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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经济学研究社区与社会学的/社区研究0不同。社会学把社区当作一个/地

域社会0,在/社会人0的人性假设前提下,通过社区状况反映社会各种现象及其规律。现

代经济学把/社区0当作一个增进共同利益的/社区组织0,一个微观主体。本文试图在理

性经济人和环境特性的假设前提下,从逻辑上回答自利的个人如何组成具有/共同利益0

社区,又如何实现社区变迁,并解释社区中存在的一些复杂现象。为此, 本文以农村社区

机制为例, 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和理论, 构建一个社区形成模型与变迁机制,并归纳出社

区表达和反映社区本质的变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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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广东省 2001) 200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广东农村社区治理的研究0 (编号 02M24)的前期成果。

一、本文研究的问题

本文以人们聚居的社区为研究对象,试图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和理论,从组织制度的角度对社

区的形成和演变、社区各种现象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 /单位0( unit)概念的逐渐淡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大量的工业区和

住宅小区等功能性/社区0,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社区0的探讨。一般意义上的/社区0是指多人共同

生活的地方,作为一种空间界限,表明我们与其他人、其他地方的关系,有时也表明一种利益关系,

一种情感归属。

对/社区0的专门研究一直是人类社会学的/专长0。社会学研究社区的方法论是以/社会人0为

假设前提,社会人必然相聚而形成社区,多个社区就组成了社会,这是社会学解释/社区形成0的一

般逻辑。其次, 社会学把社区当作一个具备一定社会功能的地域社会(丁志铭, 1996)。对社区的研

究目的是/以小见大0,把社区当作反映社会的/具体而微0的单位,从社区状况及其变迁来演绎人类

社会。所以,社区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现代经济学把社区当作一个由一系列/制度0维系的/组织0。社区是由多个人或一群人为了增

进共同利益特别是满足自利而组合起来形成的集团或组织。社区作为一个微观主体有一定的行为

逻辑和行动轨迹。经济学在研究人类行为时的假定前提是/经济人0 ) ) ) 自利行为的最大化,具有

一种穿透组织/共同利益0及其复杂现象的力量,从而揭示社区的本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由人性

假设出发,从逻辑上回答自利的个人如何组成具有/共同利益0社区, 又如何实现社区变迁, 并解释

社区中存在的一些复杂现象。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社区形成和变迁模型,以此为框架探讨不同社

区的本质差异及其变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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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研究的文献回顾

(一)社区的界定与社区研究的由来

/社区0( community)一词最早见于德国社会学家 Tennies著的5社区与社会6中。他所说的/社

区0(德文 gemeinschaft)指的是一种礼俗社会, 是指由自然意志推动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结

构,如家庭、宗教社区等(转引自蔡宏进, 1984)。

其实, /社区0概念并不统一,其内涵和外延的弹性较大,主要有以下几类界定:第一类是一个范

围大小宽窄不限的概念, 大至国家社区,小至村落、街区等(王颉, 1989)。第二类是将社区看作一个

行政区(李小云, 1995)。第三类是把社区归结为经济区域(叶金生, 1997)。第四类把社区限定为一

个具有交易功能的中心区,如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农村交易区被称为集镇社区, Skinner( 1964P65)认为

中国农村社区应是由一个贸易中心或集镇和多个村庄构成的/ 市场共同体0。第五类是费孝通

( 1939)和黄宗智( 1986)的/村庄共同体0, 他们认为村庄是为一个社区, 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功能单

位,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属于功能完整的单位, 是指包括人口、地域及社会关系的社会实体。

后两种比较相近,被社会学界普遍接受。这正如丁元竹( 1995)的观点: /社区0界定应适合于不同社

区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所以, /社区0概念界定视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而定。

/社区研究0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比/社区0的界定更早。首先出现在哲学家或社会思想家的文

献中,如亚里斯多德、康帕内拉、欧文等都先后以/社区0为研究单位描述和分析人类行为。但真正

以/社区研究0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的,是 19世纪中期开始的社区调查工作,其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

Lepay、英国学者 Booth、德国社会学家Tennies等(转引自徐震, 1985)。

社区研究引入到中国已经是20世纪初。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Kulp于 1918年指导学生进

