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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现代 经 济理抢丛 书 》总序

谭崇台

现代经济的发展
,

呼唤现代经济研究的

加强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需要现代经

济理论的指导
。

为此
,

我们组织编写 了这套
“ 现代经济理论丛书 ” 。

作为开篇
,

我们特审视

一下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

阐明编写本丛书

的 目的
、

原则与有关问题
。

经济学是一 门学 以致用的科学
,

被人 们

誉为“ 社会科学的皇后
” 。“ 经济

”

一词
,

源于希

腊文“ ,, ,

原意是家计管理
。

年

法 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 田写的《献给国王和

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 》一书
,

第一次使用
“

政

治经济学
”

名词
。

在整个重商主义时期
,

政治

经济学重点研究流通领域及国家对经济生活

的干预
。

到重农主义和古典经济学阶段
,

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便转向生产领域和包括流

通领域在内的社会再生产
,

从而接触财富增

长和经济发展问题
。

可以说
,

古典经济学 已经

同其政治
、

哲学思想逐渐分离
,

形成一门独立

的学科
,

其论述范围包含了经济理论和经济

政策的大部分领域
。

一 世纪末
,

政治经

济学逐渐被用作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

理论科学的名称
,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也都

沿用了这个名词
。

但是
,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

对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进行 了深刻的
、

根本性
· ·

伍海华

的变革
,

而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

将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各

个阶段
,

从局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扩

展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各种生产方式的研

究
。

与马克思
、

恩格斯扬弃古典经济学的观

点相左
,

经济学说史上也存在对古典经济学
’

实用地
、

片面地理解的有关理论
。

例如 萨伊

发展了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交换价值论
,

从

效用价值论出发
,

建立
“
三位一体

”
的分配论

,

提出了“ 供给 自行创造需求
”

的被称为
“

萨伊

定律
”

的命题
。

穆勒的理论体系是 世纪上

半叶各派理论的大综合
、

大调和
,

他的《政治

经济学原理 》一书是 世纪中叶以后的几十

年间西方最流行
、

最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
。

在

此期间
,

还有强调历史分析
、

制度分析和国别

分析的历史学派
、

制度学派的经济学
,

强调以

边际分析
、

效用分析与数理分析的边际效用

学派的经济学
,

后者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

大的影响
,

被誉为
“

边际革命
” 。

年
,

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杰文

斯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 》第 版序言中
,

明

确提出应当使用“ 经济学
”

来代替
“

政治经济

学
” ,

认为去掉
“

政治 ”二字更符合学科研究的

对象与主旨
。

受其影响
,

新古典主义的集大成

者马歇尔在 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 》一

书中
,

不仅从书名上改变了
“

政治经济学
”

一



学科名称
,

而且将供求论
、

要 素费用论
、

边际

效用论
、

边际生产力论等有机地揉合在一起
,

建立 了一个 以完全竟争为分析前提
、

以均衡

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
,

从

而完成了 自穆勒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学大综

合
、

大调和
,

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

论来源
。

一 年 的世界经济危机使经济

运行陷入萧条
,

失业间题 日趋严重
,

借助于市

场调节机制来 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理

论宣告无能为力
。

在此背景下
,

凯恩斯应时势

之托
,

以有效需求概念为分析基点
,

以刺激有

效需求的赤字财政为需求管理改革
,

展开 了

对经济运行的总量分析
,

提出了收入决定 问

题
,

视货币为经济统一体系中不可分离的因

素
,

从而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先河
,

构

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又一重要理论来源
。

凯恩斯的宏观
、

总量分析虽有重大的理

论意义
,

但它是一种“ 短期的
、

比较静态的分

析
” 。

从其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
,

强调采用鼓

励消费
、

刺激投资以扩大有效需求
,

这种从社

会总需求方面为经济运行的病灶开刀
,

确实

收效一时
。

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
,

经济运行

体系中的主要矛盾逐渐转化
,

经济失衡的原

因不只是来自需求
,

也来自供给
,

更有可能同

时来自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
。

倘若再单方

面的强调采取需求管理
,

不去刺激生产
、

增加

供给
,

就会加剧滞胀
。

于是
,

在 世纪 年

代后
,

凯恩斯理论的影响逐渐减弱
,

代之而起

的强调生产
、

供给和货币政策的新的经济思

潮
。

它们或是从动态的
、

长期的观点出发
,

探

讨经济运行持续
、

稳定进行的各项条件
,

探讨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及其作用机

理 或是从强调货 币供给量的变化是引起经

济活动水平和价格水平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因

素出发
,

认为
“

货币最重要
” ,

除货币政策以外

的任何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都是不必要的
,

甚

至是有害的
,

自动调节的市场机制能够使经

济运行在一个可以忍受的失业水平上稳定发

展 或是从古典的
“

萨伊定律
”

