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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的目的在嘗試提供一個關於中國歷史上制度演變的動態模型，期能

有助於傳統制度演變之特質的理解。在文中，「制度框架」被規定為一個政

治結構下的主要遊戲規則。作者認為傳統的制度框架應包含三個主要構造原

素，此即「集權政治」、「精英（貴族／官僚）管理權」，以及「市場式經營」；

模型即由此三者構成。基本上，三個制度原素彼此間存在著不同的組合型

態，這些不同組合型態各自蘊涵一種獨特的制度性格，而可以在包含「國家」

與「市場」兩個極端的系譜中清楚地顯現出來。除此之外，財產權的消長也

已隱含在模型的每一個時點之中。 

進一步論，這三個原素的排列組合，為彼此之間的既相容又互斥的特性

所決定。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它們之間的衝突消長，恆呈「合二去一」的關

係。意即，其中只有兩個的結合，在模型上最為穩定。這是說，三者之中只

有任兩者的結合，才可以達到制度上的「均衡」。制度的均衡，表現為一規

範該一時代之政經特質且其內在呈現相對穩定的一種制度框架，以此對參與

者的行為發揮塑造作用。由此可知，傳統的制度歷史所呈現的，正是從此一

均衡到彼一均衡的動態過程。 

假定其他條件不變，那麼王權、貴族／官僚以及市場經營三者之不同組

合形態，可以形成不同的宏觀制度模式⎯⎯亦即達到某種均衡⎯⎯，從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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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極為懸殊的政治、經濟效應。不論歷史如何發展，傳統中所構造而成的制

度模式，在性質上都不出於三個原素的隨機排列組合的範圍之外。透過此一

模型，傳統制度演變的某些重要特性，或許便得以呈現。作者認為，此一模

型應有助於制度變遷的理解，在歷史解釋理論上或有若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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