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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奈人口经济学说述评

黄　勇

　　弗朗斯瓦·魁奈 (1694—1774) 是 18 世

纪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由于他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作出的开拓

性贡献——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

学, 而被马克思誉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的真正鼻祖。如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 魁奈的

经济研究, 也涉及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这一经

济学中永恒的问题, 并对之做出了明确回答。

魁奈在研究经济问题时, 把人口作为影响经济

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以探讨, 提出了自己的人口

经济学说。魁奈的人口经济学说是他的重农主

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魁奈人口经济学说的理论框架

重农学派出现于 18 世纪 50 到 70 年代。

这一时期的法国处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绝大多数, 农业是法国

的主要经济部门, 其总产值占法国国民生产总

值的 3ö4。并且, 当时法国农业的耕作技术十

分落后, 人力和畜力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

动力。因此, 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 农民状

况如何, 农业经济的盛衰, 农业人口的增减,

对该国的强大与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是,

那时的法国统治集团推行的是靠牺牲农民而

发展工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 加上封建的苛

捐杂税以及连年发动对外侵略战争, 弄得民

穷国空。对农业经济的伤害尤为严重: 农业

人口大量流入城市, 农业劳动力严重短缺, 造

成农村中大片土地荒芜, 农业产量逐年下降。

针对上述情况, 魁奈提出了自己的人口经济

学说。魁奈的人口经济学说内容十分丰富, 几

乎包含于魁奈的主要经济著述之中。其中又

以《人口论》、《租地农场主论》、《谷物论》、

《赋税论》、《经济表》和《农业国统治的一般

准则》等著作中的论述最为集中和系统。

魁奈的人口经济学说是建立在对重商主

义经济观及其人口经济学说的批判和修正的

基础之上的。魁奈首先批判了重商主义者关

于财富的本质及其起源的经济观。作为法国

农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他把自己的研

究重心, 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 从而

为科学地分析社会财富的起源及本质提供了

可能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现代经济

学, 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

程的时候才开始的。”①不过, 魁奈把自己的

研究只局限于农业生产领域中。他认为, 社

会财富就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 而

社会财富的真正唯一的源泉则是农业; 货币

并不是国民的真正财富, 因为它既不是能供

消费, 又不是能不断再生产的财富, 货币的

职能只是作为流通手段。以此为理论基础, 魁

奈阐述了其人口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 即在

有关人口与财富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人口的

增长完全取决于财富的增加, 决定于劳动、人

力和这些财富本身的使用方法。”②魁奈认

为, 任何地方, 只要人们能够取得财富, 过

富足的生活, 安逸地作为所有主享有从其劳

动和精力获得的一切东西, 他们就会在那里

聚居, 并不断繁衍滋生。也就是说, 人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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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依靠财富来维持其生存, 人口的增长, 必

