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和谐经济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和谐经济论>>

13位ISBN编号：9787500418344

10位ISBN编号：7500418345

出版时间：1995-10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页数：508

译者：王家宝 等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和谐经济论>>

前言

　　译者的话　　弗雷德里克&middot;巴斯夏，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生于1801年，卒于1850年；
早年研究哲学、文学，后受亚当&middot;斯密等人的影响，发表一系列宣传自由经济观点的著作，代
表作是《和谐经济论》。
　　《和谐经济论》是时代的产物，它的问世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9世纪初，法兰西第一帝国虽然战胜了欧洲大陆国家，却屡屡不能制服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
继在特拉法加海战中失利后，拿破仑一世改变策略，于1806年颁布《大陆封锁令》，翌年又推出《米
兰法令》，禁止各国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企图从经济上扼杀对手。
1814年，拿破仑帝国寿终正寝，波旁王朝复辟，颁布新宪法，称《1814年宪章》，承认&ldquo;《民法
典》以及与《宪章》不相违背的现存法律依旧有效&rdquo;，继续对英国的封锁；1830年七月革命后，
路易一菲力浦王朝萧规曹随，在对外贸易中依然执行关税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得以继续存在。
　　然而，大陆封锁政策只是一时切断了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暂时刺激了法国的工业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弊端日益暴露，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断了原料来源，影响产品出口，
招致工商资产阶级的不满。
特别是到了40年代，因受经济危机影响，工商、财政、政治、社会产生一系列问题，非但平民百姓陷
入困境之中，怨声载道，就连中小资产阶级乃至大资产阶级亦深感不安，纷纷要求取消保护主义，推
行自由贸易。
1844年，巴斯夏响应英国反贸易保护主义一一《谷物法》运动，在《经济学家杂志》上著文《法国和
英国的关税对两国国民前途的影响》，猛烈抨击关税保护政策，主张自由贸易，赢得了资产阶级的喝
采，从此声名鹊起，1855年他亲临美国，实地考察当地民众反对对进口谷物课以重税的斗争；翌年，
美国废除《谷物法》，他旋即返回法国组建自由贸易联合会，统辖全国有关的协会，嗣后创办《自由
贸易周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不久发表集自由经济观点之大成的《和谐经济论》，被人誉
为&ldquo;经济史上自由贸易的最伟大的福音传教士。
&rdquo;　　贸易保护主义系指利用关税、补贴或进口配额保护本国工农业的政策，如英国的《谷物法
》、法国的&ldquo;大陆封锁令&rdquo;。
巴斯夏认为保护主义完全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侵略行为，因而是一种破坏经济和谐的行径，正
如自由经济的敌人封建贵族想靠劳动人民来养活自己一样，有些民族就是想通过保护主义宋掠夺别人
。
为此大声疾呼自由贸易，指出只有人们不再认为可以强迫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时，世界上才会有永
久的和平。
巴斯夏关于自由贸易的主张生前未能实现，身后却倍受重视：1860年，拿破仑三世受自由经济影响，
派巴斯夏的学生率团与英国签订《基于法英产品自由交换原则的贸易协定》，最终彻底打破了贸易保
护主义，法国的资本主义得到长足的发展，始于世纪初的工业化到60年代的第二帝国时期终于完成，
法兰西从此跨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然而，断言有了自由贸易就会有世界持久和平，这只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历史事实是：无论在保护主
义时代还是自由贸易时期，只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存在，就有战争，世界就不会安宁，这道理
不说自明。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ldquo;巴斯夏曾以波尔多和所有法国酿酒
厂主的名义煽动反对现存的统治制度。
&rdqu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 页。
）巴斯夏在政治上反对路易一菲力浦的金融寡头统治，七月革命胜利后，他抱着建立自由主义共和国
的愿望入选议会。
需要指出的是，与此同时，巴斯夏亦反对社会主义的兴起。
众所周知，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七月王朝建立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人运动随之勃兴，各种社
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对资本主义进行厂猛烈的批判，提出了种种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方案，直接
