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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视角 　新颖的评述
———评尹伯成教授著《西方经济学说史》

徐长生　蒋长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尹伯成教授主编的《西方经
济学说史 ———从市场经济视角的考察》(复旦大学出
版社 ,2005 年 3 月版) ,以厚今薄古为原则 ,力求以
史为镜 ,将西方学者对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思想、观
点与方法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系统梳理 ,从而将诸多
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勾勒成一幅
“全景图”。诚如作者所言 :“经济学说史上各种不同
的经济观点不过是经济思想演进长河中一个个支
流 ,最终将汇合在一起。这种汇合而成的新理论体
系 ,不能再把它看成是原来各种观点的机械凑合 ,犹
如无数细小江河汇合成长江 ,总不能说长江还是这
些支流”。

从市场经济这一客观存在出发来研究前人对市
场经济运行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 ,可以折射出其
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以及后继发展之脉络。正是基于
市场经济视角这一定位 ,使得该书给人一种清新悦
目之感。书中对一些人物和理论的评价与传统观点
大相径庭。例如 ,书中对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梳理得比较细致而全面 ,对英、法两国古典经济学发
韧及其发展以“亚当·斯密”作为一个结点的分析思
路 ,既突现了亚当·斯密在经济学说史发展上的里程
碑式的作用 ,同时 ,更为重要的是 ,作者指出斯密的
《国富论》对市场经济的根源、基础、实质、功能和运
行机制所作的透彻分析 ,是几百年来经济学家研究
市场经济的思想武器和指针。这就让人理解为什么
经常会有“回归斯密”这样一种感受了。不仅如此 ,

作者还认为斯密的著作之所以催生了近代经济学 ,

还在于斯密理论之源和斯密理论之流。并提出了研
究斯密分工理论 ,应从“斯密的分工思想和后来李嘉
图的分工思想的区别以及斯密以分工作为经济研究
起点的原因”这两个方面来考虑 ,这是从市场经济视
角考察斯密理论的关键。又如对资本的分析。作者
在书中指出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 ,资本体现的是一
种剥削关系 ;但从市场经济角度看 ,资本参与经济活
动 ,确实需要报酬作为激励 ,否则 ,资本就会闲置 ,社
会生产就难以发展 ,获得利润也是资本的本性。

作为一本认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如何产生、演
变和发展的经济学说史教材 ,该书另一特色就在于

对于现代经济学中某些核心概念与原理提供了背景
描述 ,甚至做了某些必要的澄清 ,从而使经济学说史
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相得益彰 ! 例如 ,作为
厂商理论分析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中所使用的生产
函数为什么通常都是以劳动、资本和技术作为自变
量 ,书中结合生产要素论给出了简要交待。而对于
马歇尔的经济学说 ,书中认为 ,“过去我国一些经济
学说史著作将其说成是折中主义大杂烩 ,是把历史
上各种不同的庸俗经济学理论加以调和折中 ⋯⋯其
中属于创造性的东西很少 ,他的本领主要是善于综
合前人的观点”等诸如此类看法 ,很难说是正确的 ,

并阐述了自己的三点质疑。这对于正确认识马歇尔
的经济学说以及马歇尔本人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推
动作用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书中对“边
际革命”的评价也颇有见地 ,作者认为边际革命是对
古典经济学的革命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也只是
因为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难以解释现实经济现象 ,

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修正 ,而并不是与马克
思的劳动价值论相抗衡 ,边际革命只不过是一次范
式的革命而已。

对经济学说史的评价论述容易陷入枯燥乏味之
中 ,从而迷失了先哲们的思想精髓 ,为避免这种通
病 ,并考虑到任何一种经济思想或经济理论都离不
开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与关注 ,作者以鲜活的事
例来增强抽象理论的现实感。例如在论述斯密关于
分工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时 ,就以“若要富 ,先铺路”来
加以阐释 ,十分贴切而生动。

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的历史表
明 ,西欧当之无愧地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
的摇篮 ,“斯密 - 李嘉图 - 穆勒的古典体系”与马歇
尔所完成的经济学现代模式的转变即是标志。以该
书的基本框架而言 ,从经济思想的萌芽到马歇尔的
均衡价值理论的第二次综合这一演进思路 ,作者把
握得很好 ,脉络十分清晰。作者所力图维系的对市
场经济认识逐步深入的主线也阐释得较透彻 ,特别
是在阐释了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脉络之后 ,分析了
作为发展经济学渊源的德国李斯特及其历史学派的
经济思想。德国当时并非自由市场 (下转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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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各种关系资源的总和。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

企业也是由人组成的 , 你不知道拥有资源的主
体 ———“谁”,那你就在社会竞争中失去了优势。只
有在社会资本的基础上 ,辅以知识和企业文化 ,你才
能获得更丰富的信息并使得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为
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