须以财富的增长为条件。“一国的人口是随着

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的。”③由此可见, 在

分析人口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时, 魁奈认为财

富的增加在先, 人口增加在后, 认为只有财

富增加, 才能使人口增长; 财富对人口增减

有决定作用。从而形成了与重商主义者截然

相反的主张。

可贵的是, 魁奈的人口经济思想研究并

没有就此驻足, 而是进一步分析了人口增长

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在分析人口增长对社

会财富的反作用时, 魁奈依据他的“纯产

品”学说, 即以是否生产剩余价值为标准, 将

总人口区分为两部分: 生产性人口和非生产

性人口。在他看来, 只有从事“纯产品”生

产的生产性人口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那

些从事工商业、管理国家、从事文化教育、教

会活动等的人口都是非生产性人口, 他们的

劳动只是间接促进生产或保存财富。因此, 他

认为, 非生产性人口过多, 从事生产的劳动

力就会减少, 因而社会财富就会减少, 只有

使生产性人口增加, 才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

的发展。在论及人口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

时, 魁奈强调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他

说:“财富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增长的, 人们

所需要的生产品增加得越多, 他们对产品的

消费越多, 他们就越富裕。如果不去消费和

使用, 那么, 产品就会失去作用。正是消费

使它成为商品⋯⋯产生收入并促进国民财富

的每年增长。”④这里, 魁奈明确说明了生产

是为了消费, 只有通过消费, 产品才能成为

商品。此外, 魁奈还论述了人口与税制、人

口与外贸、劳动人口在不同部门必须合理配

置、劳动人口职业结构的划分等人口与经济

的具体关系问题。

综观上述, 魁奈人口经济学说涵括的内

容十分丰富, 涉及面很广。但我们仍可以清

晰辨认出其基本的理论框架, 即: 人口、财

富、生产、消费、生活资料, 这组范畴序列

是魁奈人口经济学说的主轴, 其中财富增长

优先于人口增长是核心, 在强调财富增长对

人口增减具有决定作用的同时, 明确指出人

口因素对经济发展有反作用。

二、魁奈对西方人口经济学说的理

论贡献

魁奈不仅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第一次使政

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 而成为近代资产阶

级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同时, 魁奈在人

口经济学领域中作出的理论贡献也是开拓性

的、独树一帜的。

贡献之一: 魁奈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发展

决定人口增长的观点, 为人口经济学的理论

研究引进了正确的方法论。

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分属于两个不同的

范畴, 各自都有自身的运动形态, 具有相对

的独立性。同时, 各自的运动形态之间又存

在着客观的联系。这种联系本质上体现为: 在

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相互关系中, 谁为决

定性因素, 谁居于主导地位。对这个问题的

不同回答就成为辨别某种人口经济理论科学

与否的标志之一。在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

出现之前, 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或没有意识到,

或避而不答, 或把人口增长的缘由归于神的

意志, 从宗教的角度做出阐释。以托马斯·

曼和柯尔培尔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虽然对经

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了明

确回答, 但囿于其阶级的局限性和认识的局

限性, 仅从流通领域研究财富的起源与本质,

结果完全颠倒了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

正确关系, 错误地认为, “人口多, 则财富

多”, ⑤并极力主张人口增长优先于财富增

长。重商主义者把人口看作一个国家财富的

起源和国力强盛的标志, 认为人口增加是好

事, 主张鼓励人口增殖。从而在人口经济史

上形成了早期的人口乐观主义思想。从 17 世

纪中叶起,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继在英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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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立, 并迅速发展起来, 资产阶级古典政

治经济学应运而生, 古典经济学家们也开始

探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即自由竞争阶段的

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他们把人口作为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探讨究竟是人

