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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琼
·

罗宾逊及其主要著作介评

范家骤

琼
·

罗宾逊教授或称罗宾逊夫人是当代

唯一僳出的西方女经济学家
,

也是我国经济

学界 比较熟悉经常论及的一位西 方 经 济 学

者
。

她于 年出生在英国的萨里
,

年

逝 世于剑桥
,

享年 岁
。

一 年间我

作为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的访问学者生活在

剑桥时
,

琼
·

罗宾逊的丈夫奥斯汀
·

罗宾逊

爵士仍健在
,

时年
,

每周照常出席经济系

的例会
。

我专程访 问过他
,

表达我对这对夫

妇经济学家的敬意
。

琼
·

罗宾逊也是解放后

最早并多次怀着好感来华访 问的西方经济学

家
。

早在 年
,

我 国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

务
,

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际
,

她就随英

国贸易代表团来华访问
,

并在北京大学经济

系作学术演讲
。

自 年开始至 年为止
,

她先后六次访问中国
,

回忆起来该六次访问

中
,

她来北大经济系作了三次演讲
,

我和当

时经济系的师生们都出席了她 的 历 次 演讲

会
。

琼
·

罗宾逊教授逝
一

世以后
,

她的学术继

承人
,

也是她的学生
,

剑桥大学 的哈尔科特

教授准备为她撰写正式的传记
,

但一直没有

出版
。

曾执教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

圣迭戈

州立大学等校经济系的
·

特纳教授
,

从一

个美国女性学者的立场出版了名为《琼
·

罗

宾逊和美国人 》的一本著作
,

描述了琼
·

罗

宾逊一生的学术生涯
。

这可以说是有关她的

第一本传记
。

该书由人 民大学吴易风教授由

美国返国时带回
,

交由胡希宁
、

范重庆等同

志译成中文
。

中译本近期由江西人 民出版社

出版时
,

为了突出琼
·

罗宾逊学术生涯中最

重要的一次论战
,

改名为《琼
·

罗宾逊与两

个剑桥之争 》
。

《琼
·

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 》一书的

特点

特纳认为
,

作为一个美国人
,

她总觉得

她的同胞中没有多少人真正 了解琼
·

罗宾逊

的贡献
。

因此她写作的重点完全放在琼
·

罗

宾逊 多年来对经济学的研究生涯上
。

但在

实际写作过程中
,

她对琼
·

罗宾逊的学术贡

献
,

不在于详述其理论贡献的细微末节
,

而

在概括介绍理论的同时
,

通过叙述琼
·

罗宾

逊撰写和发表论文或著作时
,

与英美两 国经

济学者之间有关的交往
、

信件往来和学术论

战中
,

烘托出琼
·

罗宾逊勇于打 破 学 术 传

统
,

勇于向权威挑战
,

在论战中建立 自己理

论体系的治学精神
。

为了实现其写作目的
,

自 年开始
,

特纳风座仆仆于英美两国之

间
,

埋头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
、

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的图书馆和档案馆

之中
,

查 阅资料
,

研究琼
·

罗宾逊书信手迹

的复印件
,

并且走访了与琼
·

罗宾逊生前有



过学术往来的知名学者
,

如英国的卡恩
、

卡

尔多
、

罗宾逊
、

哈恩
、

哈尔考特和美国的加尔

布雷斯
、

萨缪尔森
、

索洛
、

斯威 齐 等 数 十

人
。

全书共分十七章
,

大致上按时间先后次

序排列
。

首先叙述琼
·

罗宾逊的家世
、

学 习

生活
,

特别是在剑桥大学作为庇 古 的 学 生

时
,

邂逅奥斯汀
·

罗宾逊
,

继而终成眷属
,

并双双在剑桥任教
。

其次
,

特纳用两章的篇

幅叙述琼
·

罗宾逊的第一部成名之作《不完

全竞争经济学 》以及 由此产生的论战
。

接着

特纳以七章的篇幅详述以琼
·

罗宾逊为代表

的一方与萨缪尔逊
、

索洛为代表的另一方就

冒牌凯恩斯主义
、

资本的含义和转换 问题的

论战
。

