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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学说
与西方 /范式 0 理论

颜鹏飞

  1摘要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结构或体系建构学说及其 /逻辑方法 0 或 /辩证方法0, 是

马克思的第四个重大理论贡献和伟大 /发现0, 也是我们着力挖掘的宝贵的理论遗产。理论张

力在于: 它是构建中国转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基石和指导思想。国外关于马克思经济学体

系构建学说的研究有若干新进展, 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克思体系构建学说而崇尚库恩和拉

卡托斯 /范式0 论的倾向。这种 /范式0 热蔓延到国内学术界, 其具体表现是政治经济学体

系建构方法多元化, 亦即体系多元化、方法多元化与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应关注前一

种倾向掩盖下的后一种倾向。本文在比较这两种经济学体系建构方法的基础之上提出从属型

/互补论 0, 即范式理论应该从属于并纳入马克思逻辑体系构建学说的框架, 以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体系建构学说为指导构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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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众所周知, 马克思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唯物史观; 二是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的运动规

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而在晚年的重大理论贡献是关于东方社会或后封建社会国家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

为标志的发展道路的科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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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四大 /发现0之一 ¹ 是其

经济学 /逻辑方法0和/辩证方法0,尤其是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或体系建构学说或方法论。

马克思十分珍惜这一成果, /在象我这样的著作

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

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 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

全可以承认的, 因为这绝不是他的功绩, 而是全民

族的功绩。0112恩格斯则把它上升到马克思第三个

重大发现和理论贡献的高度。马克思的 /逻辑方

法0、/辩证方法0即 /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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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0, 122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

辑体系构建方法或学说,被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

三大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 ) ) ) /马克思过去和现

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

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

发现的内核剥出来, , ,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

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 这个方法的制定,

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

点的成果。0 132政治经济学 /六册计划0结构、5资本

论6、5资本论6续篇是构建经济学逻辑体系方法论

的集中体现。而自作为/艺术整体0的5资本论6德

文版第一卷出版 140周年以来,西方出现了否定黑

格尔逻辑方法代之以库恩和拉卡托斯为代表的

/范式0潮流。本文着重阐述马克思构建5资本论6

体系的方法论,和国外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

构建学说研究的新进展, 并与西方范式体系作一

比较。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的主要规

定性

无论是从工具理性还是科学理性角度而言,关

于理论加工和理论体系构建的方法论可以誉为人

文社会科学学科之母。所谓政治经济学逻辑结构

或理论体系体现了经济范畴的运动形式或各个经

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必须采用从抽象到具

体、逻辑地复制理论结构或体系的叙述方法,从总

体上和诸概念、诸范畴、诸理论或诸规律的内在联

系中, 逻辑地又真实地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

貌、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 /六册计划0、5资本论6四卷结构和5资本论6续

篇设想是其典范,它充分凸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体系构建方法,其主要规定性如下:

1. 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包括政治经济学

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

外在化的结构。

2. 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

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

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

其三, 具备/物质内容0和 /社会形式0二重性的范

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

3. 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

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 /排斥-矛盾 .的逻辑0观。

4. 经济学元范畴 (逻辑起点 )、中心范畴、中介

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

5. 抽象法、/内在观察法0, 以及从抽象呈螺旋

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6. 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

观辩证法, 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

法,等等。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正是从/破0

中耸立起来的。其中包括对黑格尔的唯心逻辑学

体系的批判和扬弃; 对黑格尔学派的有机整体论和

德国 /新个人主义0 (施蒂纳 )有机整体论的批判和

扬弃;对普鲁东空想社会主义逻辑体系的 /结构陷

阱0的批判;对以抽象演绎法见长的古典政治经济

学体系尤其对斯密、李嘉图和穆勒体系的批评和

扬弃。

政治经济学 /六册计划0结构、5资本论6/大写

的逻辑0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

的结晶。关于这两大逻辑结构的相互关系和地位

之争已逾百年, 应该强调指出: ( 1) /六册计划0,即

马克思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

贸易、世界市场 6个方面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

提供了建立科学体系的框架和方法,从整体上代表

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建构的最高成就;