口增加对资本增殖有利, 还是人口减少对资

本增殖有利。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

济学创始人的威廉·配第, 从劳动价值论出

发, 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 而劳动则为

财富之父”⑥的观点。由此可见, 在配第那里

人口和土地只是生产财富的必要条件。尽管

对财富增长与人口增长谁为主导的问题, 配

第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与重商主义者相比, 配

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无疑是前进了一大

步。对这个问题, 魁奈作出了更进一步的回

答。魁奈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得益于他在

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正确选择, 他通过对生产

领域“纯产品”(即剩余价值) 的研究, 提出

了财富增长优先于人口增长的观点。自此, 人

口经济学的研究引入了正确的方法论, 人口

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古典经

济学家, 无论是亚当·斯密, 或李嘉图, 还

是西斯蒙第, 都秉承了这一研究方法, 在人

口经济学领域中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挖掘出许多有价值的人口经济思想。

贡献之二: 魁奈对“均衡思想”和“增

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确立了“均衡原

理”和“增殖原理”的合理内核, 第一次使

“均衡思想”和“增殖思想”以完备的形态表

现出来。

1798 年, 马尔萨斯发表了影响整个人口

经济学的名著《人口原理》。在这本书中, 马

尔萨斯根据他的两个公理和两个级数的假

设, 推论出三个命题, 即: (1) “人口增加,

必须受生活资料的限制”; (2) “占优势的人

口增加力, 为贫穷及罪恶所抑制, 致使现实

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 (3) “生活资料

增加, 人口必增加”。⑦这三个命题亦被分别

概括为“制约原理”、“均衡原理”和“增殖

原理”, 马尔萨斯把这三个“原理”统一起来,

称为“人口原理”。所谓“均衡思想”和“增

殖思想”正是“均衡原理”和“增殖原理”的

具体体现。

回溯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历程, 我们不难

寻找出“均衡思想”和“增殖思想”确立的

轨迹。日本著名的人口学家南亮三郎博士指

出, “关于人口的‘增殖思想’和‘均衡思

想’的开端, 最初见于 16 世纪末的保泰

罗。”⑧

保泰罗是意大利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其著作《城市论》中, 保泰罗认为, 城市

人口的增长, 是由于人的“生殖力”和城市

维持这一生殖力的“营养力”共同作用的结

果, 其中, 人口的“生殖力”如果没有任何

阻碍的话, 城市的人口会无限增长, 但是作

用于城市人口增长的另一支力量, “营养

力”——使人口增长的土地的力量, 和从其

他国家收集粮食来供应城市的力量——能够

使现实的人口停止。城市人口的规模大小取

决于能够支配的“营养力”。而且, 保泰罗进

一步做出推论说, 人类增长到了一定数量之

后不再增长的理由, 是因为食物的供给量不

能养活再多的人口所致。这样, 保泰罗把决

定人口增长的因素分做“生殖力”和“营养

力”进行的观察, 虽然对前者“生殖力”没

有从它的作用面并且与食物的比较上加以说

明, 然而仍可以被视为“增殖思想”的雏型。

同时, 在保泰罗的思想中, 以“营养力”为

中介, 我们仍可以辨析出人口与食物之间的

逻辑关系: 人口受食物的制约, 人口必须与

食物保持平衡。这种关系可以视为“均衡思

想”的雏型。

在人口经济思想史上, 第一次确立“均

衡思想”的人物则是 18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理

查·康替龙。康替龙在他所著的《商业本质

论》中的第十五章中, 概述了他的人口思想。

“⋯⋯如果所有的土地只是充当供养人类的

话, 那么人类的数量就象下面所说的那样: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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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能维持多少, 人就会增长多少”。⑨这段话

里清晰地包括了马尔萨斯的第一和第三个命

题。这就是人口受生活资料的限制, 有生活

资料则人口必增。在康替龙这里, 人口与生

活资料必须保持均衡的思想得以确立。但是

这种均衡被看作是专门受来自生活资料方面

的制约, 人口则被置于被制约的立场上。关

于从人口方面能够打乱均衡这一意识, 在康

替龙则不存在。因此, 康替龙的“增殖思

想”也是被动的。

关于从人口方面引起均衡破坏的思想,

则是由魁奈完成的。魁奈在《农业王国经济

政策的一般原则》的第二十六条中说,“与其

关心人口增长, 反不如应当更加注意扩大收

入方面。因为, 人们喜欢由于收入多, 生活

得更富裕, 而不愿意在人口比起收入来是过

分众多的情况下迫使生活极为贫困”βκ。另外

在这个原则的第二十六条注释中, 魁奈强调

财富之对于战争较之众多人口尤为必要。“由

于希望所有的国民在战争中强有力, 和对完

成战争的手段的无知, 使人认为国家的力量

从大量人口中得到。但是, 太多的军队, 为

了雇佣这些军队, 较之对敌国交战, 更加使

国民本身疲惫不堪。⋯⋯一些只知皮毛的人

们想象着国家的巨富是由于人口的众多而获

得的, 然而他们忘却了这样一个事实是: 人

只不过是由于财富, 并且人不过是在人和财

富之间存在着适当的比率的时候, 才能获得

财富和使自身延续下去”。βλ

上面列举出的魁奈的话里, 明确地批判

了重商主义人口论的有三点: 不考虑收入的

增大, 而希望人口的增长, 只不过是造成成

群的贫穷人; 巨大的军队不但不能增加国力,

相反却造成国民疲惫不堪; 人口并不是财富

的原因。然而这里重要的是清楚地表现了

“均衡思想”和“增殖思想”。但这种“均

衡”具体体现为人口与收入之间, 或者是与

财富之间的均衡。“增殖”的思想被表现为作

为超过收入的人口。

魁奈的这一“增殖思想”到了他所著的

《中国的专制政治》一书时更加得到明确。魁

奈明确论述了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问题。

他说,“人们把结果当作原因, 而相信大量的

人口是富裕的源泉。之所以这样认识是因为

到处人口都超过富裕。促使财富和人口增长

的是财富。然而人的繁殖经常超过财富的扩

大。”βµ魁奈进一步把“增殖思想”和生活资料

联系起来, 并把人口增殖作为经常超过生活

资料增长的因素加以论述。“人口总是在好的

政府和坏政府之下超过财富。这是因为繁殖

和生活资料没有共同的界限, 而且繁殖经常

有超过生活资料的倾向, 人们到处处在赤贫

之中。”βν 因此, 从魁奈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均衡思想”和“增殖思想”在魁奈思想中已

