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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原著第一版序言经济状况一直在不断地变化着，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看待自己的问题。
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人们比以往更加积极地进行经济学研究；但是，这一切活动只是更清楚
地说明：经济学的发展是缓慢而又不间断的。
在当代最好的著作中，有些初看上去的确与前人的著作观点不同甚至相悖；但是，当这种著作日久定
型，粗糙的棱角被磨平时，人们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并没有违反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
新的学说补充了旧的学说，并且扩充、发展且有时修正旧的学说，甚至还因为重新设定侧重点而常常
赋予旧学说不同的特点，不过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
本书试图借助于新时代的著作，就我们这一时代新出现的问题，对旧的学说重新进行解释。
第一篇说明了本书总的范围和目的；在第一篇末，对经济研究的主要课题以及与经济研究有关的主要
实际问题进行了简短的叙述。
依照英国的传统观点，经济学的规律只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利用从观察和经验中获得
的知识，确定各种原因所导致的直接和最终结果可能是什么；而且，经济学的规律是以陈述语气陈述
一些倾向，而不是以命令的语气进行道德劝诫。
事实上，经济规律和推论只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用良心和常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建立可以指导生
活规则性的原则。
但是，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
的确，“经济学家”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以一个“经济人”的活动为内容，建立一种抽象的经济学
。
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的和利己的孜孜为利。
但是，这种打算却没有获得成功，甚至也没有彻底实行过。
因为，他们从没有把经济人真正当做完全利己的。
一个怀有利人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是最能信任的，他的正常的动机常被默认为
包括家庭情感在内。
但是，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其作用在任何时间
和地点的任何等级之人中都是如此一律，以致能被变为一般法则——在内呢？
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
本书把正常的活动看做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条件下会有的活动，而对于任何有利他主义的动机
——其作用是有规律的——的影响不加考虑。
该书如有它自己特点的话，那可说是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
这个原理不单应用于动机的道德特性—— 一个人在选择其目标时会受到这种特性的影响，而且还应用
于他追求目标所发挥的聪明、努力及进取心之中。
因此，要强调下列事实：从“城市商人”的活动到普通人的活动不断地、逐渐地变化着。
前者本着谨小慎微、考虑长远和精打细算的原则，尽心尽力地进行着各种活动；而后者既无力量又不
愿意以商业性的方式行事。
正常的甘愿节省及甘愿为某种金钱报酬而付出某种努力，或者为寻找最好的买卖市场，或者为自己、
为儿女寻找最有利的职业而正常地保持留意——诸如此类的行为与某一特定地点以及某一特定时期的
某一特定阶级的成员有关。
一旦懂得了这一点，那么正常的价值理论就可同样应用于非商业阶级的活动中，虽然在细节上没有像
应用于商人或银行家的活动中那样精确。
正像在正常的行为与暂时看做不正常的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一样，正常价值与“现行的”或“市
场的”或“偶然的”价值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
后者是一时的偶然事件占优势的价值；而正常价值是所考虑的经济条件如有时亳无阻碍地充分发挥它
的作用，终能获得价值。
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可以在不断地逐渐变化中结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想到商品交易所中时时刻刻的变化，我们也许认为那是正常的价值，但从一年的历史来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学原理>>

这种价值不过是表明现行的变化而已：从一年的历史来看的正常价值，如从一个世纪的历史来看，也
不过是现行的价值而已。
因为，时间的因素——这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中心——本身是绝对连续的：大自然没有
把时间绝对地分为长期和短期；但由于不知不觉的程度上的差别，这两者是互相结合的，对一个问题
来说是短期，而对另一个问题却是长期了。
这样，例如租金和资本的利息之间的区别虽然不十分明显，却也主要取决于我们心目中对时间长短这
一点的认识。
那被恰当地当做“自由的”或“流动的”资本或新的投资的利息的东西，更适合被看做一种旧的资本
投资的租金——以后称之为准租金。
流动资本与已被“固定”于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区别，而新的投资与旧的投资
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每一种资本都与对方逐渐混为一体。
因此，土地的地租也不能被看做一种孤立的东西，而应被看做一大类当中主要的一种，虽然地租的的
确确具有自己的特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征。
再者，人们使用的工具与其本身虽有着明显的差别，虽然人们奉献和牺牲所得到的供给和需求都各有
其特征且与客观货物的供求不同，但即便如此，这种货物本身毕竟通常都是由人类奉献和牺牲而来的
结果。
劳动产品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是不可分离的，它们是一个大的整体在细节问题上存在区别的两个
部分，但经研究后可以知道，正像鸟类和兽类虽然形状上大不相同，但在它们的躯体中都有一个基本
观念一样，即大部分不是种类上的差别，而是程度上的差别，供给与需求平衡的一般理论也是贯通交
换和分配的各部分结构的一个基本概念的重点问题。
连续原理还应用于术语的使用当中。
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诱惑：将经济商品进行概念明确的分类，可以进行许多有关这种商品的简明陈述
，以立刻满足学者追求逻辑准确性的愿望，迎合人们普遍对貌似深奥但实则容易理解的教条的爱好。
但是如果屈服于这种诱惑，并在大自然并没有划分界线的地方人为地划分出宽阔的界线来，就似乎产
生了很大的弊端。
如果一种经济学说所指的分界线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的话，那么这种经济学说越是简单化、绝对化，
在实践中应用时，造成的混乱就会越大。
在实际生活中，被当做资本与非资本的东西之间、必需品与非必需品的之间或生产性的与非生产性的
劳动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分界线。
