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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分离之后 ,出于对方法论进步的渴求 , 数理分析方法被大量引入经济研究 , 而政治的因素则

日益淡化。这造就了 “经济学”的繁荣 ,却也导致其根本缺陷。现实生活中经济与政治的内在关联决定了经济研

究中政治的因素不可或缺。在此背景下试图通过从制度和历史的角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 、进而重构

大多数经济学模型的新政治经济学悄然兴起。它所体现的研究取向为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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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theseparationofpoliticaleconomyfrompoliticalscience, mathematicalanalysiswasintroducedintoeconomicre-

searchonalargescaleoutofanaspirationforbettermethodologywhilepoliticalfactorswereincreasinglyweakened.

Thiscontributedtotheprosperityof"economics", butalsoresultedinitsfundamentaldrawbacks.Theinternalintercon-

nectionbetweeneconomyandpoliticsinreallifedeterminestheindispensablenessofpoliticalfactorsineconomicre-

search.Againstthisbackground, thenewpoliticaleconomyhasemerged, whichseekstocriticizetheassumptionsand

conceptsofmainstreameconomicsfromaninstitutionalandhistoricalperspectiveandreconstructmosteconomic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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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政治经济学的演进

“政治经济学 ”这一概念出现之前 ,古希腊文中

就分别有 “经济 ” 、“政治 ”这两个名词 。 “经济 ”一

词的含义是 “家庭管理 ”。一般认为 ,色诺芬的 《经

济论》是有关与此的最早文献 。 15、16世纪 ,随着新

航路的开辟 ,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在资本的原始积

累过程中 ,商业资本与国家利益在累积财富和向外

扩张的强烈欲望中找到了一致的契合点和突破口 ,

重商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英国 ,伊丽莎白时

代(1558— 1603年)首倡重商之风且颇具成效 ,有力

促进了英国外贸蓬勃发展。法国也不甘示弱 ,在太

阳王路易十四时期 ,财政总监柯尔倍尔力行重商主

义同样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但法国是不幸的 ,路易

十四的战争国策以及对农业的漠视几近招致灾难性

的后果 ,国库如洗 ,农业凋敝 ,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

边缘 。也许正是在法国 ,重商主义几乎暴露了它的

全部弱点 。 17世纪下半叶 ,法国出现了反对重商主

义政策 、主张经济自由及重视农业的思潮即重农主

义。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作为政治经济学初期的两

大传统 ,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影响甚为深远。

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蒙克莱田在其

出版的《献给国王与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 》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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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开使用 “政治经济学 ”这一概念。蒙克莱

田当时使用这一名称是想以此来说明他所论述的已

不是家庭管理问题 ,而是涉及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

和政治 、社会问题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他的这一新

概念 ,在西欧整个 17世纪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几

乎没有人引用这一新概念 。到了 18世纪 ,这一概念

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后来 ,在重农学派的影

响下 ,这一术语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人们

仍然用它指管理 、监管甚至指秩序井然的自然法 ,但

对政治经济学有了更准确的界定———“经济组织科

学 ”,用来概括对财富性质 、再生产和分配等问题的

讨论。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在 《经济表 》中的用

法便兼有这双重含义。 《经济表 》虽然没有用政治

经济学作为书名 ,但其基本内容 ,正如后来马克思指

出的 ,是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

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
[ 1]
。受重农学派的影响 ,

此后相当长时间内 ,研究人类财富生产 、分配 、交换 、

消费问题的理论都沿用了 “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 。

1776年 ,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 、重

农主义作了充分而又截然有别的说明 ,它的问世标

志着重商主义在英国的终结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

始 ,斯密本人也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 。亚当 ·

斯密之后 ,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

者是大卫·李嘉图。 “李嘉图对先验公理进行抽象

推理的技术 ,以及他对逻辑数学而不是哲学 、历史理

论的偏爱对经济学理论的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 。这

种影响 ,一方面鼓励了逻辑检验而不是经验检验的

理论导向 ,对理论经济学原理起了推动作用 。另一

方面使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日益疏远”
[ 2]
。受李

嘉图的影响 ,经济学家开始有意无意地缩小政治经

济学的研究范围 。在经历了 19世纪 70年代由门格

尔 、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发起的边际革命之后 ,数理分

析方法也被大量引入经济研究 。

从 19世纪中期开始 ,有两方面的事件影响了政

治经济学的发展进程 ,进而导致政治经济学的分化 。

一是马克思完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超越了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线 。将 “政治”对 “经济 ”的

