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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派经济学(第5辑)》收录了经济学领域的专访，论文，争论文章，人物，书评等内容，包括：关于
经济学方法的若干思考——海派经济学家冯金华访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可行性与中国道路等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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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我以为，概括起来讲是八个字：继承、吸收、发展、运用。
    首先是“继承”。
这主要是讲继承马克思的方法。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学要有自己的新方法，那我想，这个新方法应当以马克思的方法作为基础和主干
。
我相信，马克思的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它不仅有助于揭示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而且也将有助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规
律。
我们应当坚持用马克思的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解释经济行为、设计经济政策、评论经济思潮。
    在继承方面，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具体方法进行“梳理”。
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专门论述这些具体方法的著作。
除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里有比较集中(但仍属高度概括)的
论述外，马克思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论述散见于很多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他的经济学鸿篇巨著《资本
论》(包括被称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经济学手稿》之中。
因此，对马克思的具体方法，需要去发掘、整理和提炼。
应该说，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许多所谓的“研究”仅仅只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的一些说法。
比起所投入的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果是少之又少。
    其次是“吸收”。
这是指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借鉴其他经济学(如现代西方经济学)甚至其他社会科
学和自然科学(如哲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中行之有效的科学成分，并应用马克思的方法对它
们进行整理、分析和改造。
换句话说，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排斥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比如，不应当简单地排斥现代西方经济学。
我们的原则应当是科学地“兼收并蓄”。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他们总是时刻密切关注着现实经济的变化，并不断地以此来检验和改进自己的理论；他们对人类在科
学上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并随时准备在自己的理论中吸收这些文明的成果。
    当然，我们说“兼收并蓄”，并不是把马克思经济学方法和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简单地汇总起来，
而是要有机结合或综合，即程恩富教授所说的“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
具体来说就是：首先找出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中的科学成分，然后确定这些科学成分在马克思经济学
方法中的适当位置，最后把两者结合起来。
这里，“成分”和“位置”都是十分重要的。
成分不对或者位置不对，都无法很好地完成综合的任务。
    讲到兼收并蓄，我倒想提一下“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态度。
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各种原因，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方
法一直存在着“偏见”。
开始时是存心“敌视”，后来又是盲目“轻视”。
这种“歧视”直到今天仍然非常严重。
说老实话，如果他们能够认认真真地学一学马克思的方法，恐怕对他们会大有好处——尽管马克思经
济学的理论结论与西方经济学有天壤之别，但撇开这一点不论，仅就某些具体的方法而言，马克思有
很多可供他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当然，反过来说，这一点对我们也是适用的——我们也应当尽可能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对我
们有用的东西。
    崔：第三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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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对。
只是简单地继承马克思方法和借鉴其他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除了继承和借鉴乏外，更重要的是“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
”方法也是如此。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的“未来”，之所在。
现实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来寻求答
案；同时，随着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科学)进步为标志的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也使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方法有了可能。
    最后是“运用”。
我们现在研究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责任重大，意义
重大，难度也很大。
应当承认，无论是与蓬勃发展、一日千里的中国实际经济相比?还是与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理
论相比，我们的研究都还显得比较滞后和稚嫩。
这不仅表现在理论本身的创新和系统化不够上，也表现在所使用的方法的陈旧和老化上。
尽快地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并以此带动理论上的突破，从而更好地解决买际经济问题，是我
们讨论方法的根本目的所在。
    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要以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为主干，同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中
的科学成分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
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以此来研究和解决现实经济中那些带有普遍意义
的重大问题，特别是研究和解决那些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的重大问题。
    六、反贫困理论与发展战略    1．贫困的成因理论    对贫困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贫穷是指生活必需
品的缺乏；贫穷是指相对较少(收入)的一种状态；贫穷是指收入较少而无力供养自身及家庭的一种低
落的生活程度；贫困是指经济收入低于当时、当地生活必需品购买力的一种失调状况。
贫困是因无适当收入或不善使用(开支)，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以及改善健康条件和精神面貌去做有用工
作的一种社会状况；所谓贫困问题，是说有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
贫困意味着在食物、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支要少于平均水平；等等。
    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
众多的贫困原因理论，其观点主要有：马尔萨斯(T．R．Malthus)的土地报酬递减论、马克思(K
．Marks)等人的贫困结构论、甘斯(H．J．Gans)的贫困功能论、纳克斯(R.Nurkse)贫困的恶性循环论、
刘易斯(O．Lewis)的贫困文化论、舒尔茨(T．W．Schultz)的人力资本短缺论、瓦伦丁(C. Verlinden)的
贫困处境论、约瑟夫(K．Joseph)的掠夺循环论、费里德曼(M．Freedman)的个体主义贫困观论、沃伦
斯坦(I. Wallerstein)的核心一边缘的世界体系理论、布劳(P．Blau)的不平等和异化论、撒列尼(I.