行了上海沈家行乡村社会调查; Bucklin教授于 1923年指导了广东潮州凤凰村社会调查。这些调查

类似社区研究, 其调查内容比较广泛(转引自黎熙元等, 1998)。20世纪 30 ) 40年代, 中国学者开始

了社区研究。吴文藻最早倡导了研究社区,费孝通、梁漱溟、晏阳初等学者在各地开展了社区研究。

还有毛泽东、张闻天等从政治角度对农村社区进行了大量调研, 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吴怀莲, 1998)。

建国后的 20世纪 50 ) 70年代, 中国社区研究随社会学取消而中断, 并遭到意识形态的歧视和

批判。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社区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在社区理论及方法和研究内容等各方

面取得了丰富成果, 既有对社区研究文献的挖掘和理论史及流派发展的研究,又有社区实地考察和

案例研究,涉及的内容广泛(王颉, 1989;丁元竹, 1994)。

总起来讲, 社区是一个社会实体,是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单位,在严格限定和选择的基础上,使之

适合于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从而描述、理解分析某一社会类型社会,这正是社区研究的全部

意义之所在。从根本上看,社区研究是一种方法, 是一种描述、分析和解释某一社会类型和建立社

会理论的工具(丁元竹, 1995)。所以, 社区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基础,简化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为

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社区研究的经济学视野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把社区界定为/组织0(陈万灵, 1999)。社区是为增进其成员共同利

益而存在的组织。尽管组织经常服务于纯粹的私人、个人利益, 但是, 组织特有的和主要的功能是

增进由个人组成的集团的共同利益(奥尔森, 1995)。组织的运行依靠制度功能的维持, 组织和制度

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没有差别的区分(拉坦, 1994)。所以,组织与制度及其组织运行机制被

放在同一逻辑系统中研究。经济学主要对/社区0组织、社区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进行研究。

一些文献表明, 现代经济学已在农村社区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为社区研究做出了一定努

力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农村社区行为的微观基础及其/小农0的理性行为进行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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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舒尔茨, 1987;林毅夫, 1988;罗泽尔等, 1992;曹正汉, 1998) ,初步构建了一个分析农户行为的理

论框架。二是对农民的组织行为进行了分析(蔡 , 1997;尤玉平, 1998;罗必良, 2000)。三是以实

证方法探讨了基层社区组织体制及运行机制(潘劲, 1996;刘文璞等, 1997;赵树凯, 2001)。四是对

村民自治与公共选择过程进行了经济分析(盛洪, 1998;卢福营, 1998) , 并探讨了社区公共物品供给

机制(叶兴庆, 1997;张军, 1998)。五是探讨了社区及其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速水佑次朗,

1989;梁钧平, 1993;邱泽奇, 1998)。最后是综合考察社区行为、社区发展与变迁的各种现象,比如

社区工业化、城市化及外部边界演变等(杜海燕, 1989;丁志铭, 1996;秦庆武, 1996;折晓叶, 1996;邓

英淘等, 1996)

由此看来, 现代经济学对社区的研究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 并且显示出广阔的理论前景。但

是,这些文献只是某一个视角或某一个问题的认识,比较零散,不够系统,有待于深入研究和不断完

善。因此,有必要对社区研究建立一个模型, 对社区形成及其变迁的机理、社区外部环境和内部结

构、农村社区本身状态及其各种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的经济学研究。

三、社区研究的经济学模型

(一)假设前提:经济理性及环境特性

11 经济理性的内涵

一般而言, /理性0被理解为一种人类选择与调节自我行为的能力, 包括对目的之选择和确认

(即确定生存目标) (杨春学, 1999)。经济理性可以表述为:人在环境和自身能力的约束下, 根据自

己的偏好,采取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行为。主要含义有: ( 1)追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或者说偏好、效用、行为的最大化。( 2)需求偏好的多样性、可传递性和一致性。( 3)经

济人受到生理、心理及其行为能力的限制,使理性成为有限理性。( 4)机会主义倾向,即经济人在理

性约束下,有以较强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威廉姆森, 1987b)。

需要说明一点, 经济人自利的偏好目标极其多样, 诸如金钱利益、权力、名誉、利他主义、公益精

神等,包含了物质的、精神的、感情的、道德的目标等。经济人的需求偏好多样性构成了丰富多彩的

人类社会。有的偏爱物质利益,有的偏爱精神享受。在物质利益中, 有的偏爱金钱,有的偏爱有形

财产。在精神方面, 有的人偏爱宁静稳定,有的人偏爱荣誉和地位等。

2. 环境因素的特性

理性经济人受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产存量、技术水平、社会文化、经济制度、时间因素等环