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

后继的学者亚当·斯密继承了魁奈的论

述, 后经马尔萨斯加以改造和利用, 创立了

“人口原理”, 为从消费领域里研究人口生产

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开辟了蹊径。与古典

经济学家主要是从生产领域里研究人口生产

和资本的关系的视角相比, 这无疑是一大进

步。

三、几点启示

魁奈关于人口经济学的许多思想都是具

有极高价值的。然而, 囿于有阶级的局限性

和理论的局限性, 他的人口经济学说中也有

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成份。例如, 片面

地把农业视为唯一的生产部门, 没有正确的

劳动价值论作为基础, 认为只有农业工人的

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 又如, 魁奈的

社会阶级结构理论中, 魁奈以“纯产品”理

论为基础, 对社会阶级结构进行划分, 把租

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视为生产阶级, 而把工

业部门视为非生产部门, 工业中资本家和工

人是非生产阶级等等。尽管如此, 18 世纪的

法国是一个农业占主导的国家, 在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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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 9 亿农民的农业大

国具有相似的国情, 魁奈的人口经济学说作

为这一时期法国现实的理论反映, 我们是可

以从中得到有益启示的。

其一, 经济增长决定人口增长是协调人

口与经济关系的首要前提。

魁奈人口经济学说的核心是财富增长决

定人口增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理也表明: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

在和发展的基础。世界经济发展史业已证明,

随着经济的发展, 自然等非经济因素对人口

再生产的作用日趋下降, 经济因素在工业社

会中已成为制约人口再生产的主导因素。因

此, 在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上, 应把大力发展

经济作为根本之策。

其二, 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

重要变量。

18 世纪的法国, 人力和畜力是农业生产

的主要动力。针对这种情况, 魁奈从人是生

产者、能够创造财富的观点出发, 主张增加

人口。然而, 他又不是主张人口可以无限制

地增加。相反, 他认为, 人口过多对一个国

家也是不利的。他说: “的确, 如果财富和人

口的比例遭到破坏而人口增得较多的话, 那

么这种人口过多将促使国家愈贫穷。”βο 因

此, 他主张人口与经济保持适当比例。事实

上, 由于人口过度增长, 造成经济的衰退, 造

成“越生越穷, 越穷越生”的恶性悲剧, 在

中国广大农村已经上演或正在上演。魁奈的

这一思想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其三, 国家政策对人口与经济关系有重

大影响。

魁奈在分析人口和财富相互关系时, 强

调国家政策的作用。例如, 魁奈列举了罗马

帝国的军事专制和暴政, 弄得民贫国穷, 结

果使人口减少; 又如, 魁奈强调赋税对人口

与经济关系的影响。他指出,“对本国生产的

农产品课税, 会损害土地所提供的收入, 会

使人口和居民的收入减少。”βπ他认为, 对葡

萄酒和白兰地酒征收较少的税, 人口和财富

会相应增加等等。因此, 魁奈这一主张, 对

于我国利用国家政策, 诸如行政、法律、经

济等手段控制人口增长, 是有值得借鉴的一

面的。

其四, 农业基本劳动力的稳定是我国现

阶段农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劳动力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必须得到合理

的配置和使用。魁奈针对工商业同农业争夺

劳动力以致农业衰退的现实, 极力主张稳定

农村人口。“要复兴我们的农业, 只能以人口

的稳定为前提。”βθ就我国目前而言, 由于工

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以及城乡之间

的利益差别, 在我国广大农村一方面沉淀了

1 亿多剩余劳动力, 另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

的只剩下“9938”部队 (老人、妇女成为农

业生产的主力)。这一现实无疑是严峻的。因

此, 在提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的同

时, 必须采取保护农业的发展政策, 稳定农

业生产的劳动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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