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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成本的研究缘起 、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张广利 　陈 　丰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摘 　要］交易成本作为一个基础性概念 ，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基石 ，但随着新制度政治学 、新制度

社会学的兴起 ，源自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概念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中显见其局限性 ，而制度成本正引起人

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制度成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 ，是指投入在制度各个环节中的相关资源 。

在一个完整的制度周期中 ，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 ，由此制度成本包括制度形成成本 、制度执

行成本 、制度监督成本 、制度变迁成本 。各阶段的制度成本彼此之间并非孤立的 ，而是相互联系 、相互影

响的 。制度成本的高低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 ，不仅受到政治 、经济 、社会等环境的影响 ，而且不同利益

主体间的利益博弈 、非正式制度等同样是影响制度成本的重要因素 。

［关键词］制度成本 ；利益 ；博弈 ；非正式制度

The Research Origin ，Connot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stitutional Costs
Zhang Guangli 　 Chen Feng

（School o f Social and Public A 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 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２００２３７ ，China）

Abstract ： T ransaction costs ， as a basic concept ， are the cornerston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long with the ris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sociology ，this concept ，originally an economic term ，has its limitations in the research in these
two fields ．Now many people ar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 costs ．Institutional costs ，
being an objective social fact ，mean all the resources devoted to each sector of an institution ．In
an entire institution cycle ，certain cost should be paid in each period ，so institutional costs contain
making cost ，execution cost ，supervision cost and transition cost ，all of which are interlinked ．
Institutional costs are decided by several factors ，which means that it is affected not only b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but also by the competition among different interest
bodies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costs ；interest ；game ；informal institutions



一 、制度成本的研究缘起

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 ，对制度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进行研究 ，是社会学 、经济

学 、政治学等学科的主要课题之一 。然而系统地研究制度的起源 、变迁等问题却是在 ２０世纪由经

济学完成的 ，尤其是以科斯 、诺思为代表人物的新制度经济学 ，利用正统经济理论研究制度在经济

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取得了相当成就 。

交易成本作为一个基础概念 ，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基石 。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研究始自新制

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科斯 ，他在枟社会成本问题枠一文中对交易成本的含义进行了阐述 ，认为为

了进行市场交易 ，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 ，交易的愿望和方式 ，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

契约 ，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 。这些工作通常是要花费成本的 ，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

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１］２０
。诺思在论述制度变迁时主要运

用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的概念加以阐释 ，虽未直接提及制度成本的概念 ，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制

度成本 ，他不仅指出制度最初设立时的初始成本是巨大的 ，就像美国 １７８７年制定宪法时的情况一

样 ，而且认为正式规则的形成和实施的变迁通常需要动用大量的资源［２］１３１
。

然而 ，随着新制度政治学 、新制度社会学的兴起 ，源自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概念在这两个学科

的研究中显见其局限性 ，制度成本的概念被提出 ，并逐步对此开始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 当然 ，制

度成本是一个与交易成本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 。 孙国峰对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研究 ，指出从交易与制度的静态关系来看 ，交易成本是一个大于或等于制度成本的概

念 。在没有形成制度以前 ，交易也是存在的 ，但它是非连续和非稳定的 ，这时所存在的就只有纯

粹的交易成本 。即使是没有达成合作的交易 ，交易成本相对于每个交易主体仍是存在的 。 当形

成一种稳定的预期 ，也就是说当针对某种类型交易的制度产生时 ，交易成本就在这种制度范围

内转化为制度成本［３］
。

在制度起源 、制度变迁等受到广泛重视时 ，作为制度基本理论之一的制度成本也正引起人们越

来越多的关注 。与交易成本相比 ，对制度成本的研究只是散见于一些学者的文献中 ，并未形成系统

性的研究成果 。汪丁丁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对制度成本进行了阐述 ，由于制度是人类社会面对稀缺

的适应或回应 ，而在稀缺的世界里制度本身也是稀缺的 ，选择一种制度意味着必须放弃另一种可能

的制度 ，因此 ，对制度的任何选择都是有机会成本的［４］
。他认为制度的成本只不过是某个实现了的

博弈均衡对每一个参与博弈的主体的主观价值而言的机会成本 ，而这个机会成本是由他所放弃了

的那些经由他个人影响可能实现的博弈均衡的最高主观价值所决定的 。

李建德认为制度的本质是共同信息 ，因而制度成本就是社会在形成这种信息时所需要的费用 。

人类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相互合作进行生产活动 ，而任何一种生产 ，就其技术而言都是某种信息 。随