( 2)完成/六册计划0首册5资本6篇的5资本论6,

是该体系的基础或 /精髓0部分, 并形成一个始基

性体系,但是并未完全改变其 /小圆圈0 (抽象层次

上经济学范畴的辩证运动 )的逻辑定位; ( 3)尚未

完成的/续篇0 ( /六册计划0第 2- 6册 )通过经济

学范畴上升到具体现象层次上的 /大圆圈0辩证运

动,再现以世界市场为最高具体的/总体0; ( 4) 5资

本论6和 /续篇0, /小圆圈0与 /大圆圈0构成了不

可分割的逻辑体系整体, 因此, 马克思期待后人

/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0 5资本论6/续篇0,

最后完成/六册计划0逻辑体系。

由此可见,从政治经济学 /六册计划0) 四卷本

5资本论6) 5资本论6续篇,呈现出马克思如何构建

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的行程和动态轨迹, 从而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并且充

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的最

高成就。这种方法论就是关于事物 /总体0方法论

在经济学领域的具体化, 或者说,这是 /思想总体0

再现/生产总体0和 /具体总体0,主观辩证法或/概

念辩证法0 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

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

的一门学问。

二、国外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学说

研究新进展

1.世界性学术思潮的一种新动向是 /寻找马

克思0、/回到马克思0,尤以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

领域,以及美、英、法和日本颇为盛行。其特点是强

调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完整解读, 崇尚文本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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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欧洲多国学者和专门机构正在合作编辑出版

马克思全集国际版。日本从事5资本论6研究的学

者已逾千人。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阿默斯 ( Am-

herst)分校开设高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题研究课

程,主张通过阅读5资本论6原著着重探索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体系。

2. 关于 /六册计划0与5资本论6两大逻辑结构

的地位和关系之争。这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

辑体系构建学说史上争论已逾百年的问题,即两者

孰重孰轻以及 /互补论0与5资本论6 /取代论0之

争。加拿大学者 M. A. Lebow itz( 53资本论4研究

对象的局限性6, 2003)指出, 作为六册计划第一册

的5资本论6是以资本和人格化资本为主体和发展

主线来阐述资本的本质和衰亡的历史总趋势, 但由

于没有完成其续篇尤其第三册5雇佣劳动6, 因此

导致关于工人作为主体的发展主线的缺位。

3. 西方出现了一股重新估价黑格尔对马克思

主义影响的思潮。对于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关系的研究西方有两种思路,并出现了探讨马克思

黑格尔关系的几个新学派。 /唯物主义借用0学派

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认为黑格尔关

于劳动自我创造力的探讨提供了隐含的唯物主义

基础; 黑格尔的辩证法包含着可为马克思利用的

/隐性唯物主义0;该学派还强调矛盾概念, 认为黑

格尔相信矛盾只有通过绝对观念中的思想斗争才

能得到解决,而马克思则正确地认识到只有通过现

实的斗争才能克服矛盾。以克里斯托弗 # 阿瑟

( ChristopherA rthur)和托尼#史密斯 ( Tony Sm ith)

为代表的 /新辩证法0学派 /直接诉诸黑格尔0,力

图表明黑格尔5逻辑学6及其黑格尔主义范畴及推

理形式与马克思5资本论6的相似之处, 因为黑格

尔的范畴尽管是抽象的,但这些范畴可以在实践中

通过价值和商品形式找到直接的对应者。

把黑格尔从马克思主义中排除出去则是关于

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另一种倾向。当代 /分析马

克思主义0学派试图把黑格尔影响的任何踪迹都

清除出马克思主义之外。卡弗主张从马克思本人

出发而不是借助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反对树立过

分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形象。他在5后现代马克思6

中批驳了把马克思普遍/黑格尔化0的做法。卡弗

也不同意/去黑格尔化0,而是提出一种 /最小化黑

格尔0的阅读战略。在他看来, 5资本论6第一卷就

舍去了许多黑格尔化的概念分析, 但这并不影响

5资本论6的理论力量。美国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

专家戴维# 麦格雷格的专著5共产主义衰落之后

的黑格尔与马克思6 ( 1998) ,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

黑格尔关系的理解。但凸显和拔高黑格尔并夸大

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的现象, 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历