注重实践和应用价值是本书的另一特征。本书
导论中提出 :“目前我们缺乏的不是多么先进的管理
理论或前沿思想 ,而是对真正经典的理论和实践的
理解与运用”,由此可窥作者饱满的热情和责任心。
在如何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情等方面 ,作者在
如何有效管理目标、如何知人善任、如何有效沟通、
如何有效决策、以及如何综合运用企业整体资源等
方面 ,都提出了很有创意的见解。值得称赞的是 ,作
者认为 ,流行的理论不一定都是对的 ,更不一定都是
有效的。在每一章中 ,作者都明确指出了那些能导
致“丧失有效性”的管理实践或理论 ,可谓用心良苦。

或许数字更有说服力。概括而言 ,本书论述了
“2 种公司组织形式、3 种资本形态、4 类企业文化和
‘用好上司’的 4 大诀窍、5 大执行力陷阱、6 种组织
分析工具、7 大用人技巧、8 个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失

去有效性的 9 大原因、目标管理的 10 大误区 , ⋯⋯”
当然 ,还有作者为了使本书更易于理解而撰写的 60

多个经典管理案例 ,这与那些以战争和哲学作为案
例的讲法是大不相同的。

三、其他及结束语

本书的语言风格是“读者友好”的。类似于在和
读者聊天 ,但却不像那些为了“过口瘾”的畅销类图
书 (这样的图书我读着读着就会跑神儿) ,本书作者
是时刻以专业角度在和你讨论管理、启发你思考的。
因为作者相信 ,管理是职业的 ,人们应该而且可以学
会以职业的方式来管理。本书涵盖了管理学、经济
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 ,但却行文简洁、
深入浅出、生动流畅 ,相信读者会“不虚此读”的。

让我以作者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吧。“如果结识
了‘有效性’这个朋友 ,您会发现 ,无论您有多么优
秀 ,或者您认为自己多么优秀 ,或者您目前还不够优
秀 ,您总有机会来提高自己。”

(作者单位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N)

(上接第 158 页) 经济国家 ,各联邦政府实际上阻碍
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 ,如何让发展滞后的弱小民

族工业得以兴起以赶上发达国家 ,成为当时关注的
主题 ,因而这实际上就是早期发展经济学思想的萌
芽。这就为读者理解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发展

经济学的分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或铺垫 !

在介绍了马歇尔所完成的第二次综合之后 ,紧

接着引荐美国经济学的登台亮相 ,这既为后来经济
学在美国的第三次综合以及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从

英国转到美国埋下了伏笔。这一中心的转移固然离
不开经济现实的巨大变化 ,但也与这种源和流的交

织密切联系。相比较而言 ,对于经济学说史上第三
次综合的分析与评价以及这种综合后所带来的经济

学的变革、影响、发展与修正 ,显得有些庞杂。不妨
借用莱斯利形容新凯恩斯主义的一个论述来类比 :

“新凯恩斯主义是将成桶成桶的沙子倒在了平滑的
新古典范式之中”。例如 ,经济计量学只是一种方
法 ,放入经济学说史中介绍是否有些牵强 ? 在第二

十三章介绍发展经济学思路演变时未能兼顾到前文
论述的德国李斯特及其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关于

“瑞典学派”的第十二章不妨与第十三章互换 ,以突
显其对现代宏观经济学形成的影响作用。第二十四

章放在第十四章“凯恩斯经济学”之后似乎更合理。
第二十七章“西方经济学发展若干新动向”中所介绍

的内容与第二十五章“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可以
进行内容上的整合 ,不妨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

向”作为“西方经济学发展若干新动向”的一个结束
语来处理。此外 ,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舞台上的一
支较为活跃的力量 ,影响力可谓不小 ,书中对新自由
主义的论述如能吸收一些当前理论界纷争以及这种

纷争的缘由似应更好一些。然瑕不掩瑜 ,这本书的
框架构建及其内容的论述 ,相对于我国流行的经济
学硕士教科书 ,是一种极好的“差别化的产品”,有助
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市场经济理论演变的轨迹。

最后 ,还值得一提的是 ,本书的作者尹伯成教
授 ,是我国知名的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专家 ,尹
先生长期从事教学工作 ,具有丰富教学经验 ,对所写
内容的透彻了解使其能把很深奥的理论深入浅出地
讲解出来 ,而且语言流畅、文字优美 ,在论述过程中

兼顾到现实感、时间感以及前沿性。此外 ,作者在对
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产生的经济学说进
行评述时 ,并不忽略某个人物的出身、经历、性格等
方面的细节。因为一部经济学发展史是无数先辈经
济学家观察经济现象、探讨经济运行规律的历史。
今天经济学这座辉煌大厦正是无数前辈辛勤探索的

结晶。没有他们的努力 ,就没有今天显赫的经济科
学 ,“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也就无从谈起。这些无
疑都大大增强了阅读该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而书
后所附的一个较详细的参考文献表 ,有助于进一步
深入研究的读者追根溯源。

(作者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430074)
(责任编辑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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