与义务来规范主体行为和调整主体间关

系的规则体系。”[25]辛鸣说：“制度，就是这样一些具有规范意味的——实体的或非实体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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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存在物，它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调整着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一种强制性的方

式影响着人与社会的发展。”[26]

   

   虽然拥有最多呼应者的观点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观点，但在上述八种关于制度的界定中，相对

而言最可取的还是第八种界定，即将制度落脚于规则的观点。因为按照逻辑学“被定义项=属+种

差”的定义法则，只有“规则”一词才称得上是“制度”概念的上位概念或属概念，而其他制度界说中

的落脚概念，即“思想习惯”、“惯例”、“生活方式”、“活动”、“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的集合”、

“结构化安排”和“组织”，则都不是制度的上位概念。不仅如此，除了“惯例”概念之外，其他概念甚

至也不是“规则”这个可作“制度”上位概念的“种差”，它们充其量只是与规则或制度有某种外部关联

的东西。其中，凡勃伦的所谓“思想习惯”，只是规则或制度的思想形式，或者说，只是规则或制度

在头脑中的主观映象；康芒斯和吉登斯的所谓“活动”、“行动”、“实践活动”之类，只是规则或制度

所要约束的对象；亨廷顿等人的所谓“行为模式”或“活动形式”，只是规则或制度约束行为、行动、

活动或实践所形成的东西；施密德和布罗姆利的所谓“关系集”、“权利与义务的集合”，只是规则或

制度规范人际关系的必然产物；伯尔曼的所谓“结构化安排”，只是规则或制度为如何做某种事而规

定的程序或步骤；青木昌彦的所谓“组织”，其实只是规则或制度的造就者和需要者，而非制度的等

同者，其道理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人生产粮食并以其满足自己的需要，就说粮食是人一样。

   

   显然，任何一个事物的本质，都不可能取决于跟它有外部关联的东西，何况跟这个事物有外

部关联的东西往往不止一种。这就说明，用上述那些只是与规则及制度有外部关联的概念给制度

下定义，得到的都不可能是关于制度的本质性规定。同时也说明，这些不正确的制度定义，也不

是完全不着边际的空穴来风，而是失误在把与规则及制度有某种外部联系的事物当作了内含制度

的概念即制度的属概念。

   

   杰普森、马奇和奥尔森的“惯例”倒是与“规则”有内在关联，即惯例属于习俗，习俗又属于规

则，是规则的一个“种差”。但无论惯例还是习俗，都与法律这种制度的典型存在明显的不同，这一

点恐怕谁都不会否认。尽管有少量法律最初来自惯例，但绝大多数法律都不是由惯例而来。何况

那些变成法律的少量惯例，也已经与没变成法律的惯例有了质的不同。既然如此，惯例就不可能

是制度的属概念，将制度定义落脚于惯例的做法就是极其偏狭而不可取的。关于这一点，后面的

论述还有更具体的说明。

   

   经过以上分析，现在只有规则概念堪任制度概念的上位概念，可在我看来，将制度解释为规

则的第八种界定也不够确当。

   

   既然规则概念对于定义制度关系重大，我们就不能不先来回答规则是什么。

   

   从文化属性上说，规则属于符号文化中的指令文化。

   

   文化作为人类创造力的所有果实，是个极其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首先可形象地划分为“硬文

化”和“软文化”两大部分。前者即“器物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各种实体性的有形产品，如食品、

衣物、房屋、家俱、机器等以实物形态出现的创造物均属硬文化。后者则指人类创造的各种非实

体性的无形产品，如语言、宗教、科学、技术、人文学、艺术、规则等以非实物形态出现的创造

物均属软文化。软文化，其实也就是人们说的“狭义文化”，基于它是用文字、语言、声音、数字、

线条、图形、音符、色彩等符号表达的符号化系统，故亦称“符号文化”。

   

与用来满足人的感性的物质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的器物文化不同，符号文化是人用来传达信息

的，满足的是人在精神方面和社会交往方面的需求。根据符号文化所载所传信息的不同性质，我



们又可将符号文化系统分为四个部分，这就是描述性文化、解玄性文化、倾诉性文化与指令性文

化。描述性文化用于弄清世界的真相，以经验实证为基本方法，所负载传达的信息是对各种事物

的形态、状况、实质、规律、历程的描述及预测，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其典型形态；解玄

性文化用于人的终极关怀，以超验思辨与神秘虚构为基本方法，所负载传达的信息是对各类无法

用经验实证方法研究的玄难问题或终极问题（如世界的本原与意义是什么、人的本质与意义是什

么、生死的实质与意义、何谓善恶，何为幸福等等）做出的解答，神话、宗教是其初级形态，哲

学是其高级形态；倾诉性文化用于抒发人的内心情感，以形象思维为基本方法，所负载传达的信

息是对自然、社会、生活、他人和自我的体验与感想等，文学、音乐、美术之类是其典型形态；

指令性文化用于指令人的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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