着生产规模的扩大 ，人类需要掌握的信息量日益增加 ，而制度的本质是人类合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共同信息［５］
。因此 ，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这一共同信息所必需的费用 ，以及在合作中由这一共同信

息不足造成的损失就是制度成本 。

张旭昆从制度演化角度出发 ，将制度成本分为创立过程中的成本和实施过程中的成本两类 。

制度创立过程中的成本包括失益成本 、失序成本 、适应成本和创立成本 。前三项都是与原有制度的

消失和改变有关的费用 ，第四项创立成本是指制度创新者为建立新制度所支出的直接费用和间接

费用 。实施过程中的成本可分为实施成本和维持成本 。前者包括实施现行制度给个人带来的收益

和成本 ，以及从社会角度来考察的实施收益和成本 ；后者指实施该制度所引致的各种费用 ，包括纯

粹维持成本和防止成本 ，如监督 、宣传 、奖惩的费用［６］１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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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主要从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制度成本问题 。布劳在枟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枠中

较早提出了制度成本问题 ，认为形成行为规范是需要投入资源的 。 “建立一个正式程序要求一种资

源投入 ，它保存社会行为和关系的模式并使它们固定化 。单单使一个已变成习惯的行动变明确就

需要努力并使该行动过程稳定化 。要建立人们将一贯遵守的规则涉及更大的成本并使行动模式进

一步具体化 。”
［７］３１５

杨光斌则从新制度政治学的角度对制度成本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计划经济时期与转型经济时

期的制度成本 ，认为权力制度化使进入市场的成本异常高昂 ，使得非生产性社会资源浪费异常惊

人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起大落”的制度根源 。中国的权力制度化所造成的制度成本 ，不

仅具有与其他国家权力制度化相同的代价 ，如进入的成本 、寻租的成本 、腐败的成本 ，还有其特殊体

制下的制度代价 ，如经济的大幅度波动和结构性经济资源配置问题［８］２６１
。权力制度化所造成的巨

大的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从根本上削弱了我们的制度竞争力和作为国家权力资源性基础的制度

绩效 。

总之 ，新制度经济学着重研究了交易成本 ，而并未对制度成本进行足够的研究 ，尽管诺思

在分析制度时指出 ，制度形成和变迁过程中需要投入相应的资源 ，但并未明确提及制度成本

的概念 。 近年来 ，国内学者从经济学 、社会学 、政治学等学科角度对制度成本进行了研究 ，取

得了一定成果 ，不仅试图区分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两个概念 ，而且还对制度成本的内涵和本

质进行了探讨 。 但很明显 ，这些研究缺乏系统性 ，对制度成本的概念多从某一角度加以界定 ，

很少在一般意义上阐释这一概念的内涵 ；虽然对制度成本的构成进行了论述 ，将制度成本分

为创立时的成本和实施中的成本 ，但并未将完整的制度周期考虑在内 ；不仅如此 ，作为一种资

源投入 ，制度成本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也并未得到说明 。 因此 ，要更好地解释人类社会的种

种制度现象 ，无论是纵向研究制度起源 、制度变迁 ，还是横向研究制度比较等等 ，制度成本都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 。 一个国家在技术 、劳动力素质等条件基本不变的情形下 ，制度

的变革为何能使制度收益远大于制度成本 ？ 同样一种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为何会有不同

的成本 ？在社会转型时期 ，制度成本具有哪些新的特点 ？ 这些现实问题是制度理论研究中必

须面对和思考的重要社会现象 。 本文拟运用新制度经济学 、社会学等理论 ，结合博弈论相关

观点 ，对制度成本进行理论探讨 ，试图解释制度成本的内涵及其构成 ，分析不同环境 、利益博

弈 、非正式制度等如何影响制度成本 ，进而从理论层面对制度成本作一初步厘定 。

二 、制度成本的内涵及其构成

人类社会形成后 ，逐渐生成了各种社会制度 ，正是这些制度构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

基础 。自老制度主义提出以来 ，人们对制度内涵的界定并不一致 。如凡勃伦认为 ，制度是“个人或

社会对有关的某种关系或某种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
［９］１３９

；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

人行动”
［１０］８７

；而新制度主义学者诺思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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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的一些制约”
［２］３

。然而 ，制度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规范 ，在发

挥作用的同时必然需要投入相应的资源 ，或者说需要支付一定的制度成本 。

制度成本是指以制度设计为起点 、以制度变迁为终点的整个制度周期中所产生的一切耗

费 ，是实现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博弈而产生的成本 。 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既包括经济成本 ，又包

