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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经济学说、 18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学说、19世纪初期的经济学说、19世
纪30至60年代的经济学说、19世纪后期的经济学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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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篇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学说第二篇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经济学说第三篇 18世纪下
半叶的经济学说第四篇 19世纪初期的经济学说第五篇 19世纪30至60年代的经济学说第六篇 19世纪后期
的经济学说第七篇 20世纪初期的经济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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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重农主义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
因为第一，它所重视的、要求发展的农业，是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的农业：资本家租地主经营土
地，土地的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第二，生产不仅创造使用价值，而且也创造它的价值；而生产的
动机是获得被称为“纯产品”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出生地是生产领域，不是流通领域；第三，产
业资本的代表——租地农场主阶级一指导全部经济运动。
可见，重农学派所考察的明明是资本主义生产，是资产阶级社会。
但是，这种考察又具有封建主义外貌。
封建经济制度的统治，表现为土地所有权的统治。
重农学派的体系正具有这一特点；这表现在：它把资本最先得以发展的工业部门看成非生产部门，是
农业的附庸；农业资本家不占有剩余价值，他们的利润和工资一样，是由土地所有者支付的，在这里
，土地所有者直接占有剩余价值，表现为真正的资本家。
可见，在重农学派的理论中，封建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来说明的。
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反过来说，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貌。
　　重农学派的封建外貌不仅体现在整个理论体系上，也表现在这一体系的哲学基础——“自然秩序
”观上：如上所述，重农学派所说的“自然秩序”实际上是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
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自然的从而是永恒的方式，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基本特征。
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也不乏“自然秩序”的观念。
重农学派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学者的特点在于：首先，他们认为“自然秩序”是“造物主”即上帝为
了人类的幸福而安排的秩序，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其次，他们把实现“自然秩序”的责任，寄托
在“开明君主”的身上。
正是在这里，表现出他们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但是，这只是一种外貌。
因为，他们要求“开明君主”按照“自然秩序”来改变当时的“人为秩序”，或者建立符合“自然秩
序”的“人为秩序”，实际上不过是要求用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封建制度。
　　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在其基本理论和政策要求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
例如，对于重农主义理论的核心——“纯产品”的解释上就是两重的：一方面，从社会关系中引出剩
余价值；另一方面，又从对土地的关系中引申出剩余价值，这又是按照封建主义精神来说明剩余价值
了。
又如，对土地所有者的政策主张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推崇土地所有者，认为“纯产品”理所当然地
应归地主所有；另一方面，又主张单一土地税，这在实质上又是对土地私有权的局部否定。
　　魁奈及其门徒并未意识到重农主义体系的矛盾。
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是要求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和资本主义生产；他们在
当时的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斗争中，实际上是站到资产阶级一边。
但是，他们却自以为代表封建贵族的利益，自己的理论主张只不过是对现存秩序加以改良，以便巩固
封建制度。
因此，这个披上封建外衣的重农主义甚至　　为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所信奉，同时又引起启蒙学派的
反感。
这是经济学说吏上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
马克思因此指出：“一种理论体系的标记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标记的地方，也在于它不　　仅欺骗买者
，而且也往往欺骗卖者。
魁奈本人和他的最亲近的门生，都相信他们的封建招牌。
”　　重农主义的特征，在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农业还占主导地位的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思想
家的著作中也曾有所表现，甚至亚当·斯密的思想也未完全摆脱重农观点和“自然秩序”的观念。
但是，用封建主义精神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在重农学派的理论中才取得完整而系统的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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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法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所决定的。
重农主义体系的矛盾导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初期的矛盾，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正从封建社会内部挣脱出来
，暂时还只能给这个封建本身以资产阶级的解释。
　　　　关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西尼尔基本上采用了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和由此决定的分配论，即
劳动、资本和土地是生产的三个手段，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是生产者的三个阶级，全部成果被分成
工资、利润和地租，工资指的是劳动者所得的部分，利润是资本家所得的部分，地租是地主所得的部
分。
　　但他为“事理所迫”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用“节欲”一词来取代资本。
西尼尔看到，在生产三要素中，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本身就是其他两个要素即劳动和土地或他所说
的“自然因素”的产物，它与劳动和土地不伺，不是生产方面原有的要素。
因此，如果说由于劳动和土地创造了财富从而创造了价值，因而其所有者有权分享相应的报酬，那么
，本身就是由劳动和土地所创造的资本，又有什么真正的权利去分享报酬呢?为了填补萨伊理论中的这
个“漏洞”，西尼尔提出，作为生产三要素之一的，不是资本，而是“节欲”。
在他看来，“节欲”虽然不创造财富，但它却有助于财富的积累；“节欲”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牺牲
，因而都应取得相应的报酬。
他指出，工资和利润是人类所创造，前者是牺牲安逸的报酬，后者是牺牲眼前享乐的报酬。
在这里，西尼尔把“节欲”放在同劳动并列的地位，作为独立的一种生产要素，并把其报酬作为生产