“单向度 ”影响设定为 “双向度”,并把两者看作不可

分离的相互融合 。二是部分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一

词意义含糊 ,令人迷误 ,主张放弃这一说法而代之以

“经济科学 ”和 “经济学 ”。 1890年 ,新古典经济学

代表人物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第一部使用 “经

济学”作为标题的主要著作。他们认为最好放弃政

治经济学这一术语 , “政治的(political)”令人迷误 ,

因为政治利益通常指国家各组成部分中某部分的利

益 。由于这一名称简便和科学上精确性 ,并且 ,在英

文中 economics可与 “数学 ”(mathematics)、“物理

学”(physics)等学科名词并驾齐驱 ,所以此后经济

理论方面的著作多采用 “经济学 ”这个名称。 “政

治”词素去掉以后 ,随后便可以论证说 ,经济行为反

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 ,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

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

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法则的 。而这正好与 19世纪

至 20世纪上半叶国家 “远离 ”市场的趋势以及自由

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相呼应 。

所以 ,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提升 “政治 ”因素的

地位相反 ,其他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派的 “政治”味

道却继续削弱 。对方法论进步的渴求 ,以及对更为

缜密的经济分析基础的期望 ,是推动这种趋势的重

要动力。
[ 3]
为了成为数学化和简化的科学 , 主流经

济学抛弃了政治经济学的大多数基本内容及特征。

经济学家认为 ,对制度变化和结构转型的研究不可

能像数学那么精确 ,应该把对社会变迁的兴趣限制

在对整体均衡模式中微小的 、累积的调整的研究上。

此外 ,简化的要求使经济学不得不放弃了解宏观社

会整体性的系统化兴趣 ,在经济学这门全新的科学

中没有政治的立锥之地 ,因为没有一种工具可以使

经济学家用数字式的精确来考察政治体系。这样的

工具也许永远不可能有 。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社会制

度 、心理力量 、文化价值这些研究对象一一放弃 ,而

这些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 ,却是全面分析的核心

部分 。

　　二 、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彻底分离使作为政治经济学

直接继承者的经济学 ,在理论建构和实践运用上取

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开始趋向于衰落 。为了达到

数学准确性或科学准确性 ,经济学付出了高昂的代

价 ,抛弃了将历史 、社会整体性 、道德哲学与实践融

入研究和知识生活内涵的努力。这导致了经济学的

根本缺陷 ,它对社会的理解并不充分 ,对复杂的权

力 、社会结构 、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的理解也不深

刻 ,所以很难全面理解经济行为 。经济学的内在缺

陷导致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 ,许多经济学家开

始认识到脱离政治学的经济学是 “无用的 ”,经济学

与政治学之间天然的内在关联难以割舍 。因此自

20世纪 60年代起 ,西方经济学界悄然兴起了一股

新政治经济学潮流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

的英文对译是 politicaleconomy,而新政治经济学的

英文对译则是 newpoliticaleconomy和 newpolitical

economics并存 ,只是后者在学科名的指代上更为清

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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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来讲 ,新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形成过程中 ,

其体系结构并没有完全统一定论。不同学者对于它

的对象 、范围 、研究主题的界定也不一致。一般认为

新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关系 ,即:社会和

个人 、政治和经济 、国家和市场 ,并在此基础上研究

政策选择 、发展 、环境 、经济转轨 、国际组织 、经济一

体化和国际关系等问题。为了理解的简化 ,可以将

新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两个紧密联系 、互相渗透的部

分 ,即 “经济的政治学 ”与 “政治的经济学” ,尽管这

种划分就概念本身来说并不十分准确 。 “政治的经

济学”源于三位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罗 、萨缪尔

森和布坎南 。是他们将日趋成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应用于政治领域 ,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

具 ,以最优化 、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 ,

后来发展成为社会选择理论 、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选

择理论以及寻租理论 、官僚理论等。这往往被看作

是 “经济学帝国主义 ”的表现 。 “经济的政治学 ”则

源于制度主义的复兴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同

时也受到政治学由行为主义重新到制度主义转向的

影响 ,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制度 、历史 、文化以及国际

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 。这实际上是早期经济学

研究方法在更高层面的 “复兴 ”。 “政治的经济学 ”

