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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外国人“似乎”看不懂中国经济。
美国人说中国正在走“重商主义道路”；日本人说“中国相信自由竞争神话”；德国人说“中国实行
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美国总想遏制中国，因为西方重商主义历史，是一个西方列强的争霸史，美国担心中国挑战他
的霸权；日本人希望中国学习日本体制，把国家政府与私人大财团融合为一体，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
“股份公司”；德国人想让中国靠近德国的体制，把社会政策与市场制度结合起来。
20世纪90年代，西方说“中国经济会崩溃”；进入2l世纪头10年，又说中国经济威胁世界。
不论我们怎么解释，人家就是不相信。
不相信中国仍然是坚持社会主义（不过处在“初级阶段”），不相信中国经济无论怎么发展都不会威
胁世界，而会与世界一道前进。
外国人为什么看不懂中国经济呢？
是因为外国人戴着有色眼镜？
不是。
主要是因为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喜欢用“一种学说”来解读中国的经济，喜欢给中国近30年的发
展“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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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何正斌著作的，讲述了近代300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作者将自己丰富的才学融入到文
章的每一个细节，使文章变得生动有趣，身临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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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正斌   湖南益阳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4年11月生，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
长期服务于教学科研第一线，勤奋努力，治学严谨。
讲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经济学硕士专题”等课程。
发表有300余万字的个人专著，其代表作有《经济学300年》、《经济学通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理论与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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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贸易出超，生财之道早期重商主义理论家和政策制定人，还只是刚刚从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山庄里
走出来的“刘姥姥”，他们看到，只要坚持“少买多卖”原则，那些闪闪发光的金子、银子就会不断
增多，国家就会变得富有。
他们的眼光直接盯在钱上。
但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在如何得到更多的金银财富上眼界大开，“货币差额论”逐渐地为“贸易差额
论”所替代，出现了以“贸易差额论”或“贸易出超论”为特征的所谓晚期重商主义。
在英国，有一个大商业资本家，担任当时最大的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同时又是政府贸易委员
会的委员，名叫托马斯·孟（1571～1641）。
东印度公司专门与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做生意，要成箱成箱地输出金银到东方购买茶叶、瓷器、香
料等，很不符合早期重商主义的原则和思想，因此遭到了国内一些人的严重抨击，把英国出现的经济
萧条归因为外贸商人的金银输出。
这位大亨、政府官员却大不以为然，予以坚决反驳。
他埋头撰写著作，在不惑之年，即1621年，发表了他的《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一书，后来又
重新改写，在死后40多年，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书名出版。
这是一部阐述重商主义原则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说，这部书“在一百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
音书”。
按照托马斯·孟的观点，对外贸易才是国家致富的手段，国内商业只能看做对外贸易的辅助措施。
但是，也不是任何情况下的对外贸易皆可使国家致富，“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
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
就是说，只有在对外贸易时保持出超，国家就能达到致富目的。
比如，假定一个国家每年可有价值220万镑的剩余产品输往国外，而从海外买回200万镑的外国货物，
于是就有20万的贸易盈余，若国家遵循这种惯例去从事对外贸易，就可以稳稳地保证每年增加20万镑
财富，而且大部分会以现金形式带回。
但是，怎样保证对外贸易顺差呢？
孟的主张，是增加本国商品的输出，和减少本国对外国商品的消费。
财富有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之分。
农产品等是自然财富，工业品和外贸盈余是人为财富。
为保证贸易顺差，要厉行节约，减少外国商品的消费，在食品和服饰方面根本就不要消费外国商品，