境因素的约束。尽管环境因素对经济人选择的影响都比较复杂, 但也具有一些共同性质: ( 1)资源

对于人类无限需求而言的稀缺性, 包括人际关系、诚信、组织等社会资源都具有有限性。( 2)不确定

性与不完全信息。关于复杂环境状态的信息及知识是不完全的,超出了人类思维能力和认识范围,

充满了不确定性。( 3)正交易费用。现实世界中存在大量的阻力和经济运行费用,诸如前述的有限

理性、机会主义、未来不确定性及其综合作用而耗费大量的资源。( 4)不可逆性假定。从时间维度

来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不能完全重复,具有不可逆性。在本文研究中的制度、组织、创新和意识形

态都具有不可逆性。一个经济系统内部规则制度一经建立,便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习惯,成为传统意

识,反过来又强化经济系统的制度运行过程, 比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一直阻碍劳动力和人才等要

求的自由流动, 城乡交流在经过20年改革的今天仍然比较困难。

(二)社区的形成与演变:以交易为起点的逻辑展开

1. 以交易为逻辑单位的经济学方法

本文试图以交易为研究的逻辑单位,以经济理性与环境特性作为主要的假设前提,依赖精确的

概念和严密逻辑推理和检验方法, 试图解释和说明社区的形成及其一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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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经济学中,交易、市场等这类重要概念很少被正面阐述过, 一般把它们作为一个隐含前

提而不被公开探讨。现代经济学不仅仅研究市场机制和交易,还要研究非物质的精神世界和非市

场的交易行为, 其范围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贝克尔, 1995)。

关于/交易0,康芒斯在5制度经济学6( 1962)中做了探索性研究,认为/交易0不是实际/交货0那

种意义上的/物品0交换, 而是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并提出了把交易作为分析单元,把/ 交易0当成

人类社会普遍的现象。科斯( 1987, 1994)把交易明确解释为权利让渡并提出了/ 交易费用0概念及

理论,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布坎南( 1988)运用/交易0方法来分析/集体行动0和公共选择,认

为集体行动一般以个人决策作为基础模式,反映集体成员之间复杂交易的过程、模式、协议或契约。

威廉姆森( 1997a, 1997b)从协约(计划、承诺、规制结构)关系角度出发,专门讨论交易特性, 并明确

指出/交易是分析的基本单位0,他认为交易可以成为微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 ) ) ) 由研究交易出

发联系经济效率来探讨经济活动的组织形态。

由此可见, 把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具有重要意义。把/交易0定义为物品和服务的权利转让,

揭示了交易的本质是权利让渡;交易概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人际之间最基本的和一般的形

式。本文以/交易0作为逻辑起点, 就可以解释社区的形成和演变,还可以解释农村社区中的一系列

问题,诸如农村超计划生育现象、家族意识、社会网络关系、亲戚不言钱、重脸面尊严、归属感及民工

潮、政府/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0等现象。

2. 社区的形成: /囚犯困境0及其多人博弈的演进

在特定环境中, 农户偏好最大化的自利行为不是孤立的, 个人的选择总是涉及他人的选择行

为,也许是代理角色的个人选择,也许是在集体中充当决策角色的个人选择(布坎南, 1988)。最简

单的经济人选择是两个人交易的选择情形。在/两人交易0模型中,为了消除外部性、风险成本而达

成协约。这种协约是通过反复博弈的交易过程来达成。下面阐述经济人怎样经过多次重复博弈,

走向合作并达成协约,从而形成多人合作 ) ) ) 集体即社区的形成。

假定农户A和农户 B在交易中有两种选择:合作(达成协约)和背叛。每个人都是在不知道对

方选择(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选择。由此形成了/囚犯困境0博弈模型。所谓/困

境0是说明:不论对方选择什么,选择背叛总能比选择合作时获取较多的效用或收益。但当双方都

选择背叛时,其结果比双方都合作时获得的效用或收益少(艾克斯罗德, 1996) (参见表 1)。

  表 1 农 户 /囚 犯 困 境0

农户 B
农 户 A

合 作 背 叛

合 作 R= 3, R= 3 S= 0,T= 5

背 叛 T= 5, S= 0 P= 1, P= 1

 注:行为选择者 B的收益值列于左边。R:双方合作

的收益, T:背叛者/聪明0的报酬, S:合作者/愚蠢0的

报酬, P:双方背叛的报酬。

  在农户/囚犯困境0博弈中:

