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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比较经济学再研究与构建：评西方比较经济学危机与创新》的任务有三：第一个任务是对西
方新比较经济学进行梳理与评介。
10年前由于资料的局限，我们仅将西方新比较经济学分为两大学派，即“学院派”与“杂志派”；本
书在研读较多文献的基础上，已经可以更加全面和系统地将其分为五大学派进行梳理与评介了。
可惜，由于我们的水平局限，仍感“评少介多”。
第二个任务是探索新比较经济学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方法，并对其主要范畴、理论体系提出自己的
见解与设想。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其目的在抛砖引玉，与学界同仁共同为构建新比较经济学体系与框架做出贡
献。
第三个任务是联系实际，根据国内外经济体制变迁与发展中人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对经济体制比较
与评价的根本标准进行探讨。
鉴于这一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要性，本书设专章（最后一章，即第十章）进行研讨。
我们的观点是，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是否合理、是否需要变革，其根本标准不是CDP或幸福指数“单
标准”，而是“生产力与幸福度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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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2.5 马什卡雷尼亚什（Mascarenhas）的学术思想 马什卡雷尼亚什的学术思想主要
体现在其2002年出版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
下面分别阐述其研究方法和主要观点。
 （1）研究方法 第一，新政治经济学方法。
就目前来讲，“新政治经济学”还在形成中，学者们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体系等方面
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
新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紧密联系、互相渗透的部分，即“政治的经济学”与“经济的政治学”。
“政治的经济学”是将经济学引入政治，用经济理论分析政治；“经济的政治学”是将政府及其政策
引入经济，讨论它们对经济的影响。
马什卡雷尼亚什这里所提到的“政治经济学”是指后者。
马什卡雷尼亚什认为，采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有助于研究政府政策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
赖，从而比单纯地从经济学或政治学角度进行研究，更有说服力。
 第二，历史与比较研究方法。
历史研究方法要求把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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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研究方法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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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方法相结合有助于客观认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和不同体制下经济调控方式的差异，避免
主观臆断，从而能够保证研究结论的客观性。
为了探索工业资本主义中的政府角色，马什卡雷尼亚什在该书的第2章回顾了历史上政府角色的演变
，并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哲学基础。
在该书的第7、8和9章中，马什卡雷尼亚什还运用历史与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盎格鲁一美国、德国和
日本这三种资本主义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并比较了这三种模式中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阐明了由于
历史、文化等因素导致它们存在的共同点和区别。
 第三，制度主义研究方法。
马什卡雷尼亚什运用制度主义研究方法分析了政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政府与市
场经济之间是互补关系，弄且二者的关系在动态变化。
为了进一步研究政府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与分离，他还比较了盎格鲁一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三种政治经
济体制。
 （2）主要观点 首先，政府政策与市场经济之间本质上是相互补充或协作的，而不是互相抵触的，并
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为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在经济中角色的变化，马什卡雷尼亚什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
义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混合经济或者政府广泛干预的资本主义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阶段实施了凯恩斯
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由于经济绩效良好，这段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这段时期开创了政府和市场经济的新型关系。
第二阶段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困
境，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由此终结。
凯恩斯主义政策难以解决这一困境，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由此得到重视。
英国的丘吉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恢复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了自由化、放松管制、私有化、税
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公共部门重构等政策。
而德国和日本则继续它们在经济中的政府积极干预政策。
盎格鲁一美国被认为是政府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分离模式，德国被认为是协作性的政府与经济关系，日
本则被认为是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
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之后对政府政策的调整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为研究政府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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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很好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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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比较经济学再研究与构建:评西方比较经济学危机与创新》设专章（最后一章，即第十章）进行研
讨。
我们的观点是，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是否合理、是否需要变革，其根本标准不是CDP或幸福指数“单
标准”，而是“生产力与幸福度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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