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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叶行昆

伶商鞅变弦马刺太创新

战国时代是我国封建领主制经济瓦解和封建地主制经济确立的时期，是由诸侯割据称雄

过渡到中央集权统一的时期。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这是一 个关键的转型期。 所谓转型期，是

指一 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制度发生变迁的过程。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

程。其中制度创新扮演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角色，它所留下的便是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路径或轨

迹。 而制度创新指的是能够使制度创新者获得追加或额外利益的对现存制度的变革。 对制度

创新这一概念的完整、明白的表述，是由 L . 戴维斯与 D · 诺斯在 1971 年的 一 本题为《制度变

迁和美国经济增长》的书中提出的。 另外，W•拉坦也认为，制度创新的引人，不管它是通过扩

散过程，还是通过社会、经济、政治程序所进行的制度转化、它们均会进一 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

本。 所谓制度不外乎是由习惯和规则组成。 T • W舒尔茨在其《制度与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

（该文曾获得《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授予的杰出论文奖） 一文中将制度定义为一 种约束人们行

为的 一 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的政治及经济行为，它既包括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工会制

度等，亦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等，因而具有微观的和宏观的双重意义。舒尔茨在该文中还

提出，制度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 在国家体制转型过程中、“变法
”

即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便成为

时代的主旋律。 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如果说战国时代诸侯列国的变法改制惊心动魄、续彩纷

呈的话，那么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则显得格外耀眼夺目，动人心弦了，因为它把当时的各项变

法改制溶汇于一体。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坚定不移地对现存制度进行变革与创

新，从而促进了战国时代的历史进程，改变了国家制度、创新了新兴地主阶级国家体制中各项

政治、经济制度，反映了时代的潮流。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人类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 个制度的不断变迁、创新与

完善的历史；是一 个从制度的不均衡到均衡，乃至制度适宜的历史，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为经

济提供服务。 在制度变迁的初始化阶段，经济因素处于中心地位。 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只

要其收益大于零．且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中净收益最大，这项制度便是最佳

制度。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推行使用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在剧烈的兼并战争中那种以
“

法

古无过，循札无邪
“

(《商君书· 更法〉））为理论依据的国家制度遭到了不断破坏，人们逐渐脱离

原来人身依附的束缚，私人开垦荒地即归私人占有、田宅或以买卖、地主数量不断增加．社会的

经济结构出现新的局面、这就必然要求对原先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项制度进行变迁与创新，

以促进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取代贵族土地所有制，公元前 361 年，秦献公去世，秦孝公即位。

献公在位时，虽巳对内政进行了 一 些改革，但远不足以改变秦国的弱势，孝公即位时的秦国仍

是战国七雄中最为贫弱、落后的国家、东方各强大诸侯不以礼待之，不让秦国参加诸侯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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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盟。同时秦国内部的旧势力也仍然根深蒂固，对进一步改革形成严重阻力；新旧势力的斗争，

各贵族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倾轧，使秦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模型提

出： 一国统治者总是存在对手，即与之竞争的国家或本国内部的潜在统治者。在此，任何一个国

家的统治者并不能
“

高枕无忧
＂

，他们会时刻面临强有力的外在竞争力。如果一个国家在一定历

史条件下，与别的国家相比，在经济上处于劣势，或没有出现相对的经济增长，那么是由于该国

的制度没有为发展经济提供激励机制，即是由于存在相对的制度不适宜，或是制度没有创新。

由此可见，经济的落后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

秦孝公是一位有作为、有气魄的历史人物，他即位后便
“

下令国中求贤者
”

，招请天下
“

有能

出奇计强秦
＂

的人才。商鞅闻讯由魏人秦，先以
“

帝道
“

游说，孝公不感兴趣，又以
“

王道
“

陈见，亦

未打动孝公之心，再进论以
“

霸道
“

，孝公听得入神，不知
＂

膝之前于席见也
”

。 也许
“

帝道 ”

