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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经济学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这门学科不仅在国防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在国家机关、地方院校、大型企业等机构中也有立足
之地。
例如，1997年初，国家计委成立了国民经济动员研究中心，以国防经济和经济动员为主要研究方向，
为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草拟计划、起草法规等方面提供咨询；北京理工大学成立了国民经济动
员培训中心，承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动员办公机构中骨干人员的培训任务；中国人民大学成
立了国防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心，招收国防经济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了国防经济
与技术研究中心，承担了国家机关赋予的课题和教学任务；清华大学已经在经济安全等相关课题的研
究和教学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作为国防经济学这门新兴边缘学科的基础理论，国防经济学说史是学习和研究国防经济学必须掌握的
基本知识，更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生必备的基础理论。
我们感到十分欣慰的是，在刚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在专家数度认真严格审
检的基础上，确定向全国推荐库桂生主编的《国防经济学说史》，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再版发行。
这将促进国防经济学在全国的普及，促进这门新兴边缘学科的发展。
毋庸置疑，学说史的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苦、复杂、细致的工作，而国防经济学这门新兴边缘学科的学
说史的研究，更具有文献资料少、研究成果不足的特点，因此，撰写、出版国防经济学说史方面的图
书，并将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建立起来，是十分困难的。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是国防大学从事国防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工作者近30年教学、研究的结晶，
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国防经济学界长期研究成果的集粹。
它包含了国防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各个发展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
为了更好地体现国防经济学发展的新动态，我们借这次再版的机会，对全书各章都进行了较大修改和
补充。
具体写作分工情况如下：绪论，第一、十、十一、十三、十六章和附录由库桂生执笔；第二、三、七
、十四章由于德惠执笔；第四、六章由钱大林执笔；第五、八、十二、十五章由张洪辰执笔；第九、
十七章由全林远执笔；第十九章由刘群执笔；第十八、二十一章由王文华执笔；第二十章由姜鲁鸣执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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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防经济学说史是研究国防经济学发展历程的理论，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作为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国防经济学说史》是1998年出版的《国防经济学说史》一书的
再版，并在第一版框架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修改和补充，加入了反映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时代
特点的内容，介绍和分析了国防经济学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理论研究成果。
《国防经济学说史》浓缩了近百年来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精华，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兼容各种流派，
观点系统，资料翔实、权威。
一书在手，可概览国防经济学全貌，掌握国防经济学基本观点。
《国防经济学说史》不仅可以作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生的必备教材，还可以作为军事院校师生和关心国
防经济问题的研究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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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战争资金的第二来源是减少个人消费，“如果人民能节饮食，少旅行，少赴戏院，少雇仆役，少用煤
炭以及类此的节省，则平时用以满足个人欲望的许多资源，自可移供国家战争之用”。
但实行起来并不简单，这里有货币和实物的差别，同等价值的不同物品的节省，并不一定能同样地满
足战时的需要。
例如炸药和花边，前者有助于战争，后者则全无用处。
因此，个人的节约应当是有选择的。
为此，庇古专用一章分析了这种选择问题。
他提出了两条选择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人们节约的选择，要“依据各种被节约的东西对于国家效用的大小”。
根据这一原则，“可依照各种被节约的东西的效力之大小，来定一张价值次序表”。
第二条原则是，人们节约的选择，“要视各种东西的节约对于节约者的牺牲程度如何而定”。
在这里，庇古运用了边际分析法。
他认为，在一切物品上，人们先用去的先令所得到的满足，远比后来用去的先令所得到的边际满足多
，因此相对来说，边际牺牲要小。
根据这一分析，他认为人们节约的选择，应分布在各种所欲购买物品的边际牺牲上，而不必把这种牺
牲集中于价值次序表上第一位的物品，即完全停止这项东西的购买，然后依次逐一节约，直至预定节
省的费用满额为止。
因为这种集中于少项物品的节约，比那种分散于多项物品的边际节约，虽然在量上可能相等，但前者
却“会使他们格外感到不快”。
如果将这两条原则相比，庇古认为，在兼顾第二条原则的同时，人们“应当多节约那些表上位次较高
的物品，少节约那些位次较低的物品”。
战争资金的第三来源是减少新的投资。
节省非战争工业的新投资，就可增大用于战争的资源，因为在工业化国家中，平时每年新的投资都为
数不少。
战争资金的第四来源是减少现有资本。
即将现有的资本移供战用。
现有资本移供战用的方式有多种：可“直接移用”的有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一部分(折旧费)；可“
间接移用”的包括资本中因实物形式不能直接移供战用的，可通过出卖而换取战争需要的用品；将手
中存有的中立国发行的证券脱售，以获得购买力，充实战争资金。
二、战费筹集的三种方法庇古认为，增税、举债、制造银行信用，是战费筹集的三种方法。
他虽然承认这三种方法对于筹集战费都是必要的，但最为推崇的是税收。
制造银行信用，容易产生通货膨胀的消极恶果，显然不可滥用。
至于课税与举债，庇古认为前者较为可取。
但在实际生活中，课税的“阻力”则较大，人们往往倾向于接受公债而不是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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