研究是将经济学引入政治 ,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政治;

“经济的政治学”研究 ,则是将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

素引入经济 ,讨论它们对经济的影响。政治及其与

经济的关系 ,在 “经济的政治学”中是外生的 ,在 “政

治的经济学 ”中则是内生的。这一点在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上有明确的表现:在 “经济的政治学 ”中 ,政

府之所以出现 , 是因为市场失灵;在 “政治的经济

学 ”中 ,政府之所以出现 ,是因为政府失灵 。
[ 4]

不管是 “经济的政治学 ”还是 “政治的经济学” ,

就经济研究这一方面来说 ,两者是可以相互借重的 。

以经济的视角看政治问题 ,有利于更好地将政治因

素融入经济问题的探讨 ,而政治因素的考量 ,也有助

于更准确地描述经济运行的现实。在世界上的任何

一种政治制度下 ,政治学的大部分是经济学 ,经济学

的大部分是政治学 ,不存在纯粹经济学这种东西 。

所以在一部分学者的视野里 ,两个方面相互融合的

新政治经济学就意味着一种跨学科的视角 ,是关于

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的研究 。克拉克在《政治经济

学 ———一种比较方法 》一书中从主要目标 、制度域

和主要行动主体三个方面对经济学和政治学作了一

番阐释: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繁荣 ,制度域是市场 ,

主要行动主体是个人;政治学的主要目标是正义 ,制

度域是政府 ,主要行动主体是集团。对社会来说 ,繁

荣和正义恰如鸟之两翼 ,不可偏废。社会既要实现

个人目标也要实现社会目标 ,政治和经济是这一过

程的两个方面 。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综合将形成一种

跨学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 ,政

府和市场是密不可分的 。
[ 5]

需要一提的是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经济

学另有一种用法。实际上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 ,马

克思主义者从未放弃 “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当

主流经济学日益表现出 “纯粹化”的倾向时 ,激进经

济学家则努力拯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 20

世纪 60年代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新左派的

贡献 。新左派的政治经济学有三方面的含义:强调

分配 ,而不是生产率或增长;强调社会阶级间的权力

关系是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拒绝将政治经济学局

限于实证的社会科学 ,与政策倡导分离 。西方马克

思主义者在新政治经济学领域之一的国际政治经济

学研究中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作为其三大流派之

一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又分化为两种理论 ,

即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三 、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尽管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中取得了大大小小的

成就 ,但有时还是会被批评为太宽泛 ,试图包罗万

象。同时由于数学形式主义的引入 ,有时也被认为

对经济现象缺乏洞察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批评

也不无道理 ,但实际上 ,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特色与

其说是它的研究容量 ,不如说是它的研究类型或研

究取向。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大大拓展或

者说深化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福利经济理论或社

会选择理论从物质福利到自由权利;制度经济理论

从物质交换到权利交换;公共经济理论从私人权利

到公共权利;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国内权利到国际权

利。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 、

以物质福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生产

什么 、生产多少 、为谁生产 ,新政治经济学则以权利

配置为研究对象 、以自由权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

学三大问题:得到什么 、得到多少 、如何得到 。
[ 6]

总的说来 ,新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科学的各种研

究方法加以整合 ,将传统经济学分析中按理性选择

分析经济当事人的过度简化的理论与从制度 、历史

等角度来分析结构的因果推断的理论结合起来 ,用

结构知识来改进对经济当事人的分析 ,用经济当事

人的知识来改进对结构的分析 ,以避免结构主义和

理性选择相互独立所带来的许多弊端。其涉及到的

基本研究方法既有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又有在

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创新 ,一种研究方法的引入并

不排斥其他方法的采纳 。其研究方法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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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学分析方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借助