出发
,

强调生产

的增长决定 于 生产要素的供给及其有效配

置
,

认为通过实行减税
,

减少政府的社会开支

和对经济的法律干预
,

可以 充分发挥 市场调

节机制的功能
,

刺激储蓄和投资
,

促使社会生

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

促

进经济增长 或是从经济主体理性预期这一

论点出发
,

认为各个经济主体对未来事件的

预期是合乎理性的
,

总是准确无误
、

符合未来

实际发展情况的
,

在经济主体充分掌握经济

信息的条件下
,

政府预定的经济政策效果将

会被理性预期所形成的对策所冲抵
,

政府对

经济活动的干预政策将归于无效
,

如此等等
。

这样
,

在现代经济学 的历史上
,

掀起 了一场
“
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

” 。

与凯恩斯理论的宏观
、

总量分析 思路相

对应
,

现代企业理论也在 世纪 年代初

步确立
。

年
,

美国的张伯伦和英 国的琼
·

罗宾逊同时各 自发表了《垄断竞争理论 》和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
,

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完

全竟争为分析前提的理论格局
,

补充发展了

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
。

年
,

希克斯发

表 了《价值与资本 》一书
,

利用马歇 尔和帕 累

托关于效用的研究成果
,

从一种商品扩大到

两种商品
,

从马歇 尔的方法转到帕累托的方

法
,

得到 了无差异曲线图和边际替代率的概

念
,

大大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 内容
。

科斯于

年发表《企业的性质 》一文
,

通过 引入交

易费用的概念
,

第一次成功地视企业 为一资

源配置的组织形式而和交易费用有机地相联

系
,

去说 明企业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

出现的根本原因
。

此后
,

威廉森
、

阿尔奇安
、

德

姆塞茨等又程度不同地发展了科斯的企业理

论
。

进入 年代末期以来
,

一些经济学家又

将时间经济问题
、

人 力资本间题
、

人 口经济问

题
、

婚姻市场问题
、

法律与经济问题
、

爱与利

他主义的经济间题纳入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

之列
,

并将这些微观的
、

个量的问题与宏观
、

总量分析溶 合在一起
,

试图建立一种统一的
· ·



现代经济理论体系
。

其中
,

萨缪 尔逊的《经济

学 》一书 便将上述提到的这些问题纳入一个

统一的分析体系之中
。

被视为 自马歇尔以来

经济理论的第三次大综合
、

大调和与大折衷
。

从现代经济理论的历史发展中
,

我们可

以看到其内容之丰富
、

范围之宽广
、

研究方法

之多样
,

这可能是其它社会科学所无法 比拟

的
。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和发展
,

我 们对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越来越

迫切
。

我们编写本丛书的主要 目的如下

一 研究现代经济理论
。

自 世纪

年代现代经济理论初步确立以来
,

不仅在经

济理论的研究方法与思路选择等方面掀起了

一场革命
,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
,

财政
、

金融
、

投资
、

保险
、

贸易等各个领域的理论均程度不

同地得到 了发展
,

会计
、

统计与审计等领域新

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

新的研究方法不时被

提出
。

若将这些领域的问题进行专题式
、

集中

性的探讨
,

这不仅是对现代经济理论的有效

总结
,

而且也是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

二 探讨我国经济发展问题
。

我国是一

个发展中国家
,

谋求发展将是我们经济政策

的 目标
,

也是我国人 民的宿愿
。

现代经济发展

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很有借鉴意义
。

这一理

论分析研究贫困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

保持持续
、

稳定的经济增长
,

并如何实现全面

而合理的经济发展
。

它所研究的农村经济问

题
、

二元结构问题
、

人 口 流动问题
、

资本积累

问题
、

地 区经济问题
、

金融抑制问题
、

贸易与

发展问题
、

利用外资问题
、

债务问题以及国际

经济程序改造问题等
,

不仅是一切发展 中国

家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
,

而

且是我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作出很大努

力去解决而至今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
。

因此
,

深入地研究现代各种经济理论
、

特别是

其中的经济发展理论
,

取其精华
,

可以启发并
· ·

完善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思考
。

三 提高现代经济理论水平
。

党的十四

大 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目标是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由传统计划经济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