Szelenyi)和维克多．倪(V．Nee)的不平等的制度论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剥夺论，等等。
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反贫困》一书中，把人类贫困的原因概括为：(1)缺乏收入
和财产来获得必要的衣、食、住条件和基本的教育、医疗服务；(2)在国家和社会上缺乏权力和发出自
己声音的机会；(3)在遭遇意外情况时时无力应付。
    2．反贫困的战略    (1)经济增长的涓滴战略。
该战略认为经济的增长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穷人从经泸增长中受益，从而减缓贫困。
该战略虽然通过把蛋糕做大能够使穷人多分享一点经济发展的成果，但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中
的相对贫困问题。
因此，世界银行1990年在总结发展中国家实行涓滴式经济发展战略的教训后，提出了一条改进的涓滴
式经济发展战略。
其核心思想是发展中国家应选择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并通过改善穷人进入就业市场
条件和加强对穷的技术培训等方式，帮助穷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2)目标瞄准型反贫困战略。
由于涓滴战略很难保障经济增长的成果能自动流向穷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上和一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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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府提出直接瞄准穷人或贫困地区的新的反贫困思路。
  目标瞄准型减缓型反贫困战略的主要内容是：直接向穷人或贫困地区提供脱贫所需的资源和服务，
增加穷人的创收能力，并辅以必要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安排。
这种战略的优点是能够在制度上保障减缓贫困的努力对穷人和贫困地区有利，但问题主要是如何确保
提供给穷人的资源不会流失，如何降低监测和管理成本。
    (3)向穷人开辟财产获得途径战略。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和政治家认为，穷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穷人缺少获得对财产(主要有：经
济财产，包括土地、住房和资金；社会和政治财产，主要是指以取得他人信任和互助为主要内容的社
会资本以及穷人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环境和基础设施财产，包括自然环境和资源方面的环境财产，
道路、市场等物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供水)拥有的有效方法。
在这个基础理论上发展起来的新的反贫困战略是：将改善穷人获得财产途径作为政策的支点，其主要
政策有：将穷人作为反贫困的主体(授权给穷人)，政府在法律、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为改善穷人获得
各种财产的途径提供有力的支持。
    (4)增加穷人受益机会战略。
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年——反贫困》中提出了增加穷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机会、授
权穷人和保证穷人安全的反贫困战略方案。
具体的措施包括：第一，确定有利于穷人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战略；第二，改善穷人获得财产的途径
，以使他们能够更多地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第三，消除穷人参与发展的各种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壁
垒，保证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第四，通过改善获得财产的途径和更合理的制度安排
来增强穷人应付各种风险的能力。
    (一)信息缺陷与人的有限理性    我们知道，一般经济学研究有两大基本假定，即充分信息假定和完全
理性经济人的假定。
如果这两个假定成立，那么市场活动中的每个主体将充分了解与其经济决策相关的一切信息，并旦能
够三确地判断当前和今后一切与它相关的经济变量的变化并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最优决策。
在这样的条件下，整个经济运行将不存在不确定性，印没有风险，经济将处于静态均衡。
当风险消失也即价格波动消失以后，以牟取价差为目的的虚拟经济也将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现实经验告诉我们，这两个假定是不成立的。
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阐述的不完全信息理论也在理论上修正了这一假定，使我们有
可能对此有一个更为清晰的阐述以说明虚拟经济创造增长的人的主观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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