、
“

王

道
“

见效太慢，社会成本过高，目标周期太长，故为当时的一般国君所不取。 正如新制度经济学

家们所发现的：统治者的寿命周期是影响一国政治经济稳定及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
“

霸道
”

的近期收益较为显见，相对
“

帝道
”

、
“

王道
”

而言虽非最优的制度，却是适宜的制度，故较

易受到国君们的首肯。 商鞅正是以
“

霸道
”

为依托，开始了他对秦国的制度变迁与创新，掀起了

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变法。 此 一
＂

霸道
“

观，尤其值得我们的注意，笔者无意将商鞅变法作全

面的论述，只是对其有利于秦国制度创新的几个方面作番浅论。

商鞅变法的基本精神是摧毁秦国贵族领主这一利益集团的世袭制，建立便于地主阶级发

展的新制度，进而确立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商鞅说
“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又说
”

制度时，

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
”

(《商君书·壹言》）为了实现以
“

霸道
”

来改制的目标，他提出
“

三代不同

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

,
“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汤、武之王也，

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商君书·更法》汃还说
“

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商君书

·开塞》），以及
“

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史记·商君列传》），进

而宣称
“

圣人不法古，不修今。 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

而皆可以王。 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
”

(《商君书·开塞》汃
“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

(《商

君书·更法》）等，商鞅就是以这些言论作为他的理论依据来改革他认为不合时宜的旧制度，从

而进行制度创新。 商鞅的
“

霸道
“

战略目标就是对国家体制的改革，即创建兵农合一，高度专权

的封建地主制国家。 首先，他对原来按贵族血统世袭土地的分封制进行了改革，以郡县制替代

分封制，国君收夺了中、小领主（大夫）的部分政权与兵权，由朝廷直接委派县令、县尉、县丞等，

取代原来的由大夫们执掌县里的政事。他规定以军功的大小分赐土地，并依据军功为分封新贵

族的主要标准，
“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

。（《史记·商君列传》）从而扬弃了贵族领主们

原来拥有的世袭土地和爵位的特权。 这一举措对分封制本身来说，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此

一制度创新同时也给农奴的社会地位带来了变化，有效地开发了人力资源，这无疑会促进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社会总收益《史记·商君列传》提到
＂

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

。

这便是商鞅坚决实施
“

武爵武任、粟爵粟任
＂

的改制方针的体现。《商君书·慎法》里也有类似的

记载，
“

故我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

所乐。
”

此处的
”

所乐
”

，当然是说农奴这一当时的主要劳动生产力阶层的境遇得到一定程度的

改善。商鞅所创新的这 一制度在推行10年后，
“

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

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我以为此乃是对一 种制度创新后的制度适

宜所作的最好的文字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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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农业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经济要素。 对土地资源有效利用与否取决对土地制度的选

择适宜与否。 按照西周制度，就土地这个重要的生产资料而言，名义上是
“

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
＂

，而实际上却是大、中、小领主分级世袭制。在这种体制下，各级领主在各自领地内还世袭占

有一定数量的衣奴。商鞅运用政治权力废除了田地的封珊肝陌，彻底摧毁了旧领主贵族这一利

益集团占有土地的世袭垄断特权，使土地得以自由买卖，为新兴地主制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开辟

了广阔的道路，从而奠定了地主制经济在秦国的支配地位。 他的这 一改制，反映了当时历史发

展的需求，符合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广大的土地小私有者对农垦的切身愿望，因而大大有助千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土地自由买卖早在春秋时期巳盛行于中原诸国，但西周以来贵族领主的

土地占有制仍有力地残存着，商鞅把土地世袭制改为土地自由买卖制和以军功分赐田地，顺应

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从而使秦国
“

民以殷盛，国以富强
”

。 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土地、劳

动力和资本等一切经济要素，只有依靠制度的存在才能发挥各自正常的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

为，制度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具有内生性与稀缺性，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 一种能为个