史唯物主义思想直接来自于黑格尔,黑格尔是马克

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先驱, 这是难以苟同的。

4.恩格斯对5资本论6出版和写作的新贡献。

1994年负责5资本论6第三卷 (MEGA2第 II部分

第 12卷 )马克思主要手稿编辑的福尔格拉夫

( Vo llgra f)等人公开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根据该书

的5附属材料6卷所收录的揭示恩格斯编辑原稿与

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异同的三个附录,恩格斯并没

有践行他尊重原作的编辑原则。对马克思原始手

稿的删减和增补、定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

5000多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

性的失误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概括部

分。有些变更未必 /只是形式上的改动0, 实际上

涉及到对5资本论6内容的理解。例如, 恩格斯创

造了在第二卷中具有体系性意义的/流通资本0概

念;他还将马克思的生产资本概念改为产业资本等

等。这不仅毫不影响恩格斯的伟大,也无损于马克

思主义的名誉, 并且, 这将使其成为当今研究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及其逻辑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生

长点。

5.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

备市场假设基础上, 首创 /第三条道路经济学0即

转轨 (型 )经济学, 为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

理论体系、体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提出有启发性的

思路。

6. 20世纪后期,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

论的诞生出现了一批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

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

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

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

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 (也是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的一个来源 )的现

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而受到挑战。

7.俄罗斯学者自由学派的一个新动向是提出

/晚年马克思放弃论0。其理由是马克思自 1873

年始,完全中止对5资本论6和六册结构的研究并

且直到生命的结束即整整 11年都没有再重返这项

工作,而编辑出版5资本论6二 -三卷则是由恩格

斯花费 11年时间直到生命终结才完成的 (列#格

列布涅夫, 2005)。

8.罗莎#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论。卢卡奇的

代表作5历史与阶级意识6所阐述的总体性方法和

阶级意识就是以卢森堡著述为蓝本的。卢卡奇有

一个明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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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方法。他指出 /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

中的首要地位, 而是总体的观点, 使马克思主义同

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

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 是马克思

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

基础的方法的本质。0142罗莎# 卢森堡在5资本积

累论6等著作中所运用的总体性方法, 以及她在同

机会主义的经济宿命论和伦理反对派进行论战时

所阐释的,总体的历史考察与机械的局部的历史考

察、辩证的历史考察与机械的历史考察之间的本质

区别, /同样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

主义的复归0,就是使 /马克思主义再生0。152

9. J. P iaget和 G. Garcia的 /新范式0热。西方

主流派学者一般都否定马克思构建学说而采用库

恩和拉卡托斯的 /范式0理论。而 /新范式0提倡者

把物理学、数学、心理学和认识论引入逻辑领域和

思维领域,创造心理学逻辑学体系、逻辑认识论和

运算逻辑, 并提出关于 /知识和逻辑的建构主义0

理论, 以及/在有东方思想特点的辩证思维方式和

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逻辑演绎形式主义之间的鸿

沟上架桥的任务0 ( G arcia语 )。

三、西方 /范式0理论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

辑体系建构学说的比较

综上所述,国外学界呈现两种理论取向, 一方

面,渊源于黑格尔哲学并以 5资本论6为最高成就

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建构学说还在发展;

另一方面是范式论在西方已占据主流地位。如同

马克思在 134年前所言,当年德国知识界把黑格尔

当作一条 /死狗0; 而现代西方主流派学者也是如

此,并且顺理成章地否定/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

想家的学生0的马克思体系构建学说, 162转而崇尚

库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0论。

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也呈现政治经济学体系建

构方法多元化趋向。如出现以演化经济学范式、过

渡经济学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

式为代表的 /范式0热,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一些学

者还提出马克思主义范式危机论;有的主张引进反

映 /资源配置全过程0的西方经济学范式; 有的学

者以5资本论6结构框架 +范式的 /拼盘0模式来构

建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等, 亦即体系多元化、方法

多元化与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应关注前

一种倾向掩盖之下的后一种倾向。

接踵而来应予以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这两

种经济学体系建构方法孰优孰劣? 一般而言,两者

在研究对象、规定性、方法论和优劣上的区别主要

在于:

1.马克思的逻辑体系构建学说擅长于对规模

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的分析以及对

/生产力) ) ) 经济制度关系 ) ) ) 经济运行关系0框

架的设计, 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可知性、历史性、整体

性和社会性。辩证逻辑和规范分析方法是主要分

析工具, 但其前提条件是,它考察的对象和事物必

须处在成熟阶段至少其主要矛盾已经展开。并且,

这种体系建构是一项艰巨的理论系统工程。

2.范式理论是围绕假设、准则、硬核、保护带、

启示法、研究主题、论据、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

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它强调事物和

系统的开放性、变迁性、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

和非线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擅长于对局部中的整

体或非整体性事物的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的构建;