关于持续发展的概念，对各种近代关于经济的思想类别都是共通的，不论如赫伯特·斯班塞的著作所
代表的对这些派别所发生的主要影响是生物学的影响，还是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和欧洲大
陆及其他地方新兴的伦理历史研究所代表的历史和哲学的影响。
这两种影响左右本书所表明观点的实质，比其他任何影响还大。
但这些观点在形式上却最受连续性的数学观念的影响——如古尔诺的《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
所代表的。
古尔诺告诉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困难：一个经济问题的各种因素不是被看做以连锁的因果关系逐一决
定的，如甲决定乙、乙决定丙，等等，而是将它们看做互相决定的。
大自然的作用是复杂的，如果把这种作用说成简单的，并设法以一系列的基本命题来阐明它，毕竟最
终没有什么好处。
在屠能和古尔诺的指导下（前者的指导较小），我对以下的事有了深刻的印象：在物质和精神世界中
，我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增加量的关系大于总数量的关系；尤其是对一个事物需要是一个持续的
参数，这个事物的“边际”b提升量在平稳的平衡下，抵消了为它的生产费用相应增长的数量。
如果没有数学图表或符号的合作，我们要彻底证明这一方面的持续性不是简单的。
使用图表时不需用特殊知识的辅助，而且图表比数学符号常常更能明确和简单地体现经济生活的状况
。
文章中的论题从不使用图表和符号，可以把它们省略掉。
但是，经验似乎表明：让它们给我们帮助，我们对许多有用的原理就能得到更客观的理解；而且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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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属于纯理论的命题，如果我们一旦用图表进行解决，就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去弄清楚了。
纯数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用途似乎在于帮助一个人将他的一些思想迅速地、简短地、准确地记录下
来，以供他自己使用；并且能确保他对他的结论有足够的且仅仅是足够的前提（这就是说，他的方程
式与他的未知数在数字上恰好相等）。
但是，当必须使用许多符号时，除了作者本人，任何人都会觉得非常麻烦。
虽然古尔诺的天才必然给予每一个得到他的启发的人一种新的智力活动，虽然与他有着相似才能的数
学家们用他们自己得意的方法为自己扫清道路，以到达通向经济理论中那些只是被触及外表边缘的难
题中心；然而，是否有人会愿意去花时间阅读那些并非由他自己将经济学说改写成的冗长的数学符号
，这似乎是令人怀疑的。
不过，最适合我目的的几例数学语言的应用还是被我添加到本书的附录中了。
189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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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原理》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的代表作品。
该书在西方经济学界被公认为划时代的著作，也是继《国富论》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
《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主要成就在于建立了静态经济学，为微观经济学各流派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
框架，为经济自由之路作了总结。
马歇尔提出的“静态分析范式”现在已经演变为局部均衡分析法，创造了经济学分析的工具，他提出
的价格理论至今仍然是经济学中价格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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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近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
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马歇尔因此也被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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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生产 消费 劳动 必需品第1节 人类能够生产和消费的只有效用，而不是物质本身人类不能创造物
质；当然，在精神和道德的领域内人可以产生新的思想。
但是，当我们提及生产物质的东西时，仅仅是生产效用而已，换句话说，我们努力和牺牲的结果只是
改变了物质的形态或排列，使它能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求。
在自然界中，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整理物质，使它更为有用，如用木料做成一张桌子；或是设法将物质
通过自然变得更为有用，如播种在自然的力量会使它生长的地方。
                                                                        有人说商人是不生产的。
制造家具的木工生产了家具，而家具商人只是出售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而已。
但是，这种区别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他们都是生产效用的，而都不能生产别的东西。
家具商人移动和重新整理物质，使它较前更为有用，而木工所做的也不过如此。
在地上搬运煤的船员和铁路工人也是生产煤的，正如矿工在地下采煤一样；鱼贩帮助把鱼儿从需要较
小的地方运到有较大需要的地方，而渔人所做的也不过如此。
的确，商人的人数往往超过需要；一有这种情况，就是一种浪费。
但是，一个人能够胜任的耕种工作，如由两个人去做，也是一种浪费。
在这两种情况下，一切参加工作的人都是生产的，虽然他们也许生产得很少。
有些作家重复了中世纪对贸易的攻击，理由就是贸易是不生产的，但是他们弄错了目标。
他们应当攻击的是贸易的不完善组织，尤其是零售贸易组织。
消费可以被看做负的生产。
就像人所能生产的只是效用一样，人所能消费的也只是效用而已。
他能生产服务及其他非物质的东西，他也仅仅是消费它们。
但是，正像他生产物质产品只不过是物质的重新整理，使它具有新的效用一样，他消费这些产品也不
过是打乱了物质的排列，减少或破坏它的效用而已。
的确，往往我们说到一个人消费东西时，他不过是持有这些东西以供他使用而已。
同时，正如西尼尔所说的，这些东西“是被我们统称为时间的那些许多渐进的力量所破坏”。
另有一种区别会更为重要，但现在却很含糊，而且恐怕没有多大实际用处，就是一方面是消费者财物
，也称为消费财物或称为第一级财物，像食物、衣服等，都是直接满足欲望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生产
者财物，也被称为生产财物或称为中间的财物，如耕犁、织机和原棉等，都是有助于第一级财物的生
产而间接满足欲望的东西。
这就是消费者财物和生产者财物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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