人刺激提供有效的、适当的制度大大有益于经济增长。制度创新的成功与否对国家兴衰和沉浮

有着重要的作用。 商鞅对秦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多少可以佐证这 一 论点。

商鞅把
“

田里不带
”

的旧制改为
“

为田开旰陌封疆
＂

的新制，目的是为了打开地界，重新丈量

土地，按亩征税，均平赋税负担，进而达到
“

赋税平
＂

。 就当时的财政征赋制度而言，这一举措无

疑亦是一种创新．它对隐瞒田产逃避纳税的封君，贵族们利益的冲击，增加国家财政的收入，提

高综合国力是不言而喻的。 它当然也符合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所要求的社会总收益必须大于总

成本的原则。

在战国时期，中国处于农业社会，衣业便是当时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 而要从事农业生

产就必须要具备各种生产要素，除有足够的生产工具和土地等经济要素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从

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劳动力是物质资料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经济要素。当时的秦国虽拥有广大

的土地，但要发展农业生产却缺乏足够的劳动力 故商鞅认为秦国土地与人口的比例关系是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后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数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

又不尽为用，此人称不土也。
”

(《商君书. t来民〉〉）而同秦国接壤的三晋之地韩、赵、魏三国却是

地少人众，人民无地同耕。＂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商君

书. f来民》）因此，商鞅从秦国实际情况出发，为了解决
“

地胜其民
”

的矛盾以获得发展农业生产

所需要的劳动力，采取了使三晋之民的"f来民
“

政策 3 他为实现这 一政策，给予迁入秦国的农民

较优的待遇，
“

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
“

(《商君书. 1来民》）不仅赐予田地和住宅．并可免去三代

的摇役，不需他们当兵打仗，只要他们专心致志从事于衣业生产。 但是招祩三晋之民终究会有
一定的限度，不可能完全解决秦国开垦荒地对劳动力需要的矛盾。 于是，商鞅对秦国的家庭制

度进行了强制性变革。 当时的秦国家庭还保持着几代同居的习俗，商鞅从划小家庭规模入手，

规定
“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

,（《史记·商君列传》）这就迫使那些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儿子的人家．一到儿子成年的时候便要分立门户．独立受田耕作，用倍出赋税的办法，强迫将大

家庭分成小家庭，这就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以及个体劳动者为基础的小衣经

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加强劳动者各自在生产领域中的主动性，借以提高劳动力的作用。 此举对

扩大耕地面积以及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一 个家庭分立出一 个成年男子，便等于

多为国家耕种一百亩耕地、全国合计起来扩大耕地面积就颇为可观了。根据（（商君书·算地》的

计算．平均每个成年劳动力承担500亩的耕作任务．才足以应付一次战争的需要，但一 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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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要耕种500亩的农田显然力不从心。 而耕种100亩，可能较为符合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

分异之后的新立之家，仍是与老家一样为国家农奴之家庭，在未做出突出贡献之前，任何一个

农奴家庭均不可改善其在生产中的身份和地位。根据商鞅《垦草令》中规定的＂ 皆粟而税 ＂，便可

悟到国家可以大大增加所征收的租税了。而这种成年男子分立门户，便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家庭

制度的一大特色了。 此制于国于民均为有利，商鞅于此功不可没。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还提出，在制度创新过程中，设置制度环境极为重要。所谓制度环境，是

指 一 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

制度规定，因而决定并影响其他的制度安排。 在制度环境中，宪法和法律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一般把制度环境视为制度创新模型的外生变扯。 而国家的基本功能就是

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具

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因为凭借强制力，国家在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中可以较为有效地降低组

织成本和实施成本。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动制度变迁与创新的预期成本，那么

他将启动“暴力潜能”来消除制度方面的不均衡。(“ 暴力潜能 “这一范畴是由D•诺斯提出的。

它既包括国家可以拥有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工具，也包括还有权威、特权、垄断权等无形资