威协着资产阶级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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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谐经济论》是《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之一，它是时代的产物，它的问世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这部在西方颇为流行的《和谐经济论》，介绍19世纪上半叶法国一种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
今天，我们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对外改革开放，对内搞活经济。
希望此书能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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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生于1801年，卒于1850年；早年研究哲学、文学，后
受亚当·斯密等人的影响，发表一系列宣传自由经济观点的著作，代表作是《和谐经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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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为，倘在成文法之外确有普遍规律在发生作用，而成文法的使命仅在于规范这些普遍规律，那
就必须研究这些普遍规律，使之成为科学的对象，而政治经济学正是这样一门科学。
反之，倘若社会只是人的一种发明，而人只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物质，卢梭曾说，它的感情和意志、活
动和生命应该由天才的人物赋予，那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学，而只能有一些数量不确定的可能的和随意
的安排，各国的命运就将取决于某个偶然受命处理这些国家的命运的奠基人了。
　　我：不想长篇大论地论证社会确实受到普遍规律的支配，只想举几个虽然司空见惯，却并非不重
要的事实。
　　卢梭曾说：&ldquo;必须具备足够的智慧，才能观察每日所见到的事物&rdquo;。
　　我们生活和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现象便是如此。
我们对这些现象早已习以为常，除非突然发生异乎寻常的事，否则是不会留意的。
　　试以细木工匠这样一个属于社会下层阶级的人为例。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他向社会提供的全部劳务和他从社会得到的全部劳务，我们立即就会因这两者极不
相称而大感惊奇。
　　他每天从早到晚又锯又刨，制作桌椅板凳，他抱怨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好。
那么，作为对他的劳动的回报，他从社会实际上得到了什么呢?　　首先．他起床后就得穿衣，可是，
他的一件又一件衣服，竟没有一件是他自己制作的。
这些衣服尽管都很简单，却需要动手、动脑、制作、运输、种种巧妙的发明，总之耗费大量劳动之后
，才能穿到他的身上。
不但如此，还需要美洲人生产棉花，印度人生产染料，法国人生产　　羊毛和麻，巴西人生产皮革，
此外，还需要把这些材料运送到城里去加工：纺、织、染等等。
　　接着，他吃早饭。
为了他每天早晨有面包吃，别人要为他做一系列的事：耕地要开垦、打围、翻耕、烧荒、播种；收获
之后要防盗，大量的人群中需要一定的安全措施；小麦收割之后要脱粒、磨粉、揉面、烤制；要将木
材、石块和钢铁制成工具，要使用畜力和水力等等。
所有这些环节无一不需要大量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付出的劳动。
　　他在一天中还要消费一些糖和油，还要使用器皿。
　　他要送儿子去上学。
接受的教育虽粗浅，却是前辈人研究的成果，这些知识单凭想象是无法得到的。
　　他出门了，走在铺着石块并有路灯照明的街上。
　　如果有人对他的某项产权提出争议，就得有律师为他辩护，法官为他断案，司法官员监督执行判
决。
这些人只有在不愁温饱并且拥有知识和学问的前提下才能保护他的利益。
　　他还要到教堂去。
教堂宏伟庄严，是不朽的杰作。
他要带着圣经到教堂去，这本书大概更是人类智慧的不朽杰作。
教堂里有人教他如何做好人，启发他的智慧，升华他的灵魂。
为此必得有一个人能从容地生活，不为柴米油盐费心，而且能常到图书馆和修道院去，以便从人类的
传统中汲取知识。
　　他若出远门，必得有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平整路面，驯养役畜或降伏蒸汽；为了减轻摩擦，
还得琢平铺路石或者铺设铁轨，等等，等等，以便减轻旅行者的艰辛，节省时间。
　　社会为他提供的满足和单凭他自己所能得到的满足，两者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
我敢说，他一天的消费量如单靠自己，1000年才能生产出来。
　　更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所有的人在这一点上与他一模一样。
社会每个成员的消费量超过他们自己所能生产的成千上万倍，可是，谁也不曾窃取他人的劳动成果。