对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分析是它的长处。这是一

种/短平快0的研究方式。

但是, 以经济人假设 ) ) ) 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

济行为) ) ) 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为标志的范

式框架往往具有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倾

向,逻辑空间比较狭窄; 有时对某些局部的表象问

题仅仅提供对策性、描述性的说明或数理模型。

有鉴于此,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

体系建构学说的总体思路如下所述:

其一, /回到马克思0。完整地全面地把握马

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的学说。长期以来,

我们把5资本论6逻辑结构等同于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逻辑体系建构学说的全部内容。这是 /肢解马

克思0,是对马克思体系建构学说的片面性或肢解

性的 /解构主义0解读趋向。这种非整体性解读由

于不承认理论体系的整体性, 就会抑制和窒息马克

思理论的原创性和生命力,许多理论闪光点和生长

点、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和思想线索被遮蔽, 出现逻

辑体系构建方法 /半截子化0、研究对象狭窄化、研

究内容空洞化以及政治经济学本身趋于僵化和边

缘化趋向, 并逐渐丧失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而导致

指导思想多元化倾向,因此,极有必要用完整的马

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来指导和建立

科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意义在于:这

是一项/去标签化0、/去空洞化0,凸显指导思想地

位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工程;而有没有自己的民族形

式并取得话语指导权的经济学体系,也是衡量一国

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其二, /发展马克思0。这也是马克思的理论

遗嘱。因为5资本论6是一个自成始基性体系但又

尚未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全部逻辑行程的 /半拉

子0产品,其 /续篇0只能留待后人 /在已经打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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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去探讨0。更何况 20世纪后期随着新系统

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 出现了一批研究复杂

系统和体系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

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

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

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

学体系 (这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

学说的一个来源 )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因

而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

系构建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

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

其三,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范式理论

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鉴于用范式理论

取代马克思逻辑体系建构学说在中国理论界已成

一种时髦风气, 因此尤应鲜明地反对 /取代论0、

/取消论0、/对立论0和 /拼盘0式 /互补论0, 提倡

从属型 /互补论0, 即范式理论应该从属于并纳入

马克思逻辑体系构建学说的框架。

其四,从属型 /互补论0之要义在于尊重方法

论、理论以及制度的移植原则和规律。首先,这种

借鉴、移植、融合或者接轨,不能发生在硬核层次上

而只能在保护层面上进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

西方经济学是两张皮、两种体系、两大炉灶,在意识

形态、基本假设、基本原理、价值观或哲学导向等重

大问题上 (例如经济人假设抑或劳动人假设,资本

本位抑或劳动本位、劳动价值论抑或非劳动价值

论 )都是对立的, 两者在核心或硬核层次上不可能

相互综合、融合或借鉴。西方经济学是否像马克思

学说那样,真正是一门值得本土化或中国化的 /硬

科学0呢? ¹ 值得发人深省的是, 西方经济学界有

许多知名学者也不承认这一点。在他们看来, 因

为它缺乏科学所应有的内部一致性, 即在理论体

系之中, 不能同时存在两种以上的相互抵触的说

法。但是, 事实上, 大量的并且还在不断涌现许

多观点不一、模式和范式不同的经济学派别, 只

被它们各自领域的成员所认可, 并被认为是判别

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承认, 西

方经济学不完全是科学, 往往使人无所适从。º

毋庸置疑, 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为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维护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利益

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级本质。马克思在 1830年

就为它的庸俗性作了定性。另一方面, 它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

律与管理经验, 反映了其实用性和科学性。因此,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外围或保护层层次上可以借

鉴、移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和市场制度的合理成

果。因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

系。总之, 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两重性抑此贬彼的

后果, 或者导致思想 /西化0 或者导致思想 /僵

化0; 两者必居其一。

第二, 这种移植、兼容和融合, 应该以是否

符合中国国情为前提。不能凡是合理的就移植,

否则必然导致两种教条主义。忽视中国独特的国

情和历史环境会犯 /桔生淮北则为枳0、 /播龙

种而获跳蚤 0 甚至出现 /颜色革命0 而亡党亡

国的错误。我们在批判 /土 0 教条主义的同时

不要走进 /洋0 教条主义的死胡同。作为最大

转型中国家的中国, 国情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

相径庭。例如美国的 /水土0 是民本经济, 中

国的 /水土0 是国本经济; 由于我国是一个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 所以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

