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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具有开拓性的

激进经济学专著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简评

陈春艳

　　纷繁复杂的西方经济学说和学派, 根据
它们对待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可以区分为自
由派、保守派和激进派。前两种学派因为它们
都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 认为资本主义制
度尽管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但可以“医
治”和“纠正”, 仍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
因此它们常常被称之为正统经济学, 构成了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激进派却以“激进”的
姿态批评现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 力图
改变正统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和方法, 极力主
张改造现行资本主义制度, 并在某种程度上
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因而又被称之
为持异见经济学。但随着资本主义各种矛盾
进一步激化, 激进学派发展很快, 特别是在
美国, 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介绍有
关激进学派的研究有助于青年一代了解现代
西方国家的现实, 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克服
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思想。但我国对这
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颜鹏飞教授新著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武
汉出版社1996年出版) 填补了我国经济学界
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空白。该书是武汉大学傅
殷才教授主编的《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丛
书》中的一部, 与其它评介西方经济学派的
著作构成一个完整介绍西方自由派、保守派
和激进派经济思潮的系列。

该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激进政治经
济学概述; 第二章为主要理论和政策主张; 第
三章, 激进的发展理论。通过前面三章的介
绍, 作者专辟一章即第四章, 以务实的态度
对激进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评议, 可谓水到渠
成、有论有据。通览全书, 不论是从内容还是

从形式上看都颇具特色, 具体说来, 有如下
特点:

第一, 内容广泛, 体系严密。在西方文献
中, 激进政治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把凯恩斯左派或后凯恩斯
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斯拉法主义或新李嘉
图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囊括在内。理由
在于: 它们都以“左”的姿态批判正统经济
学, 揭露现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和不
良现象。狭义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专指产生于
60年代的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自称运
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批判正统经济
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经济
思潮。该书既包括狭义的又包括广义的激进
政治经济学。由于激进经济学由来已久, 可追
溯到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乃至斯密、李嘉图、
马尔萨斯等所谓的持异见者, 同时激进政治
经济学现已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 因此
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时间跨度大, 空间范
围广。作者为了全面系统地介绍激进政治经
济学, 以时间为线索, 分别对美、英、西欧
和日本以及第三世界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代
表人物、刊物、学派组织、重要观点进行了
介绍, 这样使得全书具有完整性、客观性和
规范性, 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第二, 博采众长, 立场鲜明。由于激进政
治经济学研究范围广泛, 思想渊源繁多, 鱼
龙混杂, 远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法基础、理论
体系和政策主张。面临如此庞杂的激进政治
经济文献, 作者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
导, 在认真研究鉴别和提炼的基础上, 去伪
存真, 采众家之长, 扬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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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作者肯定了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因
素、理论贡献, 并加以综合论述; 同时也明
确指出其庸俗因素和理论缺陷。作者认为激
进政治经济学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 这一学
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批判具有浓
厚辩护色彩的资本主义正统经济学, 宣扬马
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因
而具有合理性和科学因素; 另一方面, 它又
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 还未割断与资产阶级
主流派经济学思想体系相联系的脐带, 因而
具有局限性和庸俗因素。

第三, 资料翔实, 观点新颖。作者于1991
年, 作为福特基金会高级学者, 在美国密执
安州立大学等作研究,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收
集了大量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激进
经济学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特别是激进政
治经济学的先驱者和领袖人物保罗õ斯威特
还热情地为作者提供了有关资料和研究思
路, 因此作者在该书中所依据和选用的资料
均直接来自于诸多著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
原著, 参考文献也多为80、90年代以来西方
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所引用的
许多材料和观点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出现, 给
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除了以上特点之外, 为了让读者能
够较容易地在这一支派林立、理论观点和政
策主张纷繁复杂的学派中领会出比较清晰的
脉络, 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融入对
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者的学术专著和思想理
论的阐释中, 因此该书还有分析方法深入浅
出, 融学术性和通俗性为一体, 文字清新流
畅, 可读性强等特点。同时, 作者在浩如烟海
的资料取舍方面也很合理, 毫无堆砌之感。

由于作者治学严谨, 多年从事外国经济
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 有
着扎实的理论功底, 已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
究体系。该书不仅是《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
丛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也可以看
成作者前一部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的
姊妹篇, 两部著作相互补充, 全面系统地介
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全
过程。因而该书对当今我们如何看待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首先, 该书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说的强大生命力, 捍卫了马克思主

义思想。自1867年《资本论》各卷相继问世以
来, 马克思主义思想几经波折。马克思主义思
想一开始是没有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
直到20世纪20—30年代, 爆发了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危机, 新古典经济学难以自圆其说, 马
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才在西欧、美国、中国和
日本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出现了
“第一次复兴”。不久就被凯恩斯革命所抑制,
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成为西方重要的社会
经济思潮。50年代, 由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
峙和美苏两大国的冷战, 马克思主义有过短
暂的沉寂。到了60、70年代, 西方又开始了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第二次复兴”, 主要表
现是: 美国、西欧、日本等国的大学争相开
设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课程; 出现了
许多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组织
和刊物。该书着重对这一次“复兴”中产生的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思潮进行了介评, 并对它
们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所作
的贡献给予了肯定, 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说在同各种思潮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
扩大自己影响, 成为左右历史进程的伟大潮
流的强大力量。

该书另一重大意义在于有助于克服当前
西方研究工作中的错误倾向。我国正值社会
主义同市场“联姻”之时, 很有必要向资本
主义借鉴其擅长的市场机制及运作规范和操
作技术。70年代末以来, 我国学术界经过10多
年的学习和研究, 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取得
了重大的成绩, 但在一部分人中间逐渐滋生
了对西方理论学说的盲目崇拜、照搬照抄的
严重倾向, 其主要原因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
西方经济学缺乏正确的认识, 而该书通过介
绍出身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家们如
何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经济学, 具有很
强的说服力, 使我们能清醒了解资本主义现
实, 坚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

总之, 该书拓展了我国经济研究视野, 弘
扬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是一部难得的上乘之
作。我相信该书的面世, 既有助于我们认清资
本主义经济学的本质, 避免对西方经济学产
生盲目崇拜的思想, 又有助于我国经济学界
加强对这一学派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曾德国)

·88·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