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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典通读》：一套将经典学术巨著进行全新通俗化编译的丛书，旨在引领读者轻松快速阅读学术经
典，从而普及对人类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名家名著。
    《经济发展理论》：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并告诉你一个和马克思所述完全不
同的社会主义。
 　　本书是熊彼特西方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早期成名作。
在书中，他以“创新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从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颇大。
 全书共六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对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包括从“企业家
”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进行了开创
性的论述。
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等问题。
第六章运用“创新理论”分析了经济周期的形成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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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彼特，美籍奥地利人，西方现代著名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
     
　　《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熊彼特早期成名作。
在书中，他以“创新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从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颇大。
     
　　熊彼特的其他著作有《资本主义、社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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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前面创新是推动发展的灵魂  ——《经济发展理论》导读第一章  由一定环境
所制约的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　第一节  经济研究的范畴　第二节  人类经济行为最抽象的描述　第三
节  最基本的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土地服务　第四节  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价值决定　第五节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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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购买与信贷　第二节  信贷的本质　第三节  信贷的作用　第四节  资本的本质　第五节  货币
市场存在的价值第四章  企业家利润　第一节  企业家利润产生的一般形式　第二节  企业家利润产生的
多种途径　第三节  在非交换经济中利润的产生　第四节  非交换经济中利润的归属第五章  资本的利息
　第一节  利息的本质　第二节  利息的两难困境　第三节  利息与剩余价值　第四节  利息的分类与企
业家利润　第五节  利息的货币形式　第六节  购买力对利息的影响　第七节  利息的形成与货币市场　
第八节  利息与货币供给　第九节  利息与永久性收入　小结 第六章  经济周期的初步论述　第一节  对
经济周期的基本看法　第二节  经济系统的发展过程　第三节  论经济周期对企业家产生的影响　第四
节  企业家对经济繁荣的促进作用　第五节  经济萧条产生的原因　第六节  经济萧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积极影响　第七节  对经济危机治疗方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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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由一定环境所制约的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第一节经济研究的范畴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由
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事实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经济问题，只不过是运用抽象的方法，从繁杂的社会过程中找到其中的经济事实而
已。
这种抽象是我们在心理上对现实的技术条件所进行的模拟。
可以说，经济学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纯粹的经济事实，它还包括其他方面，有时这些方面甚至更
为重要。
社会事实是人类行为的结果，经济事实则是经济行为的结果。
我们这样定义经济行为：它是以获得物品为目的的行为。
在这种意义上，经济事实的领域也就被经济行为的概念所限定了。
在此领域中，每个人都必须有（至少有一部分）经济方面的行为，要么是一个“经济主体”，要么依
附于一个“经济主体”。
其实，根据对经济事实领域的限定，我们可以把社会中的人分为两大类，一类人的主要活动是经济行
为或商业行为；而对另一类人来说，经济行为并非他们活动的主要方面。
此时，经济生活就可以由第一类人组成的集团来代表——尽管其他社会成员也有经济方面的行为。
于是我们说，这个集团的活动构成了经济生活。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我们要研究的是那些目的在于通过交换或生产取得物品的经济行为，以及由此限
定的领域，而暂不涉及经济动机和社会经济力量等较为宽泛的领域。
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经济的发展。
在提出论点以前，我们将在本章完成一些准备工作：提出一些原则，设计一些概念，同时提供一些便
于掌握公理的方法。
这些准备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论点。
在本章我将不使用“注释”的方法，同时提醒大家注意，尽管本章所论述的的确是经济理论的一部分
，但并不需要读者具备特殊的知识对其进行论证。
另外，本章中我将尽量不使用专业术语，而是尽可能采用简单的表达方式，因为我们的论证的确很少
涉及理论上的结论。
总之，本章将遵守这样的原则：凡是在专业术语对论述没有更好的帮助之时，都将使用通俗易懂的叙
述方法，尽管这样可能会在准确性上做出牺牲。
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是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对未知问题的解答。
尽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所不同，但是我们研究经济事实的态度同样是严谨的。
经济学家们同样会把研究客体看做“未知的事物”加以研究，追根溯源，直到相对来说使它变成“已
知的事物”。