于纯语言 ,但随着理论日趋复杂 ,纯语言的分析和阐

述就变得越来越冗长并且难于保证逻辑的内在一致

性 。数学语言的简洁 、严谨和清晰恰好可以弥补这

一缺陷 。大量数学分析工具的引入 ,极大推动了新

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迅速发展 。数学模型使新政治

经济学的推理变得快捷而严谨 ,结论更加可靠和明

确 。对大量政治经济现象的数据化归纳研究 ,使新

政治经济学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有用信息 ,归纳

出政治经济系统的一般情况 、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 。

2.历史与比较分析。新政治经济学把政治 、经

济问题放到相应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和分析 ,找

出其存续的历史依据 ,并试图从历史的因果联系中

来把握政治 、经济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新政治经

济学还往往通过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政治 、经济现

象的比较获得对所比较的事物异同的认识 ,并深入

探讨出现异同的原因 ,探求各种可变因素的内在联

系 ,以求得一般的结论 。更为重要的是 ,新政治经济

学强调了比较方法与历史方法并重 ,试图在了解各

种政治 、经济现象的历史作用与客观价值的基础上

进行比较研究 ,避免主观臆断 ,保证比较研究的客观

性 。
[ 7]

3.组织 ———制度分析。社会科学中组织———制

度研究方法由来已久 。古典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政

治经济学都采用过这种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继承了

这一传统 ,将其广泛应用于国家 、市场 、中介组织和

文化之间关系的考察 。新政治经济学在讨论制度变

迁 、经济绩效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 ,特别关注由

特殊的制度给发展和变迁所创造的障碍 、刚性和机

会 ,并在宏观层次上研究特殊的制度和组织形式 ,试

图对决定部门和地区不同经济实绩的因素 ,以及决

定社会经济制度存在 、解体和转换的因素做出比较

分析。

4.非均衡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特征之

一是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 ,它坚持理性———个人主

义 ———均衡的世界观 。不管是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

假定 ,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新发展都没有逃脱均衡

分析的框架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流派则建立在

对习惯和有限认知深刻理解的基础上 ,以制度 ———

历史———社会结构的观念作为其分析框架 。
[ 5]
它把

经济看作是一种在历史时间中得到发展的累积和演

化过程 ,经济过程参与者面临着严重的信息问题和

不确定性。因此 ,在现实经济社会中 ,摩擦和失灵是

常态而不是特例 ,理论分析的焦点就不能唯一集中

在均衡上。

5.跨学科研究。尤其注重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

究 ,并充分利用心理学 、社会学 、人类学 、政治学和历

史学中的相关材料 ,以使分析具有良好的开放性。

它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考察 、分析政治问题 ,也

通过政治学的理论模式来探讨经济过程 。在互相借

用各自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 ,力图在分析问题时把

政治研究与经济研究结合起来。

　　四 、新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价值

不可否认 ,分析的简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

济学自身的进步 ,对现实的抽象有助于洞悉直觉与

经验无法触及的领域。但如前所述 ,政治因素的淡

化实际上回避了对真实世界现象进行分析的困难。

政治意味着优雅而客气 , 经济意味着节省和效

率。
[ 3]
现实生活中经济与政治的内在关联决定了经

济研究中政治的因素不可或缺。中国的经验表明西

方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真谛依然知之有限 。中国

“大范围的制度变迁 ”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历史地理

和社会文化背景 ,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

这些因素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 ,经济分析的框架应

该充分反映制度因素的解释力 。因此 ,作为这种研

究取向的理论范式 ,试图通过从制度和历史的角度

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 ,进而重构大多数经

济学模型的新政治经济学无疑为解释中国经济转型

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当然 ,也应该看到新政

治经济学的发展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文化为

背景的 ,其所依赖的博弈环境是成熟 、稳定的市场经

济体制和相应的民主政治 ,而中国则处于 “转型期

社会 ”这一特殊的分析层面 。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的

解决必须直面中国经济现象 ,洞察中国社会特征 ,在

中国特殊的制度框架内 ,寻求合乎逻辑和实际的理

论阐释。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366.

[ 2] DEANEP.Theevolutionofeconomicideas.Cambridge:Cam-

bridgeUniversityPress, 1978:83.

[ 3] [美 ]阿伦·德雷泽.宏观经济中的政治经济学 [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 2003.

[ 4] 马春文.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 J] .社会科学战线 , 2005(3).

[ 5] 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激烈转向

[ J].社会科学战线 , 2005(3).

[ 6] 宋胜洲.理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 [ J] .经济评论 , 2005(5).

[ 7] 陈振明 ,黄新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 J] .厦门大学学报 ,

2004(1).

责任编辑:叶晓军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