( 1)当农户A选择合作时:农户 B有两种选择:

合作和背叛。农户 B合作时:两个收益均为 R= 3,

即选择( 3, 3) ;农户 B背叛时, 农户A 事先并不知道

B的背叛而选择了/愚蠢0的合作,故遭受损失, 收益

为S= 0; B事先/聪明0获取收益 T= 5, 即选择( 5,

0)。

( 2)当农户A选择背叛时; B合作时遭受损失, S

= 0,A获取收益T= 5,即选择( 0, 5) ; B背叛时,两个

同时遭受损失, 即( 1, 1)。

农户A, B同处于一个社区中,这种博弈会经常发生。当A, B出于善良的行为选择了合作,双

方获益,利益均占, R= 3;当A, B两个人都是极端自私者, 都想达到最大收益, 都认为对方会合作,

自己选择背叛会获最大收益, 其结果都陷入了困境,遭受损失,获得最小收益, P= 1。

当第一轮博弈结束后,合作者A发现 B背叛而遭受损失。在第二轮博弈中, A 可能会/报复0

性背叛,因为 B的良知发现而在第二轮博弈中可能采取/ 合作0。第二轮A、B的收益值恰巧对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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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可能会出现双方背叛。第四轮又可能出现前几轮选择中的一种,这样循环往复。但农户A、

B每一次选择都依据上一轮博弈的经验,都把新一轮博弈的收益看作前一轮博弈收益的一部份,即

新一轮博弈是前一轮博弈的收益权重,记为 r( 0< r< 1) ,表示在每一次博弈中的收益都是对前一轮

博弈的收益的折扣系数。假定 B第一轮背叛获得T;第二轮可能遭到 A的报复, B的应得收益值 P

被打折扣,即为 rP;第三轮是 r
2
P; , , 。

假定 B在长期重复博弈中的收益总和为 U。( 1)当A 使用/报复0对策时, B总是背叛, 记收益

值UB(背叛|报复)。那么,在 n次博弈中( n \ 1) ,则有:

UB(背叛P报复) = T + rP + r
2
P + + r

n
P

= T + rP 1- r
n

1- r

因为 r< 1。n y ] ,则有:

UB(背叛P报复) = T + rP
1- r

  ( 2)如果 B一开始就合作, A、B都获益:

UA、B (合作P合作) = R + rR + r
2
R + + r

n
R

= R
1 - r

n

1- r

  取极值:

UA、B(合作P合作) =
R

1 - r

根据/囚犯困境0设: T > R > P > S 。当A选择对 B的永久性报复时:

R
1 - r

\ T +
rP

1- r
   则有: r \

T - R
T - P

  ( 3)当 B交替选择/合作0、/背叛0策略时, A选择/报复0, B的收益值为:

UB(交替策略P报复) = T+ rS + r
2
T + r

3
S + r

4
t + r

2n- 2
T + r

2 n- 1
S

= T ( 1+ r
2
+ + r

2n- 2
) + S ( r + r

3
+ + r

2 n- 1
)

=
T + rS
1 - r

2

  A一定惩罚 B的反复无常,即:

R
1 - r

\
T + rS
1- r

2   即   r \
T - R
R - S

  ( 4)反复无常的 B还可能获得A的偶尔原谅;如果 B总是背叛, A可能把 B驱除交易圈,所以,

B在 A的报复条件下有:

T + rS
1- r

2 \ T +
rP

1 - r   即   r <
P - S
T - P

  B的行为引起 A的报复,经过重复多次博弈后发现:

R
1- r >

T + rS
1- r

2 > T +
rP

1- r

  A、B就会逐渐走向合作,即收益为 R P( 1- r)

另一方面, A在对待/ B的不总是合作0的报复系数即折扣系数 r必须足够大:

当 r \ T - R
T - P

时,就会扭转永久背叛者走向合作;在本例中,当 r \ 0. 5时, B就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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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r \
T - R
R - S