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不难看出，他对萨伊理论的发展，不过是用阿谀的词句及主观心理活动来代替经济学范畴。
　　　　克拉克指出，静态社会只是一种假想，实际的社会却是不断变动的。
他认为有五种变动不断地发生，其中无论哪一种变动都会干扰静态经济规律的作用。
这五种变动是：(1)人口不断地增加；(2)资本不断地增加；(3)生产方法不断地改善；(4)生产的组织形
式不断地改变；(5)消费者的欲望不断地增长。
克拉克把这些变动称为“扰乱因素”，还把阻碍自由竞争和资本、劳动自由转移的因素称为“摩擦因
素”。
在他看来，动态社会不同于静态社会之处就在于，存在着这些扰乱和摩擦的因素。
动态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存在着扰乱和摩擦因素的条件下，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所发生的变化。
在他看来，动态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社会变动、社会进步的理论。
　　就价值问题来说，克拉克指出，静态势力决定标准，动态势力引起变动。
具体地说，第一，静态势力决定价格围绕着它而升降的标准，动态势力决定价格实际的升降；第二，
静态势力所决定的自然价值的标准，会随着动态势力的变化，即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缓慢
的、不断的变化。
　　克拉克进而论述了动态经济学和静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前者是一种全面地解析实际社会的完整的理论。
但是，这并不否认对静态经济进行分析的必要。
动态经济理论必须以静态经济学的结论为基础。
他以测定由于动态势力的而引起的钟的悬摆左右摆动的距离为例，指出，要了解动态的规律，一般非
先了解静态的规律不可，正如力学一样，要懂得动的力，就必须先懂得静的力，从而确定钟的悬摆在
静态势力下所处的位置，　　克拉克以分析方法为依据的分类法，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
首先，任何社会生产，都既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人与人的关系。
在研究某种社会生产时，把作为共同点的人与自然的　　关系当作前提独立出来加以研究是可以的，
也是必要的。
克拉克的错误在于，他把交换和分配仅仅理解为商品交换和价值分配，并进而把商品生产从而资本主
义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仅仅归结为存在商品交换和价值分配，而看不到在任何社会形态下的生产本
身都还存在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这种人与人的关系，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是
在于劳动力作为商品而与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之间的结合的特殊形式，因而他最后仍然和萨伊一样
，把对一般生产的分析来代替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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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静态经济学所考察的均衡状态，虽然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条件的，但也确实是社会经济生活
运动发展的形式之一。
确立均衡状态的倾向，也就是确立社会生产各部分之间的比例的倾向。
静态分析实际上是一种从纷杂的现象中找出其本质联系的抽象法，而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其实也就
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理论上升到实际的方法。
克拉克的错误不是在于把静态经济和动态经济区分开来，而是在于，他把静态的均衡的状况当作正常
的和典型的、有时仅仅由于某些偶然因素的作用而遭到破坏的资本主义经济状况。
当作能保证最好地利用现有生产潜力和实现“最大效用”的理想的经济状况。
而在分析方法上的局限则在于，他的动态分析只涉及技术经济因素的数量变动，而不涉及生产方式的
质的变动。
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克拉克是不会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　　动问题的，而且他的理论恰好
是要论证社会主义者要求改变资　　本主义制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第二节　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财富的分配》一书的核心，是以一般经济规律来说明
静态条件下的团体和个人的收入分配。
克拉克认为，团体的收入水平，即各产业部门的收入水平以及各部门内不同企业的收入水　　平，取
决于它们的产品的价格或自然价值，而自然价值的基础则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关于个人的收入，克拉克认为，在静态条件下只有工资和利息，而利润则是动态分析的范畴。
在他看来，自然工资的基础是劳动边际效用规律，自然利息的基础是资本(生产资料和土地)边际效用
规律。
所以，克拉克的分配理论实际上就是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一、边际效用价值论　　克拉克赞同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认为决定团体收入水平的价格，取决于
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实际效用”，而实际效用随物品占有数量的增加而递减，对占有者的地位和幸
福有实际意义的只是增量的效用，所以最后增量的效用即边际效用是衡量价格或价值的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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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本书是以199O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为基础修订而成的。
《近代西方经济学史》是国家教委委托汤在新教授主编的教材，但它却具有专著的性质。
与一般教　　材不同，它不仅论述主流派，还注意到其先驱者和非主流派；对代表作，力求按原著进
行全面系统的述评；书中有大量注释，目的在于准确表述原意，部分具有考证性；评论大多具有作者
的独立见解等。
该书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出版社多次印刷，印数达万册。
但是，从教学时数看，该书分量、难度偏大。
因此，上海人民出版社约请原书主编汤在新(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主编颜鹏飞(武
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按教学需要加以改写，并另编一本包括名词解释、问题解答等内容的《近代
西方经济学学习指南》，可作为学习本书(含其他同类书)的辅助材料　　本书包含着作为其基础的《
近代西方经济学史》的其他作者的研究成果。
这些作者及其所撰写的部分，在写于1989年的该书的“编写说明”中有详细说明，现摘引于下，并对
这些作者和审稿者致谢：　　“参加本书编写的，是武汉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的部
分教师。
他们分别撰写的章节是：汤在新，第一至五篇的概论、第六至九章；颜鹏飞，第一章、第三至五章、
第十至十四章；刘小怡，第二章；傅殷才，第六篇的概论，第十五、十六章，第十八至二十一章，第
二十四、二十五章；冯金华，第十七章；郭熙保，第七篇的概论，第二十二、二十三章。
余佑卿承担了全书的誊清工作。
　　汤在新负责全书的设计和统稿，并按总体要求的需要，改写或重写了以下章节：第六、七两篇的
概论，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五章第一、二、四节，第十一章第一节，
第十四章第一节，第十五章第二节，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一、四、五、六节，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一、二、四节。
　　初稿写成后，时年89岁高龄的陈岱孙教授逐章进行了审阅。
参加审稿的还有李宗正、王治柱、谷远峰、陈孟熙等教授。
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提高本书质量给予了很大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毫无疑问，重新修定后的这本《近代西方经济学》应由现有作者负责。
　　本书的缺点、错误，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继续修改。
　　汤在新　颜鹏飞　　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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