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到底有多大呢？
当我们找到’所研究的经济事实的原因，并且论证这些起“原因”作用的现象是非经济现象，那么我
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以后就让其他学科来对这些非经济现象进行研究。
而此时我们已经到达了经济学领域的边界。
例如，如果我能说，地租是由于土地质量不同所引起的．那么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在经济学上对它的解
释。
同样，如果我能对某种价格运动追溯到商业的政府管制，那么作为经济学家的任务就完成了，因为政
府对商业的管制并不是以通过交换或生产获得物品为直接目的，从而它并不属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范畴
。
经济实践有其自身的逻辑，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准确地表达这一逻辑。
这时，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会设定一个孤立的社会，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就是本
书所要研究的。
第二节人类经济行为最抽象的描述在此，我们首先假设这样一个国家：在商业上组织得井井有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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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私人财产、分工和自由竞争占据主导地位。
然后，我们以这样一个国家为基础展开论述。
在这个经济体制中，会出现这样一个经济事实：农民种植的谷物被运送到遥远的城市，以供面包师制
作面包，但这个农民根本不知道他的谷物被运送到哪里以及被谁消费。
对于那些对经济体系毫不了解的人来说，这一切犹如天方夜谭，尤其是当他进一步发现谷物通过一些
人之手到达最终的消费者那里，而这些人也不知道这个最终的消费者是谁时。
但是，那些了解这个经济体系的人能够很容易地解答这些疑问，这一切都是缘于长期积累的经验。
对于农民来说，长期的经验使他懂得应当考虑需求的大小和强度，并告诉他生产多少能使他的利益达
到最大化。
同时，他会尽可能维持这个数量，除非市场环境变化，这个数量才有可能改变。
除了以上的例子，农民在其他的经济活动中也会采用同样的核算方法。
在这个经济体系中，他会像企业家那样自觉地、完全地核算他的经济活动，也会半自觉地在习惯的影
响下进行核算。
在智商、知识能够达到的范围内，根据长期的经验，农民通常能够确定他所需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价
格，他也知道自己需要付出多少劳动（他可能是按照纯粹的经济学原理来估算自己的劳动价值，也可
能是用不同于其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劳动），同时他还能够选择最适合的耕作方法。
同理，与农民有交易关系的人也会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来判断市场和需求。
由于我们假设的经济体系不存在失效的情况，所以经济周期的循环流转会进行得比较迅速，并且在每
个经济时期都会发生相同的情况，因此我们所描述的各种交易都是精确的。
我们也由此可以下个结论：个人的经济活动由过去的经济周期决定——这不仅仅因为经济周期支配着
个人的行为，还因为农民的生活或者依靠前一时期的物质产品，或者依靠用这种产品的收入去获得的
东西。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向读者描绘了一个社会和经济的关系网，每个人的经济活动都被涵盖在这张网中
，没有人能够轻易摆脱，而这张网正是由长期的经验结成的。
在这张网里每个经济人都可以找到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
此刻，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假设：在每一个经济时期，每一个人都是靠前一时期生产的物
品来生活。
在我们描述的经济体系中，农民的例子并非特例，这里我们对其加以推广。
我们假定：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生产的全部产品售出，而且当他消费自己的产品时，他也是顾客，这
种个人消费也同样由市场价格决定。
这时，所有其他的经济主体（例如商人、工人等）就和上述农民的情况一样了——他们在同一时期既
是买主又是卖主。
我们先以商人为例，他们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生产产品和寻找买主。
此时，这些商人的产品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但由于存在着各种原因，很可能有干扰）必将完全卖出
，因为这些经验的确是准确和有效的。
对此，我们作进一步的说明：屠户出售多少肉要由他的顾客——比如裁缝——将要购买多少肉并按什
么价格购买来决定。
可是这又取决于裁缝的营业收入，而裁缝的收入又取决于他的顾客，比如制鞋匠的需要和购买力，而
制鞋匠的购买力又取决于他所为之生产的人们的需要和购耍力；如此循环，直到最后我们遇到那些收
入来自将自己的物品售与屠夫的人。
在这张经济之网里，所有的数量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可以随处见到。
上述的稻谷、面包等都是被消费者习惯了的商品，而人们却很难习惯于把自己看做是土地服务、劳动
服务的消费者。
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看做是这些商品的消费者，那么的确能使我们所描述的图景更加全面，因为这
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各种物品循环流转的过程。
显然，在不同的经济时期，每一类商品的每一单位并非经过同一条道路到达同一个消费者。
但是，在此我们做出一个假设：不同经济时期生产商品的目的在于到达同一个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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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必须以不改变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为基础。
因此，在经济体系的某一处。
每一项需求都在等待一项供给，而且在这个体系中，必然存在着一种商品的补充品，而这一补充品恰
好是人们手中的其他商品。
人们根据由经验确定的条件，用补充品来交换这种商品。
这时根据所有商品都能找到市场的事实，我们说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结束了。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所有的经济主体都是根据来自经验的数据和方式做出各种决定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们赖以做出决定的数据并非完全不变。
例如，外界环境的变化导致供求数据发生变化，从而人们也会立即改变行为来与之相适应。
尽管如此，每个人还是更愿意选择自己已经习惯的经济方法，除非来自外界的压力过于强大。
正因如此，经济体系才不会随意变化，任何时候都与以前存在的状态相联系。
这可以被我们称为“威泽尔的继续性原则”。
在此，如果我们描述一个完全没有变化的制度，那么这的确是一种抽象的过程，但是其目的只是为了
阐述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本质。
其实，通过另一种方法，同样可以更清楚地证明上述结论。
我们首先假设：在一个经济周期终结之时，所有的经济主体都把本期生产的产品堆放在一个仓库里，
然后按照某种原则进行分配。