时,就会扭转反复无常者就范合作;在本例中,当 r \ 0. 67时, B也会合作。

当 r [
P - S
T - P

时, 惩罚力度不够, B可能在合作与背叛之间反复无常, 甚至永久背叛;在本例

中,当 r [ 0. 25时, A与 B几乎没有合作可言。

所以, 在交易过程中, 双方在合作、背叛及惩罚中,最终走向合作。其条件是:双方都不放弃惩

罚不合作的行为,当惩罚足够大,即系数 r大到永远不会交易等。这就会威慑到那些有不合作或背

叛动机的交易者。长期交易与博弈就会使经济人走向合作,达成交易遵守协约。所以,在多人交易

中,不合作行为必然遭到/惩罚0, /惩罚0逐渐演变成戒律、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家法(宗法)、村规

民约等非正式制度。

两人交易/合作0或遵守协约的收益一般具有外部性(第三人了解合作的收益) ,外部性利益的

内在化也会导致第三个人和更多人参与;或者交易双方达成协议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如果还可进

一步降低交易费用, 就可能把交易范围扩大到第三人甚至更多。从而两人合作走向多人合作,逐渐

形成集体,多个农户博弈就会形成社区。由此可见,在个人理性驱使下,多人长期相处于一个社区,

经过多次反复的长期博弈,逐渐走向合作,从而形成社区。

3. 社区演进( Ñ) :个人理性与集体选择

尽管集体能增进人们的共同利益, 但是, 在一个集体里,共同利益的目标不容易达成,对增进共

同利益的协约即一致行动是通过集体选择实现的。社区的集体选择具有集体性、规则性、强制性、

政治性等特征, 一旦达成集体协约或规则,个人利益被协调融入规则之中。集体选择(决策)一般按

一致同意、多数投票制、加权投票制(股份合作制的人头票和股票)等规则达成集体行动。农村社区

各个成员一般依据习俗、家法(宗法)、伦理道德、戒律、村规民约等规则相互协商而确定社区集体行

动方案。所以, 个人理性通过集体的理性选择表现出来,从而通过集体行动实现社区演进。

集体理性是在一定规则或制度约束下表现出来的一种制度性理性,是有限理性的一种表现,是

在考虑社会及制度环境条件下的被约束的个人理性(Qodelier, 1972)。如果把/环境约束0中他人或

/社会约束0单独列出来考虑, 这是汪丁丁( 1998)认为的经济理性第三个涵义,即每一个人的自利行

为与群体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导致了/社会博弈0或/制度理性0,即一种制度追求社会

整体效率最大化和追求全体国民总福利的最大化,并且实现每一个国民的福利最大化(李风圣等,

1995)。

对/社会约束0可理解为个人理性能力不足或限制, 制度理性也可理解为组织(群体)理性。个

人理性的有限性,人们才会需要分工与协作, 需要制度、集体(团)和组织,需要契约和法律, 以对付

个人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的理性不足。同样,农村社区各种经济组织的产生及其集体行动,各

种组织制度的安排及其变迁, 都是人们在有限理性约束下的理性选择。社区的演进及其存在的一

切社会经济现象都是社区的集体理性或制度理性的选择。

4. 社区演进( Ò) :集体行动的逻辑

现实中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常常不一致。诺斯的制度悖论( institution paradox)、集体选择的/循

环的大多数0、/理性的无知0、简单多数投票制的/波德效应0( Borad effect )等,都说明集体选择条件

下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奥尔森( 1995)认为,在需要集体行动的领域中, /个人理性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0。因为在

大集团中,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冲突和组织成本阻碍成员努力增进共同利益, 因为集体成员越

多,达成一致意见所需的信息越多,达成、执行和监督协约的成本越高。但是,小团体的利益互动可

能产生集体利益,这并不明显违背传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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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奥尔森揭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0说明集体行动的矛盾, 被称之为/奥尔森困境0(Olson. s

dilemma)。但在/奥尔森困境0中仍存在/困境0(罗必良, 2000) , /对于个体参与而言,当抵消实际成

本后没有明显收益时,大的团体确实在行动0 (诺斯, 1994)。其原因在于奥尔森忽略了集团内部成

员在长期博弈过程形成的组织制度即规则约束、隐性激励机制和大集团可能的规模效益。因为组

织是从交易协约演进而成,集团是多个协约的集合,可以通过组织制度激励、约束成员与集团目标

一致的行为,即集团内的选择性激励( /奖惩制度0)。除了这种能明显地观测其结果的奖惩制度外,

还有隐性激励( implicit incentive mechanism)起作用。隐性激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集团内部的意识