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和软件。如果简单

地把那些主要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而定

做的主流理论和方法论运用到中国来, 无疑是削

足适履, 是一种 /洋 0 教条主义。以其昏昏,

难以使人昭昭。即使致力于发展中国家问题研究

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 由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和主要约束条件不甚了解, 因而开出的药方大失

水准, 以致于有人贴出 /发展经济学已经死亡0

的讣告。

第三, 不能忽视制度的系统性, 不能忽视隐

性制度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谨防跨国移植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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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发人深省的是, 我们有一些同志不赞成 /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

学0, 而主张引进反映 /资源配置全过程0 的现代经济学范式 (董辅礽, 1997; 魏杰, 1997 ); 或者着眼于世界

三大理论体系互补性的 /马克思主义新综合0, 但前提是必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发展和改造0, 并且

也不主张构建新体系, 因为 /斯密的理论体系在当初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0 (樊纲, 1988)。

西方知名学者鲍莫尔和布兰查德说, /经济学具有某种精神分裂症。虽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 它是最为严谨的学

科, 但是, 和譬如说物理学相比, 它看来肯定具有更多的 -社会的 . 而不是 -科学的 . 成分0 ( 鲍莫尔, 布兰

查德: 5经济学6, 第 7版, 纽约德里顿出版社, 1997年, 10页 )。萨缪尔森对此有同感: /经济学含有的科学成

分永远和它含有的艺术成分一样多0 (萨缪尔森, 诺德豪斯: 5经济学 6, 第 16版, 纽约, 麦格鲁 -希尔公司,

1998年 , xx iii页 )。



的非兼容症。什么是制度? ¹ 它是一个系统, 系由

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

亦即制度规则及其支持系统和 /配套0 要素这两

部分组成。后者包括国情、传统、习俗与其他文

化因素和社会支持条件, 例如市场经济、市民社

会、中产阶级、国民教育水平, 制度化行为所需

的文化背景、人文素质、环境和价值观, 如制度

观念、守法意识、法治意识、契约观念等。因此,

能否进行有效的制度移植, 在于这两者整体的协

调配合。我们往往忽视制度的系统性, 忽视隐性

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往往出现跨国移植所

诱发的非兼容症, 即社会有机体会因为移植外来

器官而产生的 /排异0 现象。众所周知, 西方发

达国家有效的市场经济理论、产权制度或政治制

度等是在长期试错过程中与其他文化因素和社会

条件相互结合形成的, 它的有效性有赖于其他因

素的支持, 但这种制度一旦移植到中国, 所需要

的支持条件和 /配套0 要素却不可能同时搬过

来, 于是, 这种制度往往在后发展国家中失效。º

日本学者青木昌彦也指出, 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

好的正式规则, 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

而一时难以变化, 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

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 借鉴来的制

度可能无法实施也难以奏效。这种冲突是外来制

度规则与本国相应的 /配套0 要素和支持系统的

排斥反应, 实质上是一国基本制度 (基础性制度

安排 ) 即制度环境与移植过来的新制度的矛盾或

非相容性的表现。因此, 我们既重视理论和制度

自身的创新也要重视外来理论和制度的移植。但

是, 一种经济理论尤其一种经济制度的跨国移植

要慎之又慎。即使在正常情况下, 也需要政府和

企业进行 /宏观修正0、 /硬着陆0、 /软着陆0

或 /微调0, 以抑制、预防和克服跨国移植诱发

的 /排异0 反应或非兼容症。»

¹ 西方学者的共识是, 制度是 /社会的博弈规则0 ( soc ial ru les of g am e), 一种具有整体性特征的 /规则集合 0 和

/规则系统0; 制度系统由规则 (内部制度 ) 及其执行 (外部制度 ) 两部分组成; 或由正式规则 (法律、宪法、

规则 )、非正式规则 (习惯、道德、行为准则 ) 及其实施效果构成; 或由显性制度 (政治、经济或法律制度构架 )

和隐性制度 (文化、习俗、伦理、道德、宗教、惯例或潜规则 ) 两部分组成; 也是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即 /非正式

约束0 (习俗、道德、文化等 ) 软件或 / (潜 ) 规则约束0, 以及和正式的制度安排即 /正式约束0 (法律、规则、

产权等 ) 硬件的总和, 而制度和组织的互动形成了经济中的制度演进过程。洛伊 ( Low i) 在 1985年曾列举了与市

场经济配套的 9个要素和前提: 法律和秩序; 稳定的货币; 财产法和财产权; 合同法; 支配交换的法律; 公共领

域转到私人手中的法规; 公共物品的提供; 人力资本 (劳动 ) 的提供与控制; 分担风险。何况从制度供给、制度

创新、制度安排和制度移植成本的角度来分析, 至少包括 ( 1) 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的费用; ( 2) 清除旧制度的

