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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1958年，迄今整整五十年。
在半个世纪不寻常的岁月中，我院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建院到1968年建制撤销
，是草创和早期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从1968年建制撤销到1978年恢复建院，我院科研和建设被迫停
滞和中断；第三阶段，从1978年恢复建院至今，是我院持续发展、昌盛繁荣阶段。
　　我院创设之初，原是研究与教学并重的机构，设有政治法律系、工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财政
信贷系、会计系、统计系、业余大学和经济研究所，隶属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领导。
1959年起改为比较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再招收本科生。
同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并入，并相继设立哲学研究所、政治法律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
，以及学术情报研究室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院的科研工作被迫中断，许多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作人员
遭到残酷打击和迫害，科研和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至1968年底，全院除部分工作人员调市有关部门工作外，其余人员均到奉贤县“市直五七干校”参加
学习、劳动，被编人“市直五七干校六兵团”，我院建制被撤销。
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有部分科研人员割舍不下对学术研究的独钟情愫，冒着被批判的风险，白天
参加运动、劳作，晚上阅读、思索，以萤火爝光探照民族苦难的由来和前去的道路。
　　1978年，我院恢复建制，和共和国一道步入崭新的历史时期。
此后，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我院因时、因地制宜，广纳贤才，复所建所，一方面完成经济研究
所、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和法学研究所的恢复重建，另一方面根据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陆续建立部门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情报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信息研究所）、文学研究
所、社会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东欧中西亚研究所，简称欧亚所）
、青少年研究所、新闻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等一批新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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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辑录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在各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它既是为了纪念上海社
会科学院五十周年华诞，也是为了集中展示上海社会科学院过去五十年的科研成就。
这套丛书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在过去半个世纪所走过的曲折而又辉煌的学术之
路，凝结着上海社会科学院全体科研人员在时代风雨洗礼下的智慧和良知。
 　　全书共分“21世纪：谋求新起点的新发展”“90年代：摸着能够过河的石头”“80年代：改革开
放的最初探索”3个部分，具体内容包括《长三角商品交易市场发展战略研究》《深化认识劳动价值
理论改革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上海信息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信息化》《对稳健原则在我国是否适用
问题的探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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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消除进入障碍培育企业集团促进有效竞争  中国乡镇企业资金积累及其运行机
制探析  对我国宏观、中观、微观税负的初步探讨  沿海中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关于推进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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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  论个体经济  住房还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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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分工与模块化的关系　　阿林.杨格认为，分工可以理解为三层含义：一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
平，这种专业化水平随每个人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二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即生产的迂回化问
题；三是生产链条中每个环节上产品的种类数。
当论及分工产生和深化的问题时，新兴古典经济学家则将其成功地与制度变迁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
系统地探讨了分工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以及分工效率与交易效率的关系。
说到底，分工是交易效率提高的产物，其结果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提升。
模块化是一个与分工有联系但不完全相同的事物，一般来讲，模块化作为生产原理具有很长的历史。
它在制造业里的应用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亚当·斯密关于大头针生产制造系统的故事，既是其关于
分工的经典概述，同时也是关于模块化最为原始的例子。
比较来看，分工与模块化有以下不同之处。
　　首先，分工与模块化产生的前提是不同的，模块化是分工的必要条件。
　　虽然分工与模块化都可以理解为一种行为或者一个动态过程，但两者绝非是一回事。
仅就变动的趋势来看，在交易效率允许的前提下，分工就是分解和细化的问题；分得越细，专业化水
平就越高，分工程度也就越高。
根据前文定义可知，模块化不仅仅是将系统进行分解的行为，它还是一个进行有效整合的过程。
如果将分工看成是系统分解的话，那么模块化就是在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各个细分部分按照功能原
则重新聚合的过程。
由此，我们可知：模块化是分工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存在分工未必会产生模块化，但产
生模块化就必然存在分工。
两者发生的基本前提是不同的。
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分工产生的重要诱因乃在于制度的创新引起交易效率提高的缘故。
其实，除了交易效率之外，技术的可行性也是实现分工的一个必要条件。
与此不同，模块化要比分工复杂的多、精细的多。
在进行模块化之前，不仅要有先进的技术和高效率的制度作为保障，也需要设计者对模块化的对象有
充分的认识，不仅要具备进行模块化的可能性，而且也要具备模块化的必要性。
所谓模块化的可能性是指设计者可以进行精确的功能划分，并且在技术上是行得通的；模块化的必要
性是指进行模块化后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极其简单的产品或经济系统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模
块化。
　　其次，模块化是一种允许浪费和重复建设的经济系统，而分工则是一种专业化效率导向、力图节
约的经济系统。
　　按照模块化理论，模块的研发是一种“允许浪费”的价值创造系统，具有“淘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站在现实经济研究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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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