括政治成本 、社会成本 、文化心理成本等方面 。这一定义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 ，任何制度

的形成 、执行 、变迁等都要消耗一定的社会资源 ，即需要相应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的投入 。 各种

社会制度产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取得相应的制度绩效 ，或者说制度收益应当大于制度成本 。 第

２１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４０卷



二 ，从根本上说 ，制度是利益主体之间的较量和博弈 。个人 、各种组织包括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

织 ，都是具有不同利益的主体 ，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 ，而制度正是利益主体之间的一种

博弈均衡 。第三 ，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有所不同 ，根源于社会的各种制度反过来又会

对社会产生种种作用和影响 。制度不仅仅需要经济资源的耗费 ，而且还要有政治资源 、社会资

源等方面的耗费 ，因而制度成本的表现形式包括经济成本 、政治成本 、社会成本和文化心理成

本等 。

与交易成本一样 ，制度成本也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事实 。在一个完整的制度周期中 ，从制度

的形成 、执行 、监督到制度的变革 ，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 ，由此制度成本包括制

度形成成本 、制度执行成本 、制度监督成本 、制度变迁成本 。

制度形成成本是指制度在其制定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耗费 。 在制度形成过程中需要花费一

定的信息成本 ，包括收集信息的成本和加工信息的成本 ，即一方面需要获取与制度相关的各种

信息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此阶段所需要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 ，而网络等通讯方式的发展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信息获取的成本 ；另一方面由于各种信息庞杂 ，必须要对它进行相应的加工 ，即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在信息量日益增加的现代社会 ，信息加工的成本必然不断增大 。 制度形成

其实也就是一个决策过程 ，主要包括集权式与民主式两种模式 。前者是根据少数专家甚至个别

领导权威的意见 ，在较短时间内制定出相关制度 ，这种制度形成模式所投入的人力 、物力较少 ，

时间效率较高 ；后者是在制度的产生过程中 ，进行广泛的民众咨询 、讨论甚至公开辩论 ，并严格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表决 ，在此模式下参与制度制定的人数较多 ，有利于制度制定的公开化 、民主

化 ，但极可能带来相对较高的成本 。

一定社会或共同体建立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制度 ，因此制度建立后的一个必然环节就是制

度的执行和运作［１１］７８
。制度在其执行过程中 ，除必要的资源投入外 ，必须保证制度不走样 ，如果制

定出来的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 ，那么肯定会增加额外的执行成本 。然而一个经常性的难题是 ，制度

在遭遇潜规则时如何能够有效执行 ？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的潜规则 ，在特定情形下 ，人们为遵守潜

规则可能放弃正式的制度安排 ，或者在两者之间徘徊 。究其根源 ，一方面是潜规则力量过于强大 ，

使得人们宁可违反制度也不愿违背潜规则 ；另一方面 ，制度的硬约束力量不足 ，即便不遵守制度约

定 ，仍可以逃避相应惩戒 ，在此情况下 ，制度的执行成本必然大大增加 。为此 ，制度的严格执行不仅

需要提高制度执行者的素质 ，使之对制度有较好的理解和领悟 ，而且有必要加强制度的硬约束力 。

在制度执行中 ，往往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损益关系 ，尤其是现代社会中 ，由于

利益主体的分散化和多元化 ，在不同地区 、不同部门和不同层次上林立着为数众多的利益主体 ，它

们之间的相互博弈必然影响制度的执行成本 。

制度要得到有效运行 ，就必须进行相应的监督 ，有效防止“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现象发

生 。监督不仅需要成本 ，而且监督成本还是决定管理有效性的核心因素 。 制度的监督成本主要

包括设立监管部门 ，以及实施监管过程中所需的硬件设施 、组织运作 、监管人才培训等相关费

用 。制度监督成本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即监督者的素质 、监督机制的完善程度和监督

对象的数量 。具体而言 ，监督者的素质越高 ，监督机制越完善 ，监督对象数量越少 ，监督成本则

越小 。

制度变迁的根本目的是增加社会收益 ，提高社会经济活力和社会成员生活水平 。在制度变迁

过程中 ，必然遇到来自旧制度中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每一项制度的立与废都要牵涉利益格局的重新