形态,二是外部的市场竞争。集团成员经过长期多次博弈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均衡,比如习俗、伦理、

道德等意识形态起基础性作用,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监督成本。

在本文所研究的社区组织中, 社区认同感、归属感、信誉等意识形态及文化等构成了隐性激励,

有效地约束/奥尔森困境0。在一个进出自由的集体里, 市场机制也起到隐性激励的作用。集体在

市场上表现出来的产品竞争力、人力资本竞争力等对成员努力程度构成了/奖惩0,可以部分消除机

会主义行为,降低监督成本;特别是人力资本的竞争压力会促使成员为维持成员/资格0和增进集体

利益而努力。

按照/奥尔森困境0及其/奥尔森困境0的/困境0等逻辑分析农村社区组织, 可以理解一系列难

以解释的现象。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大二公0并没有带来效率,是因为集体成员都不愿努力增进共

同利益,在集体劳动中出现了/磨洋工0、/出工不出力0、/越穷越懒0等现象,以至于自留地产量比集

体田高。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能迅速推广, 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激发出来。同

理,也可以解释沿海一些地区仍保留集体经济, 是因为这些集体都有成功的意识形态(陈万灵,

1999)。一些社区意识形态和声誉机制能有效地约束公共权力,促进了社区成员和精英共同努力改

善公共环境、发展集体公共事业、增进集体利益,从而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四、模型的应用:社区状态的变量体系

上述已经展示了社区的形成和演进一般机制。那么, 如何把握社区在某一个时点存在状态?

如何了解社区演进过程和未来的变迁趋势? 以下阐述社区状态的变量体系,以便识别、描述和表达

社区状态。

(一) 社区自然状态的描述

一个社区的自然状态一般包括以下变量: ( 1)区位指标, 用以描述一个社区与外界的交易和受

外界影响的可能状态主要有社区所在地的地理方位,地貌形态,离区域经济中心的距离等。( 2)自

然气候条件:社区所在地的日照、温度热量、雨量及其分布等状况,影响到社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方式、生产及其经济活动的方式、生活习俗等。( 3)自然资源状态:社区所在地的矿物资源、土地资

源、生物多样性及其农业资源状况等,是社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自然资源稀缺性状态直接影响

社区成员的选择空间。

(二)社区经济状态的变量

社区经济状态变量是指社区资源的开发状况、社会经济活动能力、社区物质财富的状态等指

标,反映社区成员与自然的关系和参与资源的分配能力。主要有: ( 1)农产品产量、矿物开采量等经

济生产的实物指标; ( 2)产品的产值及增加值、货币收入等经济活动的价值指标; ( 3)人均货币存款、

居住面积、消费品、生产工具等个人和家庭财产状况; ( 4)道路交通及运输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动力

及作业机械设备、学校、医院、养老院、社区组织用房屋、祠堂、广场及公共活动场地等公共物品存

量。

(三) 社区人力资源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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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是反映社区社会发展前景的重要指标,主要有:社区成员的性别比、年龄构成、学历构

成、社区干部及学校教师的知识水平、姓氏构成、社区成员与外部社会的社会关系等,包括本社区成

员在外地工作、社会地位及其动员资源的能力等情况。这些社区变量反映社区人力资本状况,开发

本社区资源和动员社区外部资源发展本社区经济的能力。

(四)社区社会的组织制度变量

社区社会的组织制度变量是反映社区本质的一些变量, 是一个社区组织区别于另一个社区组

织的变量,包括组织体系和制度结构等两方面。

1. 社区的组织体系

按组织的性质及其发育程度, 把农村社区组织系统区分为社区组织和社区内组织两大类。

( 1)社区内组织。这是指社区内家庭组织和由个人及其家庭构成的各类组织。家庭是最基本

的交易协约或组织, 其交易的内容及特性主要是纯私人产品, 比如情感、情爱和天伦之乐等。社区

内其他组织是指为生产某种产品、服务的经济组织,比如企业、中介机构等;为了共同的兴趣偏好及

利益而组成的组织,如联谊会及各种文体协会等;为共同信仰而组成的组织如宗教、迷信组织等。

这些组织各有不同的交易内容和特性, 组织化程度不高,带有较强的自组织特点。

( 2)社区组织。这是指代表整个社区共同利益的组织。能充当农村社区组织的角色有三大类

职能组织:执政党(共产党)组织、政府组织及村委会组织等,分别受到人民群众和党纲党章的约束、

上级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0等约束。另外,社区经济

组织及科层制企业也属于社区组织,经济合作社及其乡镇企业主要受社员共同议定的章程所约束。

村属企业往往采取/村企合一0组织形式,这是村委会经济职能的体现。

可见,社区组织的这些功能使其具有较强的社区性或区域性。这说明社区组织的宗旨或活动

目标、活动空间、约束范围等都以社区为基础。社区组织就是为了动员社区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