费用: ( 3) 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 ( 4) 制度变革及其变迁造成的损失; ( 5) 实施成本; ( 6) 随机成本。

º /戊戌维新0 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明证。清朝第一代留学生严复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 提出了著名的 /严复悖

论0: 单独移植西方的个别制度无济于事, 而全方位地移植该制度赖以存在或配套的支持系统又是不可能的。严

复以牛如何追赶马为例: 牛看见马比自己跑得快, 以为症结在于马蹄而将其移植到牛腿上, 可是牛仍然跑不快,

先后置换马的骨骼、肌肉和血液都无济于事。结论是牛必须变成马, 否则牛永远追赶不上马。

» 例如, 为什么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这就是一种因西方产权制度设计或规则与中国本土支持系统和 /配套0 要

素相异而产生的 /排异0 反应。据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 国有资产流失额从上个世纪 90年代起扩大到每年 1500

亿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通过大规模地一窝蜂移植西方股份制和 M PO制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西方盛行的股份

制和 MPO制所需要的支持条件和 /配套0 要素 (暂且不论赖以滋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现代化大生产和一定的

管理水平 ) 至少包括独立的中介机构, 发达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企业家或经理人市场, 以及市场法律框

架和市场诚信规范, 等。洛伊 ( Low ,i 1985) 曾经列举了与市场经济配套的 9个要素和前提。中国社会和各地的

企业是否基本具备了启动这种制度改革、制度移植所必需的初始性条件? 反过来, 凡是符合国情、符合各个地方

各个企业实际情况并大体具备了初始性条件的单位, 股份制改革又为什么不能搞呢? 我们并不排斥在马克思主义

产权理论外围或保护层融合西方产权理论和制度的有用成分和合理因素。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为指导, 尊

重制度变迁和制度移植的规律, 才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非私有化导向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产权经济学理论和社会

主义产权制度。总之, 既要大胆、积极和主动, 又要慎之又慎、分类指导, 防止一刀切。

第四, 从属型 /互补论0 的最后一层涵义界

定了从属型的性质、地位以及创新和从属的关系,

即重点在于创新而移植处于从属地位。对西方经

济学 (其中包括范式论 ) 和市场制度的大规模借

鉴和移植已经走到尽头。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

拐点, 我们必须完成从启蒙型、模仿性移植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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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的历史大跨越, 并从西方经济理论范式、

话语权及其体制这种舶来品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创造中国特色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 才有望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这里所说的创新型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包括

理论、制度和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创新。

四、构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的新

思考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引发了

关于构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的新思考。

1. 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的基础

只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而不

是西方的范式理论。但是, 可以借鉴其合理的科

学的要素。

2. 中国改革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和逻辑构

件在目前只能构建转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而铸造

成熟的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有待于进一步的

实践, 尚需缓以时日。无疑, 现代政治经济学体

系打印上了 /摸着石头过河0 的烙印。该体系应

保持一定的弹性, 以免让不成熟的体系束缚实践

活动。

3. 因此, 研究与实践经验紧密相连的经济体

制运行模式 ) ) ) 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准则即

模式问题是 /经济学的基本任务0 (布鲁斯

语 ) ) ) ) 是具有弹性的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

一项重要内容。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模式,

例如 /利西奇金 ) ) ) 利别尔曼模式0、 /南斯拉夫

自治模式0、 /兰格模式0 和 /卡莱斯基增长模

式0、/科尔纳) ) ) 利普塔克多层规划模式0、 /沃

尔康斯基模式0、 /普加乔夫模式0 和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宏观性质的; /温州模式0 是

中观性质的; /华西村模式0 是微观性质的, 不

一而足。

4. 研究对象的定位要突破狭窄化趋向。要回

归马克思和恩格斯, 其研究对象应该囊括 /生产

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0;

而生产关系不仅是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

生的生产关系, 而且包括上升到具体层次的 /第

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0, 即 /派生的、转移来

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0, 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

