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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们看来，作为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与经济学其他学科
相比，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忽视，作为最需要财力支持的学科却得到了最少甚至没有得到资助，经济思
想史学科的人才流失也异常严重，一些高校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几乎陷入停顿状态，目前该学科
在全国普遍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状态。
如何振兴经济思想史研究？
这是我国经济学发展中不能再忽视和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振兴和重大创新提供了历史机遇。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首先讨论中国经济学为什么要自主创新，然后论述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
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最后则扼要讨论贾根良所提出的“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设想。
当然，这些论述只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属于一家之言，其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得到经济学界
的关注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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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深入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结构与变迁。
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较，本书的特色在于：（1）总结和概括了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古典模型，在
此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分析模型的形成、结构以及与古典模型之间的关系。
（2）在阐述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思想及理论分析模型时，充分肯定了苏联“教
科书模型”、长波理论、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学术价值与理论贡献。
（3）系统研究和阐述了中国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成就。
（4）本书的理论叙述坚持了突出主线与多角度审视相结合、经济思想发展与理论分析模型演变相兼
顾、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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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萨伊定律在宏观总量上构筑了一个社会总需求始终等于社会总供给的模型。
其隐含的假定是循环流程可以自动地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如果出现因公众需求转移使一些部门的工人失业，工资的伸缩性会使这些部门的劳动供给增加，工资
就会降低，使劳动需求等于供给，达到市场出清；同时，另一些部门由于劳动供给减少，工资就会上
升，也会达到市场出清。
总之，即使有暂时的失业，但经过工资的调整，最终也会达到市场的均衡。
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
产过剩，而只能在国民经济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即使有这种情况也是暂时的；货币仅仅是
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由于在衰退时劳动市场和货币市场上可能存在非均衡，大量失业会继续下去，再加之萨伊把以货币为
媒介的交换看作是物物交换，所以，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社会总需求始终等于社会总供给模型，因其
假设条件的不成立而难以成立。
“萨伊定律”反映出萨伊不明白物物交换与以货币为媒介交换的区别，马克思的评价直截了当地指出
了“萨伊定律”错误之所在：“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
反复。
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
⋯⋯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
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
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
”②萨伊只看到了买和卖同一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两者在时间、空间上有可能分离的另一面。
资产阶级经济学尽管最终抛弃了萨伊定律，但经济学家们总是认为这个定律中包含着一些有意义的东
西，他们试图通过多角度解释与对某些观点的支持，给萨伊定律在学说史上一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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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马健行教授曾经这样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研究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显得很
不够，至今还缺乏一种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
而且已有的一些研究也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缺乏理论评价的客观、公正、合理性。
在几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马健行教授的评价是中肯的、符合实际的
。
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全面、深入、系统地整理和发掘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开展
合理、公正、客观的学术评价，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在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过程中，马健行教授给了我很多支持和鼓励。
作为国内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专家，他的研究几乎跨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全部领域，
从《创作史》、《帝国主义理论形成史》、《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形成史》，记录了他的学术成就和研究轨迹。
作为我的导师，我有幸就许多问题请教他，也能不受拘束地与他讨论，聆听他的学术教诲，总是能得
到启发和帮助，这是我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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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结构与变迁》是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之一，由刘明远所编著，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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