及人力资源等, 组织生产,开展服务,解决问题,搞好公共管理,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改善居住环境和精神生活,并不断满足社区居民需求而建立起来的组织。

2. 社区制度结构

社区作为组织, 其内部运行必然有秩序, 并执行一定职能, 实现一定目标。组织成员必须按一

定秩序服从组织的职能和目标。农村社区的/秩序0就是社区/制度0,正如费孝通( 1998)所归纳的

/礼治秩序0、/熟人社会0、/归属感0等传统秩序。Taylor( 1982, 1987)认为,社区实质上是一种无序的

社会秩序,其关键的特征是分享共同的信仰和规范(转引自诺斯, 1994)。/无序0也是一种秩序,反

映农村社区比较弱的组织性, 信仰和规范更是一种规则制度。

(1)农村社区的制度环境。社区作为一个组织, 也是一项制度安排, 又处于一个制度环境中。

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戴维斯、诺

斯, 1994)。它是社区的外生变量,是一系列确定社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制度, 由人民代表

大会或国家及其各级政府、立法、司法等机关所规定。现实中的政治制度、产权制度、土地制度、市

场制度或计划制度、户籍制度、计划生育制度等都是决定社区行为的基本制度, 影响到社区居民各

个方面的交易行为。

(2)农村社区的非正式制度。在一定制度环境中, 社区居民在长期的社会交易中,就会形成非

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与实施机制等体系。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易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

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制度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习俗、

意识形态等因素(诺斯, 1994)。它表现为/差序格局0、社会关系网络、熟识信用与身份承诺、声誉机

制、信仰、归属感等具体形式,支撑着人们应付反复出现的某种环境和行为。在这一系列非正式约

束中,意识形态对人们的社会交易约束性最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信息费用、降低交易费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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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的机制(林毅夫, 1994)。

( 3)农村社区的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适合较大范围甚至全社会

的规则,一般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制度等,具体表现

为村民自治与村规民约、村企合一的组织制度、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或社区企业、村籍制度与/法人成

员0资格、社区组织内部的制衡机制等具体形式。正式规则一般解决交易准则、基本权利的界定、交

易目标的选择范围、行为选择空间及其边界、惩罚规则等。正式制度一般靠国家、政府及其相关组

织机构实施,具有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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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Efficiency
In China. s Economic Growth

Shi Dan
(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sons why the energy consumption decreased gradually while Chinese economy has sustained a continu2

ously high rate of annual growth. The data analyses prove that improveme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efficiency are obvious since

1978, Which different from some domestic and overseas scholars. viewpoints. Opening to the World, adjusment of industrial struc2

ture and reforming on economic systems contribute to improveme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efficiency. After the middle of 1990. s,

excep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 above factors had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efficiency. However, the enhance2

ment of the energy consumption efficiency in industry has offset counterac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 change that tend to slow

improveme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efficiency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energy efficiency; economic growth

JEL Classification: O490, Q430

Economics Model of Community Research
) ) ) A Study Based on Rural Communtiy Systems

Chen Wanling
(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Zhanjiang Ocean University)

That community research of economics is different from sociology. Community is a region social in sociology. Based on the assump2

tion that human nature is social man, all the various social phenomenon and essence regular are revealed in sociology.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method is to realize the whole society regular. In modern economics, Community is regarded as an organization that

is able to increase common benefit, and also is micro2subject in socio2economic systems. In this article, the assumption of logical

thinking is rational economic2man and environment property. The logical of community origin and community changes was ex2

pounded. That self2interest man how to form community organization of common benefit was displayed, and complicated community

problemwas explained in economics theory. For this purpose, rural community is chosen to carry ou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e

methodology and theory of modern economics was applied to later analysis. The model of community origin and changes was struc2

tured. The variable system was concluded that described and revealed the essence of the community by applying the model.

Key Words: community; community research; rur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 theory

JEL Classification: O130, R290, C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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