多使用本国商品，并尽可能节省国内自然财富的消费，以增加向外国的出口。
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实行“进口替代”，如增加可以自己供应那些原本向别人购买的纺织原材料、烟
叶和其他货物。
出口品要能够畅销，在竞争中战胜对手，需要降低商品价格和提高商品质量。
孟看到了英国的长处，即航运业和转口贸易发达。
出口的货物若用自己的船只运输，不仅会得到货物在本国的售价，还可加上商人的利润、保险费、运
费，国家的收入就会增多。
英国应大力发展转口贸易货栈。
由于英国已成为交通、商业中心，货物可先运到英国，然后转运到需要的地方去（可见，现代英国成
为世界金融和保险业的中心并非偶然，因为早在300多年前，他们的先人就提出了发展最需要保险的航
运和最需要融资的转口贸易，为他们后来的金融保险业的率先发展打下了基础）。
生产多才能输出多。
而生产要多，生产者人数就要多。
据作者的观察，“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盛和国家富庶的地方（当时英国的人口
的确不多，根据1659年的人口普查，英伦三岛中的爱尔兰才500091人）。
”随着英国海外贸易的急剧扩张，发展工业的劳动力明显不足，增加人口不失为治本之法。
孟的结论是，国家财富与金银输出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是贸易盈余，输出货币借以换回更多商品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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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是增加财富的最好手段，禁止金银输出的法律束缚了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因而也就抑制了英国
财富的增加，这样的法令必须废除。
托马斯·孟，这位兼有大商业资本家和政府官员双重属性的精明大亨，贪婪而又野心勃勃，他在世界
市场上，在东西方贸易战场上任意驰骋，春风得意。
在他看来，英国的舞台不在国内，而在世界，不能像守财奴那样积攒财富，而是要主宰世界，在世界
舞台上“多卖”，让世界充满英国商品。
积攒货币固然可使金银增加，但把金银不断地投入到经营商品的海外贸易流中去，能使金银财富更快
增加。
他完全有理由看不起那些初出茅庐的早期重商主义者。
与英国不同，法国晚期的重商主义并不纠缠理论上的论争，而是由政治家直接去操作。
这个政治家名叫柯尔培尔（1619～1683）。
柯尔培尔虽出身于一个呢绒商家庭，但走的却是政治道路。
曾经是路易十四幼年时代的执政马扎里尼的助手之一，后来当了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把法国的财政
经济大权集于一身。
当政期间，他坚决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重商主义政策，后人称之为“柯尔培尔主义”。
他的思想很有雷厉风行的行政风格。
他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国家财富的多少，决定着军事实力的强弱。
在西欧流通的货币总量是一个定量，法国为了致富，就必须从其他国家获取货币，其办法就是发展对
外贸易，而国内贸易只是对外贸易的辅助手段。
国外贸易必须有盈余，卖出去的要多于买进来的。
他坚信，发展对外贸易，法国就会致富，国王也会得到满足。
所以，这位财政大臣采取坚决性措施扶持出口工业。
他聘请外国工匠，给工场手工业者发放优惠贷款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如豁免兵役，可自由选择信仰
等。
他建立了许多“皇家手工业工场”（就是国家所有的工场），在他当政的20年间，从68个增加到113个
。
他用行政手段组织千百万农民修筑贯通整个法国、直通出海港口、绵延千里的大运河，建设港口码头
、公路等大量公共工程。
同时，采取关税保护，以高关税来限制外国商品的输入，另一方面，对工业原料则鼓励进口。
他的所有这些措施为的只是一个目的：保证出口，限制入口，保护本国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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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只要使道路上往来自由和捐税公平，那么，在24小时内人民就可以富起来。
　　——布阿吉尔贝尔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以便
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
　　——保罗·A·萨缪尔逊我们获得饮食，绝不依靠肉店、酒店和面包铺老板的思想，而是由于他
们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们并不要求他们发慈悲，而是向他们的利己主义去申诉。
　　——亚当·斯密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富有，看他在吃、喝、穿、戴方面，或在实际得到的享受如何
而定。
有的人尽管有着庞大的财力，但如果他对这些财力不加利用的话，则他的富有只能说是潜在的或假想
的。
　　——威廉·配第发明的动机和原因与投资相类似，预期获利的功能。
　　——保罗·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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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300年(精华版)》：他们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光明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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