纳特从凯恩斯主义在两个剑桥 即英

国剑桥大学所在地的剑桥与美国哈佛大学与

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剑桥
,

现译 为 坎 希 里

奇 的演变开始叙述
,

为这次论战提供了合

理的历史背景
。

这场论战结束以后
,

美国的

一批所谓后凯恩斯主义者逐渐与琼
·

罗宾逊

的认识接近
,

她与他们建立了联系
,

特纳以

专章描叙了他们的思想交流
。

在其间特纳还

有专章分别论述琼
·

罗宾逊与她的伟大朋友

加尔布雷斯教授的交往
,

与美国非均衡论者

克洛尔等人的交往以及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联

系
。

特纳的叙述娓娓动听
,

引人入胜
,

使读

者不忍释卷
,

毫无枯燥之感
。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 琼
·

罗宾逊对

传统经济学的挑战

分析垄断问题时
,

她提 出的分析工具
,

已成

为砚代微观经执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纳特在书中指出
,

年的一夭卡恩与

罗宾逊夫妇共迸午餐
,

奥斯汀
·

罗宾逊提出

他的学生吉福德的一篇名为《我们所说的边

际收益曲线 》的文章进行讨论
,

从而 引起琼

的注意和兴趣
,

导致《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

的写作并于 年出版
。

特纳除了概要地说明该书的内容外
,

还

指出它是如何被普遍接受的 在当时的大萧

条时期 出现这样一个理论是非常及时的
。

因

为它批判了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以边际产品

形式取得的报酬是公平的说法
,

以及 由此产

生不必担心就业水平的 自由放任态度
。

琼的

理论很快地被接受
,

当时在美国的学校里
,

《不完全竞争 》己经作为教科书使用
。

无独有偶
,

在《不完全竞争 》出版的前

几个月
,

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伯伦出版了在

理论上与《不完全竞争 》极为相似的《垄断

竞争理论 》
。

这种重合发现却引发了大致可

以说是两个剑桥的第一次争论
。

起因是张伯

伦声称他享有著作的优先权
,

并且强调两本

著作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

特纳用很长的篇幅

叙述 年张伯伦逝世前的有关争辩情况
。

张伯伦是终生抱着他的《垄断竞争理论 》不

转向
,

而琼
·

罗宾逊在致张伯伦的信件中坦

白地承认《不完全竞争 》中的一些缺陷
,

但

却弃之不顾
,

掉转研究方向
,

投向凯恩斯主

义和增长理论了
。

琼
·

罗宾逊和两个剑桥之争
在琼

·

罗宾逊出版《不完全 竞 争 经 济

学 》之前
,

西方经济学界信奉的是马歇尔的

的两分法
,

即把当时的西方世界看成是完全

竞争的世界
,

而把垄断作为一个特例
。

在资

本主义已进入垄断阶段
,

这种两分法显然是

歪曲了事实
。

琼
·

罗宾逊勇于打破传统
,

她

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把颠倒事实再颠倒

过来
,

该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对垄断问题的

考察
,

而把完全竞争作为特殊事例对待
。

在

特纳指出凯恩斯就业理论一 出现
,

琼

罗宾逊就成为它的追随者和热心的倡导者
。

特纳补充了加尔布雷思认为哈佛是凯恩斯思

想传入美国的主要渠道的说法
,

指出是加拿

大的劳里
·

塔希斯和罗伯特
·

布赖斯把凯恩

斯理论从英国的剑桥大学传播到位于美国剑

桥的哈佛大学
,

从此凯恩斯主义就在大西洋

两岸各 自流传着
。



概括起来说
,

特纳认为
,

在美国
,

凯恩

斯理论发展成为宏观总量分析理论
。

对于 以

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一代经济学家来说
,

这

就为他们运用数学工具研究 经济学提供了新

的途径
,

并且将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理论与