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172

5. 基于时代所赋予的 /两个并存0、 /两个

矛盾0 特征, 应从整体上和普遍联系中打通新体

系与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在逻辑联系, 这对于布局

谋篇以及范畴的移植有方法论意义。要尊重某些

共用范畴, 尤其 /资本0、 /市场经济0、 /股份

制0 等范畴在不同制度之间的移植规律, 即关于

/保留0 (几种生产方式共有的 /物质内容0 ) )

/剥离0 (资本主义 /社会形式0 ) ) /嫁接0

(社会主义 /社会形式0 ) 和通过实践 /整合0

的规律。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或学

说理论的遗产之一是: 确定始点范畴、主线以及

作为主线落脚点的基本范畴十分重要; 其次, 体

系框架可以是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 社会生产

总过程的程序, 或者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

四个环节的顺序搭建逻辑体系的脚手架。商品范

畴是转轨型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元范畴或逻辑起点。

它对于理顺逻辑顺序、逻辑层次, 打开逻辑通道

和扩大逻辑空间有重大意义。新体系看来不能用

/自主联合劳动0、经济人或 /新经济人0 假设作

为逻辑演绎的起点范畴。¹

7. 应该从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

合点上确定中心范畴和研究主线。º要重视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0 这个创新性范畴。不主张把 /公

本0 或 /社本0 作为新体系的中心范畴。

8. 四大 /中介0 范畴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

建的 /枢纽点0。/中介0 范畴就是逻辑中项, 也

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和过渡环节。要注重研

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产权和股份制这四大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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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前苏联经济学者关于逻辑起点意见如下所述: 查果洛夫, 赫辛等主张 /计划性0 观点; 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阿特拉斯, 帕什科夫等坚持 /公有制0 观点; 此外, 被视作初始范畴的还有 /社会产品0 (诺特金 )、 /社会主

义产品0 (巴德尔 )、 /直接社会产品0 (安德列耶夫等 ); /劳动的直接社会性0 (波克雷坦 ) ; /劳动协作0 (康

德拉绍夫 )、 /为社会谋福利的无酬劳动0 (阿格夫宁 ); /集体性关系0 (库兹明诺夫等 ) ; /社会需要 0 (科泽尔

斯基 ) 等观点。

前苏联经济学者关于逻辑主线的意见如下所述: /生产资料公有制0 (克隆罗德, 鲁缅采夫, 阿巴尔金等 ) ; /劳

动者联合会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0 (柳博希茨等 ), /整个社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0 或 /国家与物质生产者之间
的关系0 (阿格耶夫等 ); /同志式合作互助关系0 (库兹明诺夫 ); /直接的合作 0 (波克雷坦 ); /劳动力与生产

资料的有计划结合0 (查果洛夫, 叶廖明等 ); /直接社会劳动0 (加戈希德泽 )、 /劳动的社会形式0 (鲍里索

夫 )、 /集体劳动 0 (切尔科维茨 ) 等。



/中介0 范畴。

9. 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交互作用中催生转轨

型政治经济学体系。大胆借鉴 /范式0 理论和复

杂系统研究方法论的优秀成果, 注重研究萨缪尔

森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0 体系和斯蒂格利

茨经济学体系, 尤应加强对制度经济学、过渡经

济学、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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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本论 6 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比较

丁  冰

  1摘要2  5资本论 6 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理论结构有原则

区别, 说明二者在整个理论体系上是对立的, 不容混淆, 也不能融合。但这不等于说西方经济

学一无是处, 事实上它的某些个别分析方法和观点对我们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如新古典经济学

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和加强微观经济管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古典综合理论的

某些方法对于我们认识处理微观、宏观经济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有借鉴意义; 西方经济学的种种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措施对加强和改善我国宏观经济管理, 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

系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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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5资本论6 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创立起来的, 它集中体现在被

称为 /工人的圣经0 的 5资本论6 这部马克思的

伟大著作中。但是人们在相当长时期以来都不太

清楚的是, 5资本论6 并不是马克思所计划完成

的庞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 而只

是由马克思打算写的经济学巨著 5政治经济学批

判6 六册结构¹的第一册 5资本6 第一篇 5资本

一般6º 中的一部分, 计分三卷, 共约 185万字。

这部巨著是马克思早在 19世纪 40年代就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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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六册结构是: 第一册 5资本6、第二册 5土地所有制6、第三册 5雇佣劳动6、第四册 5国家6、第五册 5对外贸

易6、第六册 5世界市场6。
其余各篇是: 第二篇 5竞争6、第三篇 5信用6、第四篇 5股份资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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