调整 ，因此利益受损的一方很可能有意阻挠对他们不利的改革 ；同时由于新制度不够成熟 ，旧制度

在很多地方依然发挥着作用 ，两种制度的并存将会导致旧制度对新制度造成阻碍 ，此两种阻力构成

了制度变迁的摩擦成本 。制度变迁形式包括渐进式变迁和激进式变迁 ，前者变迁过程相对稳定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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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 ，但所需时间较长 ，需要支付较高的时间成本 ；后者是在较短的时间内 ，采取果

断措施进行制度变迁 ，时间成本相对较小 ，但社会风险较高 ，甚至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 ，如处理不

善 ，则可能需要更高的制度变迁成本 。

制度形成成本 、制度执行成本 、制度监督成本以及制度变迁成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制度周期

中的制度成本 。很显然 ，各阶段的制度成本并非孤立的 ，彼此之间不仅相互联系 ，而且相互影响 ，其

中制度形成作为整个制度周期的逻辑起点 ，对其后的各阶段具有显著的影响 。颁布的制度如果思

想过于超前 ，可能会由于缺乏配套的制度而无法操作 ；如果设计比较保守 ，未来当其他制度颁布时 ，

又可能会影响它们的实施［１２］１８０
。制度形成从其本质上说是一个利益的博弈过程 ，不同的利益主体

在不断较量和重复博弈中走向均衡 。在制度形成过程中 ，集权模式固然可以减少制度形成成本 ，但

由于制度执行者 、承受者缺少参与机会 ，并且与制度制定者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 、协商 ，或者说利益

主体之间未能进行必要的利益博弈 ，从而容易增加制度执行的阻力 ，导致制度执行成本的增加 。与

之相反 ，民主模式下的制度形成过程 ，尽管因参与人数较多和花费时间长而增加成本 ，但制度执行

的阻力却要小得多 。制度的监督成本相对复杂 ，一项制度如果能够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 ，即使遇到

阻力仍因执行者恪尽职守而得以坚定执行 ，并发挥出应有的制度绩效 ，则监督过程相对简单 ；反之 ，

如果由于少数人的利益驱动或人情关系的羁绊 ，制度执行不畅 ，那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制度的监

督成本 。当然 ，制度监督成本的高低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包括人大监督 、司法监督 、行政监督 、公

众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方式能否形成合力 ，监督体制能否理顺等等 ，而制度的执行状况仅仅是影响

制度监督成本的其中一个方面 。

三 、制度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 ，制度是重要的 ，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疑义 。当今社会 ，国家 、民族之间不

仅是人才的竞争 ，而且也是制度的竞争 ，而以较小的制度成本争取较大的产出则是制度竞争的重要

方面 。有学者对影响制度成本的因素进行了研究 ，认为制度成本主要受有限理性 、机会主义行为 、

资产专用性等影响 ，但很显然 ，这种观点沿用的是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 ，并没有超越交易成本的研

究框架 。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之间显然是有区别的 ，前者研究的着眼点是整个制度周期 ，是在宏观

视野下对制度过程中耗费资源的考察 ，这与后者侧重于市场交易过程有着明显差异 ，因而不能用影

响交易成本的因素解释制度成本 。

制度成本的高低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一般而言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制度成本越

低 ，意味着制度消耗的各种资源越少 ，制度越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 。然而 ，并不能因此简单地说制

度成本越低越好 ，人类社会越发展 ，社会越复杂 ，则制度形成 、执行 、监督 、变革等过程中所支付的成

本就越高 。因此 ，从历时角度看 ，当下制度消耗的成本很可能会远高于以前 ，但并不意味着以前的

制度就一定比现行制度优越 。

不同环境下的制度成本是不同的 ，经济环境 、政治环境 、文化环境等方面都会影响到制度成本

的差异 。各个国家所承担的制度成本是不同的 。就已进入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 ，在由传

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经历了过渡时期的洗礼 ，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充分 ，社会

运行机制相对完善 ，社会成熟度也较高 ，其法律法规 、政策规章在经过较长时期的运作修改后显然

比较健全 ，因而制度成本相对较低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其制度成本就是另外一种情形 。一般而

言 ，发展中国家的法制观念和意识比较薄弱 ，法律规章不够健全 ，市场经济体制未建立或未得以充

分发展 ，社会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做法 ，如人情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法律 ，一些地区的风俗习惯甚至比

法规更重要等等 ，因而这些国家的制度成本相对较高 。总体来说 ，在市场经济发展充分 、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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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规范 、社会相对成熟的国家中 ，制度成本的耗费相对较小 。

