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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垄断是一种经济范畴，是深入认识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关键环节。
垄断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础理论，是对经济关系变化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为认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
和历史趋势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为奠定经济学基本原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学说发展历史过程中，诸多经济学家对垄断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多方面的探讨，提出过
无数理论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别，出现过种种影响广泛的有关思潮，他们之间自始至终存在着
尖锐的意见分歧，进行过多次大辩论，这样的辩论有的还在继续进行。
　　在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垄断一向成为最有争议的一种理论。
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垄断的一些基本理论都持有不同的见解，是有其特定的原因的。
　　这是因为垄断这一社会经济范畴，具有其本身独特的本质特征，它对经济的发展既有负面的抑制
作用，又起着正面的促进作用。
垄断能够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率，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经
济全球化的发展，垄断势力进一步加强，对全球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看不到这一点或对它估计不足
，是不对的和有害的。
然而，垄断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具有由它的社会关系产生的那种自我破坏、自我限制和自我否定的
消极因素，这种属性是垄断的本身特征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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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经济学基本原理中，诸多经济学家对垄断理论提出过无数理论主张，形成了众多理论派别，出现过
种种影响广泛的学术思潮。
在这些垄断理论中，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
    依据垄断理论这一特点，作者在本书中的主要研究思路是，从矛盾中理顺理论脉络，从释疑中找出
创新源泉，从争论中总结出事物的本质特征，从冲突中寻求不断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对垄断的内涵
、性质、特征和作用等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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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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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我国经济学界关于垄断理论的争鸣　　三、垄断与竞争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争论　
　从我国经济学垄断理论发展过程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对垄断与竞争这一对矛盾体有着较为一
致的认识，即认为竞争在经济发展中是起着积极作用的，而垄断只会带来负面效应。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少数学者提出了质疑。
90年代下半期，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开展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大论战。
在论文方面代表性的论著有吕政、曹建海的《竞争总是有效率的吗》（《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戚聿东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垄断机制》（《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谢地、乔梁的《为垄断正
名与反垄断》（《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著作方面有高峰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戚聿东的《中国现代垄断经济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孙天法的《理性竞争：市场经济的制度缺陷与调整》（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等。
　　（一）垄断的负面效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垄断在经济中作用的论述，自始至
终都是用大量篇幅描述其负面效应。
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垄断的作用是这样表述的：“由于垄断加深了资本主
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加强，⋯⋯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紧张，更加
剧烈。
”“垄断组织⋯⋯变成了生产力的严重障碍，⋯⋯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都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
”垄断“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极端尖
锐化，并引起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其他一切矛盾急剧激化”“市场竞争（特别是世界市场的竞争）和
生产无政府状态日益加剧，商品大量堆积，造成了企业严重开工不足和工人大批失业，使大量人力、
物力不能投入生产而浪费掉。
同时，随着市场问题的尖锐化，商品的销售愈来愈困难，资产阶级为把商品推销出去，不得不把更多
的人力物力用到专门从事推销商品的活动上去，从而使广告费等纯粹流通费用过分膨胀起来，造成社
会劳动的浪费，当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时，许多工厂倒闭，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大量商品找不到
销路，甚至被成批销毁，社会劳动的浪费更是惊人”。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对垄断利弊的评价，仍然是以评述其弊端为主流，无论是《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和《微观经济学》教科书还是有关垄断的专门著作，均有大量篇幅论述垄断的消极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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