产。）在商鞅对秦国实施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还可值得 一 提的便是他设立的法制，即以法治国。

他认为设立法律是圣人治国的根本，是借以达到安邦强国的重要保证，“法令者，民之命也，为

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 ”“ 今当世之用事者，皆欲为上圣，举法之谓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

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船揖也。 ”“ 今夫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 苟非明法以守之也，与危亡为

邻。 故明主察法，境内之民无壁淫之心，游战之士迫于战阵，万民疾于耕战，有以知其然也。”

（《商君书·定分、弱民》）商鞅把法比之于载重负走远道的马牛和济大川的船揖，视为治国治民

的先决条件，认为必须要运用政治权力设立法律制度，才能使“游战之士迫于战阵，万民疾于耕

战 ”，从而达到“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 ＂的目的。 否则，如果舍法而治，则不仅无法治民和强

国，而且还会使民乱而国危。

商鞅为了使制定的各项法律制度，使吏民都能遵守和执行，以法治来达到治民治国的目

的，他还认为必须使全体吏民皆能知法。因此，他采取一 系列具体措施和办法，例如制定明白易

知的统 一法令条文，确定专门制定和执掌法令的法官等，以使吏民知法。《商君书·定分篇》中

规定“法令皆副置 ＂，统一
“ 受法令以禁令” ,“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

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 ”“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吏民，无不知法者。 ”他采取这

些使吏民皆能知法的措施，认为可以让
“

万民无陷于险危 ＂，而起到使”吏不敢非法遇民”和使

“民不敢犯法 ”这样两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使明知民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

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 公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 ”既然民众清楚地知

道法令的规定，那么官吏也就不敢违背法令的规定来任意欺压民众。 另一方面，“行法令，明白

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导之知，万民皆知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由于民众清楚

地知道了法令的规定，也就懂得避免违犯法令以防受到惩处，那么大家也就遵守法令，而“民又

不敢犯法”了。所以，商鞅认为由千吏民对法皆明白易之，则就会
”皆作而为善，皆务作自治而奉

公 ＂，从而可使令必行，达到实现天下治理的目的。

商鞅提出的上述这些法治理论和主张，完全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是为实现

地主阶级的统治需要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而服务的，完全有它特定的阶级内容及其阶级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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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但是，他的法治理论和实行的法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保证秦国的社会、政治、

经济等变革取得了宏伟的成效，它的作用及其意义却不能予以低估而应加以肯定。

以上所论述的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虽发生于秦国，但它们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以后的生存、

发展中所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制度的深远影响不可低估。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

一种挑战 应战模型：人类所以可能创造文明并非由于它所拥有的生物天赋和地理环境，而

是由于人类对于某种特别困难的挑战进行了应战。挑战即人类所处的逆境，它既可以是自然环

境方面的，又可以是外部敌人的打击和不幸的刺激。 成功的应战的结局便是文明的诞生及生

长，而停滞的文明则由于它所面临的挑战和为应战所付出的努力相抵销了，以至再没有余力使

该文明得以发展了。至于文明的衰落，其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该社会应战的能力或创造力昼丧失

殆尽。虽然汤因比认为历史的研究单位不是民族国而是文明或社会，但我以为在此挑战一一应

战模型中，以民族国家替代文明或社会亦未尝不可，因为它符合历史发展的轨迹。 战国时期的

秦国面对着各种挑战，经由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成功地进行了应战，最终由弱变强，使贵族领

主制度的秦国变成了地主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国家；文化、经济落后的秦国从而变为宫强

的国家，并成了当时七个诸侯国中的第 一强国。 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评论说：“秦孝公据有§

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登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

心。 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

河之外
”

,“秦人富强，天子致胖于孝公．诸侯毕贺
＂

。商鞅的变法改制，不仅为当时秦国的富强作

出贡献．“秦行商君法而富强
”

并为后来秦始皇统－六国，建立统一 的封建地主皇朝 —— 秦朝，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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