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 ，同样存在制度成本的变化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的改革促使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经济体制经历了一次

重大的变迁 。改革开放后 ，在技术条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很

显然 ，这是一次成功的制度变迁 ，其制度收益远高于制度成本 。 然而 ，我国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

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 ，各种社会制度不够健全 ，且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 ，人治而非法

治的传统尚存 ，人情大于制度的情况时有发生 ，导致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制度运行的成本大为

增加 ，而林林总总的制度漏洞又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监督成本 ，从而使我们不得不承担较高的

制度成本 。另一方面 ，我国的渐进式改革虽然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 ，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发展 ，但这种改革模式需要支付另一种形式的制度成本 ，如价格双轨制所滋生的腐败 ，新旧体制

较长时间共存导致的社会摩擦等 。近年来 ，我国的经济每年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GDP总量
已位居世界第四 ，但老百姓勤劳而不富有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其中有多重原因 ，而较高的制度成

本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

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影响制度成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制度作为被制定出来的一系列

规则 ，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博弈 。每个个体 、组织在利益的驱动下存在着种种博弈行为 。利益博弈

现象是普遍的 ，不仅存在于制度制定者 、执行者 、承受者之间 ，而且发生于他们各自内部之间 。这种

利益的博弈分为恰当的和不恰当的 ，恰当的利益博弈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在合理范围内进行的博

弈 ，有利于减少制度成本 ，而不恰当的利益博弈则会增加制度成本 。

在利益博弈过程中 ，政府作为主要的制度制定者 ，应当保持相对超然的地位 ，以保证其超越性

与公正性 ，即应积极创造和疏通多种合法的表达渠道 ，了解并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 ，建立

利益博弈的合理规则 ，从而保障利益博弈能够健康有序地进行 ，以促进相对和谐的利益关系和利益

格局的形成 。然而制度制定者本身也是一个利益主体 ，同样存在着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面对社会利

益的冲突 ，决策者倾向于首先支持有利于维系自己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的要求 ，而不是考虑一种普

惠的制度安排［１３］５２
。尤其是不同的制度制定者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竞争甚至冲突 ，或者说由于层级

和职能的不同划分 ，形成了不同层级以及同一层级中不同职能部门的制度制定者 ，他们在博弈过程

中都有其自身的利益取向 。制度执行者是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关键 ：一方面执行者必须保证制度

的贯彻 、施行 ，这是其工作职责使然 ；但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利益主体之一 ，制度执行者具有利益最

大化的冲动 ，在与制度制定者 、承受者的博弈中 ，会通过各种方法谋取本部门的利益 ，因此 ，制度执

行者的执行权力必须受到相应的监督 ，不仅要防止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变形 、走样 ，而且要防止攫取

制度外的收益 。相比之下 ，制度承受者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可能因为制度而产生利益获得或利益

受损 。在民主意识缺失 、民主机制不健全的社会中 ，制度承受者常常由于缺乏足够的话语权而利益

受损 。当然 ，随着社会的进步 ，这一群体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 ，民主意识不断提升 ，必然会通过各种

手段和途径来影响制度的制定 ，或是减少制度执行过程中对自身利益的损害 ，在与制度制定者 、执

行者的利益博弈中争取应有的话语权 。

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制度成本的又一因素 。非正式制度安排是指人类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价值

观念 、伦理规范 、道德观念 、风俗习惯 、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总和 ，其中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 ，对社会发

展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作用 。从制度起源来看 ，先有风俗习惯 、伦理道德等 ，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正

式法律规章等各种社会制度 ，所以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尽管非正式制度不

具有国家强制性 ，不能像正式制度那样对社会行为进行强制性约束 ，但由于非正式制度作为社会运

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社会成员的规范作用经常以无形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社会经济 、

政治 、文化等各方面产生间接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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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度层面的影响 ，包括意识形态 、道德习俗在内的非正式制度 ，对政治生活 、经济生活 、社会生活

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制度的制定 、执行 、监督不可能脱离社会实际生活 ，必然要受

到道德伦理 、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而制度的社会成本 、文化心理成本受非正式制度的影

响尤为明显 。二是通过对人的作用间接影响制度成本 。在社会制度从形成到终结的制度周期中 ，

人无论作为制度的制定者 、执行者还是承受者 ，对制度的内容和形式 、结构和功能等都起着决定性

作用 ，制度成本的高低归根到底取决于人 。价值观念 、伦理规范 、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可以内化

为人的思想和行为 ，从而影响制度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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