瓦尔拉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
,

形成

新古典综合凯恩斯学派
,

很快地就成为西方

经济学 的主流
。

在五
、

六十年代
,

新古典综

合就等 同于凯恩斯理论
,

成为新的权威
。

特纳指 出
,

在英国这方面
,

琼
·

罗宾逊

及其志同道合者坚决维护剑桥注重纯理论的

传统
,

抵制新古典综合思想的侵蚀
。

另一方

面他们进行通论的一般化研究
。

琼
·

罗宾逊

早在凯恩斯《通论 》出版 以后就 已 出 版 了

《就业理论引论 》和 就业理论论文集 两

本书来补充凯恩斯的理论
。

战后
,

哈罗德的

《通向动态经济学 》一书的出版使琼
·

罗宾

逊意识到应把凯恩斯的《通论 》一般化
,

一

般化也就是以长期动态理论来补充《通论 》

短期分析的不足
。

她立即投身于《通论 》一

般化的工作
,

终于在 年出版了她的巨著

《资本积累 》
,

并由此引发她对 权 威 的 挑

战
,

产生旷 日持久的两个剑桥的大争论
。

论战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对资

本含义的论战
,

另一是对技术转换问题的论

战
。

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经济学 中 的 重 要概

念
。

简化的生产函数包括劳动和资本两种生

产要素
。

琼
·

罗宾逊指出总体生产函数中计

量资本的单位是模棱两可的
。

从长期看
,

会

遇到进行度量资本的一大堆困难
。

是按资本

过去的成本
,

还是按其未来的预 期产出率进

行估价 如果按成本估价
,

是以实际发生的

货币成本计算或是以真实货币计算 前者只

有历史意义
,

后者决定于使用什 么 样 的 指

数
。

当然还可用重置成本估计
,

但没有一家

企业愿意投资建设一个原样的工厂
。

如果某

一资本品的预期产出率和预 期价格和成本都

知道的话
,

只 要确定利率
,

就可按 照该资本

的预 期收益进行贴现
,

即可求得 资 本 的 现

值
。

但是生产函数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表明工

资和利率是如何由技术条件和要 素 比 例 决

定
。

因此这种计算方法失去 了生产函数的最

重要意义
。

索洛不得不承认要使生产函数中

资本计量具有实际意义
,

就要严格假定一些

条件
,

这种条件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碰到
。

关于技术转换之争
,

琼
·

罗宾逊在《资

本积累 》一书 中指出
,

生产过程中要素的相

互替代并不总是像新古典理论主张的那样
,

即真实工资率愈高所采用的技术的机械化程

度也愈高
,

但在一定范围内可能出现反常的

关系
。

这就是说
,

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在一

定范围内有可能不发生要素之间的替代
,

而

是从一种固定的要素比例的技术变动为另一

种固定要素比例的技术
。

通过双方的辩论
,

萨缪尔森终于在他 年总结再转换问题的

辩论的文章中
,

承认琼
·

罗宾逊的批评在逻

辑上的正确性
。

对此
,

特纳的书 中有着详细

的记载
。

特纳认为
,

在这两场辩论中
,

双方不分

胜负
,

打了个平手
。

但经济学说史家弗斯菲

尔德却认为罗宾逊和她的后凯恩斯主义的支

持者们获得了胜利
。

从 年 不完全竞争

经济学 》的出版到 年琼
·

罗宾逊的逝世

整整半个世纪
,

特纳的著作 中详细记载了她

一生的学术和斗争生涯
。

她本来极有可能获

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

但因种种原因
,

始终未

能得到
,

但这不妨碍她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应

有地位
。

感谢胡希宁和范重庆等同志 在 百 忙 之

中
,

用忠于原文的流畅文笔将其译出
。

同时

还应感谢江西人 民出版社在出版 时 不 计 工

本
,

将原书 中有关琼
·

罗宾逊的宝贵图片全

部保留
,

使我们如见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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