仔细观察一下便可发现，这位木匠用自己的劳务支付了他所享用的所有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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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细细一算，我们就会相信，他所获得的一切，没有一样不是用他的劳动换来的；无沦何时何地向
他提供劳务的人，都已获得或将会获得相应的报酬。
　　包括最卑微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在一天之内获得他们本人在数百年中无法创造的享受，这就
说明，社会机制必然巧妙而强大，否则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奇特的结果。
　　读者如能回头看看自己就不难发现，社会机制的巧妙之处远远　不止这些。
　　假定读者是位学生。
他在巴黎做什么?靠什么生活?社会肯定　要为他提供一大堆东西：食品、衣着、住所、娱乐、书籍以
及学习用品　等等。
单是说清楚这些东西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要花费大量时间，生　产这些东西当然更费时间。
这位学生回过头来提供什么劳务来偿付　　他所获得的这一切呢?要知道，别人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劳动
、汗水、劳　累、体力和脑力，进行了运输、发明和交易等等。
什么也没有，他目前　只能创造条件准备以后偿付。
那么，这许多付出了积极有效的生产性 劳动的人，怎么会将自己的劳动成果让他享用呢?原因在于这
位学生　的父亲　　姑且假定他是律师、医生或商人&mdash;&mdash;也许过去曾向法国　社会提供了
劳务，他当时没有立即得到报酬，但是，他却因此而得到　了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以合适的方式索取
报酬的权利。
社会如今应　该偿还的就是这笔陈年老账。
令人惊奇的是，如果顺序考察一下最终结果一步步地达到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人人付出的辛劳都
已得到报酬；这种权利代代相传，时而分散，时而集中，待到这位学生进行消费时，一切都已处于平
衡状态。
这难道不是令人惊奇的现象吗?　　社会有一种巧妙的机制在起着作用，使社会呈现出种种复杂的利益
结合，而民法和刑法在这方面的作用却微乎其微。
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是故意闭上眼睛不看事实。
这种巧妙的机制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
保障这位学生一天生活的各种交易成千上万，实在难以计数。
他今天享用的许许多多东西，是许许多多人的劳动成果，其中很多人早已不在人世了。
可是，这些人在世时已按照他们的愿望得到了报酬，虽然今天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的那个人没有为他
们做任何事。
他过去不认识他们，今后也不可能认识他们。
任何一个正在读这页书的人都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使所有国家、所有种族乃至所有时代的人：白种
人、黑种人、黄种人、棕种人，都活动起来，尽管他本人并不知道他有这种力量。
他能让已经逝去的几代人和尚未出生的几代人为满足他的需求而劳动，他的这种非凡的力量来自他的
父亲，因为其父曾为他人提供过劳务。
虽然从表面看，享受过其父劳务的人和今天正在劳动的人全然不同，但是如果放到时间和空间中去看
，每个人都得到了报酬，都得到了他们计算过的应该得到的东西。
所以，谁也没吃亏，谁也没占便宜。
　　如果没有一种自然的、精巧的社会秩序在不为人察觉的情况下运作，上述这一切能发生吗?那些难
以令人置信的现象能出现吗?　　我谈到的这些现象都是一种社会秩序产生的后果。
现在常有人说要发明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无论哪个思想家，无论他有多大天才，有多大权威，谁敢肯定他能发明并让大家接受一种比我刚才提
到的那种更好的社会秩序，并使之成功地运作?　　我若把社会的齿轮、弹簧和动力也描述一番，将会
是什么样呢?　　齿轮就是人。
人会学习、会思考、会推理、会犯错误、会改正，既能改善也能破坏社会机制。
他们有欢乐也有痛苦，所以他们不仅是社会机制的齿轮，也是弹簧，而且还是动力，因为活力的源泉
在他们身上。
不但如此，他们还是社会机制存在的目的和理由，因为，一切问题的解决与否，表现为他们之中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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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欢乐与痛苦。
　　不幸的是，我们很容易地就发现了，这个强有力的社会机制在运作、发展和进步(对于承认这一点
的人而言)过程中，不少齿轮都无可奈何地被打碎了，许多人无故遭受的痛苦远远多于欢乐。
　　面对这种现象，许多真诚地以济世为己任的人对机制本身产生了怀疑。
他们否定这种机制，拒不对它进行研究，而且不时地激烈攻击研究并阐述这种机制的规律的人，不但
如此，他们还攻击事物的本质，并最终主张依据新的方案组织一个没有不公正、没有痛苦和谬误的社
会。
　　愿上帝宽恕我，我要站出来反对这种看似仁慈而纯真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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