那么，是否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某些做出贡献的人分配不到物品，或者分配不到想要的数量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在这里，长期的经验同样起着作用。
根据这些经验，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为了获得理想的物品，他们需要做出与之相对应的贡献（他们已
经想到了每一份物品都包含一定量的劳动）。
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看做一个仓库，把社会总产品看做仓库中的物品，那么情况也是一样的。
这时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所有的数量关系都是根据经验获得的，那么在经济周期终结
之时，所有的贡献与所有的需求份额必然相互抵消。
以上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图景还是过于复杂，为了更好地展现经济体系运行的本质，我们做出以下简化
：假设在没有任何关于交换的知识和经验的情况下，同一民族的人在文化品位、技术知识以及消费品
、生产物品的最初存量方面都是相同的。
这时，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寻找办法，才能达到最大可能的经济福利目标。
在此，我们只是为了突出经济行为的基本原理，想要对经济体制或组织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运转情
况进行分析。
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可能很多，但它的意义总是在于满足需求，因此，我们从需要这个事实得出
的概念和命题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效用的概念，以及由它引出的边际效用，或者说
是“选择系数”。
进而我们提出了某些原理，即关于资源在被使用的各种范围内的分配原理，物品间的补充性和竞争性
原理，我们还可以合乎逻辑地引申出交换比率、价格以及古老的源于经验的“供求法则”，最后是我
们达到价值体系及其均衡条件的初始思想。
在需求之后我们需要讨论一下生产。
生产到底是什么呢？
约翰?雷从自然事实的领域将其解释为：它是一个观察自然过程的结果，并将其充分利用的问题。
但是，这种解释能够运用于经济学领域吗？
自然事实与经济学到底有多少联系呢？
恐怕没有人能够一言以蔽之。
因此，像收益递减规律这样的理论对于具体的经济结果是否有意义，意义到底有多大都是难以判定的
。
说得更直接，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和在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之间并元联系。
探究完生产的物质和社会方面，我们就要进入更深的层次，即生产行为的具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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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在生产时所追求的目的，对生产的方法和数量印下了清楚的烙印，也必然会在给定的生产资料
和客观需求的结构内决定着生产“什么”和“为什么”生产。
在非交换经济内，生产目的同样决定着整个经济过程。
在这里，人们都是为了直接消费而生产，而这种需要的性质和强度，在实际可能的限度内起着决定性
作用。
此时，给定的外部条件和个人的需要共同决定着经济过程。
而对于交换经济来说，对一些细节加以修正，也可以得到上述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生产的“社会方面”使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经济问题，这必须同生产的物质方面，即
纯粹技术问题区别开来。
它们之间是相互对立的。
例如，工程师建议采用一种新工艺，而商人则以这样做不会获利为由加以拒绝。
工程师和商人都可能会这样解释：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他们都是根据恰当的知识做出该决定的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个人对恰当性的认识互有差异。
商人所说的恰当性是商业利益，在他看来，生产过程的改变只有增加需要的满足才是恰当的。
因此，如果工程师提出的新工艺不能达到上述要求，那么在商人看来只不过是资源的浪费而没有任何
经济意义。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当技术因素同经济因素发生冲突时，技术因素总是屈服于经济因素。
但这并不能否定生产技术的独立存在及其意义，以及工程师观点的恰当性。
在此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予以说明：假定一台蒸汽机的所有部件都符合经济上的恰当性，因此，蒸汽
机能够被充分地利用。
如果通过用更多的燃料，让更多有经验的人操作它，对它加以改善等方法，使它能够更充分地被利用
，但是假如这么做没有什么好处的话，那么这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需要考虑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机器能做更多的工作，能多做多少，利用现有的知识可以怎样改进它等
等，这些还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一旦这些改进变得具有恰当性，便可以立刻付诸实施。
经常把理想同实际进行比较，以便使被放弃的可能性选择不是由于无知，而是由考虑成熟的经济原理
决定的，这样做也是有好处的。
总之，在一定时期使用的每一种生产方法，都要服从经济上的恰当性。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存在一种误解：生产创造财富，因此生产自然具有创造性。
其实，无论是从技术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生产都没有在物质的意义上创造出什么新东西。
在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生产所做的只是影响或控制事物及其过程。
这种影响和控制力就是一种“力量”，它包含了不同的利用物品和处理物品的方法，包括各种位置上
的、机械的、化学的和其他的过程中的变化。
在经济学意义上，所有这些力量的作用是相同的：改变生产资料和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新
的生产方法来改变人们所需要的现存状态。
可能有些新的方法在技术上也是完美的，但是在现实中大多数情况并非如此，许多时候技术的完美要
让位于经济利益。
每一种生产方法都是各种力量和生产资料的特定组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处的角度不同，这
种组合也必然有差异。
但是以技术完美为目的的组合与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组合必然不同，前者涉及现有的需要和手段，后
者则涉及方法的基本思想。
如果非要找出经济上的最佳和技术上的完善背道而驰的原因，那只能是由于人们缺乏知识，以及懒惰
造成的，或者是由于先进的技术不能适应给定的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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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套将经典学术巨著进行全新通俗化编译的丛书，旨在引领读者轻松快速阅读学术经典，从而普
及对人类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名家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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