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它不仅是经济运行机

制的变更
,

也是经济政策的变更
。

在这一转变

过程中所出现的大量经济问题迫切需要我们

动用各种现代经济理论去加以解释
,

市场经

济的发展与完善更迫切要求人们具备科学
、

理性的现代思维方式和较高的现代经济理论

水平
。

因此
,

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为指导原则
,

揭示现代经济发展规律
,

提高现

代经济理论水平
,

以便在滚滚的市场经济大

潮中畅游
,

正是本丛书的根本所求和 长远 目

的
。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

财经教育也 日益

兴旺繁荣
。

国家教委 年正式审定了全国

财经类专业 的 门核心课程
,

即西方经济

学
、

财政学
、

货币银行学
、

会计学
、

统计学
、

国

际 贸易
、

国际金融
、

发展经济学
、

经济应用数

学等
,

并在此基础上布置了上述核心课程的

教材编写与出版工作
。

青岛大学为加强其财

经类专业的教育
,

根据其学科结构的现状与

发展要求
,

委托中国沿海经济开发研究所组

织 了本丛书的编写工作
。

在青岛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
,

我们聘请

了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担任丛书的顾问
。

他

们是 中国人 民大学的黄达教授
,

中国社会科

学院的董辅 丰乃教授
、

李京文研究员
,

北京大

学的胡代光教授
、

厉以宁教授
,

华中理工大学

的张培刚教授
,

西南财经大学的刘诗白教授
,

华东理工大学的宋承先教授
,

西北大学的何

炼成教授
,

并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马

洪同志为丛书作序
。

在这些专家的关心下
,

中

国沿海 经济开发研 究所邀请了中国人 民大



学
、

武汉大学
、

华中理工大学
、

中山大学
、

深圳

大学
、

暨南大学
、

青岛海洋大学
、

中国科技大

学
、

湖南财经学院
、

青岛建工学院
、

吉林大学

以及中国财政部
、

中国人 民银行总行研究生

部
、

中国船舶工业 总公司
、

中国人 民保险公

司
、

中国万信集团
、

青岛金通物业有限公司
、

青岛国际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
、

中国管理科

学研究院
、

青岛市统计局等单位的一大批经

济学博士
、

硕士联袂编写 了这套丛书
,

计有

《现 代经济学 》
、

《现代经济发展 》
、

《现代财

政 》
、

《现代货 币与银行 》
、

《现代国际 贸易 》
、

《现代国际金融 》
、

《现代国际投资 》
、

《现代证

券与其 》
、

《现代保险 》
、

《现代会计 》
、

《现代统

计 》
、

《现代审计 》等
。

本丛书是遵循以下原则编写而成的

一 理论普及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
。

本

丛书在分析现代经济各领域的基本原理
、

方

法及概念结构的基础上
,

既强调理论的普及

性及通俗性
,

又不停留在基本常识的介绍
、

基

本学术观点的评述上
,

而是 力求在结构设计
、

内容组织
、

方法探讨
、

问题分析上有所发展和

突破
。

因此
,

本丛书不仅可以用作我国财经类

本科相关专业的教材使用
,

而且可供广大经

济工作者学 习
、

研究经济理论时使用
。

二 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相结 合的原

则
。

本丛书虽然是一套经济理论著作
,

但其旨

意并非在于从理论到理论
。

相反地
,

本丛书视

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为两个 不可分割的方

面
,

认为理论研究是为 良好的政策分析服务
,

政策分析又强化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力度
。

因

此
,

在本丛书编写中
,

我们要么将理论研究与

政策分析 合二为一
,

要 么 另辟专题探讨相应

的政策问题
,

从而较好地完成了理论研究与

政策分析的结合
。

三 理论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

原则
。

在现代经济的研究中
,

一种是从价值判

断的准则出发
,

在研究某一经济问题时
,

常常

以
“

它应该怎么样
”

的思路来进行规范化的研

究 另一种是根据统计的方法
,

撇开人的主观

价值判断
,

而是以
“
它是什么样

”
的思路来进

行实证性的分析问题
。

此两种思路各有利弊
,

应该扬长避短
。

但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中
,

许

多人常将两者割裂开来
,

视规范分析与实证

分析为非此即彼的简单替代关系
,

从而往往

不能全面
、

深刻
、

正确的剖析现代经济问题
。

在本丛书的编写 中
,

我们力求将理论的规范

研究与统计实证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

以达

到正确地揭示现代经济运行规律的 目的
。

四 理论型式研究与中国国别研究相结

合的原则
。

在本丛书编写中
,

我们既注重研究

现代经济理论的一般规律性
,

力图使用型式

分析 的方法来揭示 现代经济运行 的一般规

律
,

同时又强调对我国的案例研究
,

力争将一

般的型式分析与我国作为一个案例的国别研

究有机地结 合起来
。

基于这种思考
,

我们要么

将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关问题纳入一般的型式

分析之 中统一地加以研究
,

要 么根据一般型

式分析的结构而将我国的有关经济问题开辟

专题加以集中性的探讨
。

除此之外
,

为了适应我国财经类本科专

业的教学需要
,

我们也特别注重理论分析的

系统性
、

完整性
、

规范性和标准性
,

以 达到教

材建设的基本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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