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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三个原因! 一是有些学
者认为李斯特的经济战略思想
对德国走向纳粹主义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以至于不便于大加
宣扬 ! 二是德国实现崛起之
后" 李斯特的经济战略思想已
经不再适合于德国经济进一步
发展的需要了" 以至于即使在
学术层面上对李斯特的研究兴
趣也逐渐消失了 ! 这也难怪 "

因为李斯特对于斯密自由主义
经济学并不持全盘否定的态
度" 只是认为斯密经济学仅适
用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 即
国家经济已经实现崛起" 在世
界经济体系中已经具有足够的
竞争力这样的阶段! 从这个意
义上说" 李斯特经济学其实是
属于发展经济学的! 三是由于
德国经济崛起之后" 其强大的
根本正在于拥有超凡的工业能
力" 而李斯特经济学重要特点
之一又是通过对幼稚产业的保
护来获得作为国家生产力主要
体现的工业能力" 这一招如果

被其他大国学到手" 势必对德
国形成挑战! 因此" 德国也与
英国# 美国一样" 喊的是自由
贸易口号" 甘愿让使国家获得
光荣的本国经济学家即李斯特
的经济思想归于沉寂!

在西方主要国家" 出于国
家战略考虑" 经济思想被选择
性地对外传播 $ 在学术层面 "

经济思想的待遇也未尝不是如
此! 例如" 自由主义经济学取
得主流地位后" 这派学者就再
也容不下对立的意见" 哪怕是
对保护主义的同情了! 英国人
约翰%穆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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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著名的古
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他的 &政
治经济学原理' 是那个时代的
标准教科书! 但是" 他在这部
书中认为对幼稚产业实施短期
保护是合理的! 这就招致了同

行的反对和鄙视" 以至于不得
不做出妥协 (尽管他内心仍然
认为幼稚产业保护是自由贸易
的一个真正例外)!

中国! 清末以来的
选择性传播

中国大门在清末被欧洲人
洞开之后" 国人先是在器物层
面上 *师夷长技以制夷+ 以求
自保! 但是" 这种策略随着甲
午战争硝烟的散去而归于失
败! 与之不同的是" 一些知识
精英试图从精神层面进行反省
与图新! 其中之一是通过文献
译介以及教育与研究而对西方
经济思想进行传播! 当然" 这
种传播也具有选择性" 摸错了
路数和走岔了方向的例子比比
皆是 ! 其中 " 有些是已觉之
痛 $ 但是 " 更值得警惕的是
*未觉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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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的选择性
传播 ! 在严复翻译 &国富论 '

之前" 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已
有了零星的传播! 但是" 真正
称得上是系统性传播的" 却要
数严复以 &原富' 之名对斯密
的 &国富论' 进行的翻译和批
注! 这里" 我要说的是他为什
么选择 &国富论' 而不是其他
西方经济学著作进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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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学习! 他在课业之余" 亦广为
涉猎西方思想和文化! 当时的
英国" 无论学界还是政界" 遵
循的都是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
想 (即使在美国" 虽然政界较
少受斯密经济自自由主义思想
左右 " 但学界与英国相差无
几 )! 当时正是英国在世界上

最强大的时候" 英国人是把斯
密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国家富
强的思想基础而对外进行传播
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 深感甲
午之痛的严复" 抱着一颗国家
求富求强的拳拳之心" 翻译了
&国富论'! 那时" 他是没有条
件追问更加深刻的问题的" 即
在西方经济思想中" 究竟哪些
学说才最适合于中国的求富求
强" 中国之求富求强" 究竟需
要遵循怎样的经济战略思想 "

等等 ! 严复在英国读书的时
候" 李斯特的 &政治经济学的
国民体系 ' 还没有翻译到英
国" 严复在翻译 &国富论' 之
前" 可能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英
国是在重商主义政策的支撑下
实现崛起的" 美国是在保护主
义政策的庇护下实现崛起的 "

日本是在由本土激进重商主义
与欧洲重商主义糅合而成的明
治维新政策的支撑下实现崛起
的! 重要的是" 这些国家在崛
起过程中采用的经济政策" 正
是斯密在 &国富论' 中大加反
对的! 也就是说" 对于那个时
代的中国来说 " 严复翻译的
&国富论 ' 并不是真正有用的
西方经济思想! 这就是我在前
面提到的 *未觉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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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李斯特的
传世之作才以 &国家经济学 '

这个题目由王开化译为中文 !

那时的中国" 大抵形成了马克
思经济学# 斯密经济学与李斯
特经济学相互竞争的局面! 但
是在当时的中国" 不用说斯密
经济学 " 即使是李斯特经济
学" 其赖以发挥效力的前提也
是不成立的,,,本质上属于发
展经济学的李斯特经济思想要
能发挥促进国家经济崛起的作
用" 一个必要的前提是国家统
一并且具有独立的制定对内对
外政策的能力! 而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前" 这些都不是
真正具备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全面抗
战之前的民国时期里" 中国形
成了一个传播西方经济思想的
热潮" 相关的翻译和著述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中" 翻
译的主要有 - 韩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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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经济思
想史' (李炳焕" 黄澹哉" 黄

俊生合译 ! 黎明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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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等等! 国人自撰的主要有
安绍芸的 &经济学说史纲要 '

(世界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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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蔡庆宪
的 &经济思想小史' (大东书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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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金天锡的 &通
俗经济思想史要' (神州国光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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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朱通九# 金天
锡的 &近代经济思想' (黎明

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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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郑毅生的
&经济思想史 ' (世界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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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
前而言"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赵
迺抟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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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讲演精华辑成
的 &欧美经济学史' (正中书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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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这是我国在西
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最精当
的著作 ! 例如他锐利地指出 "

重商主义在
F"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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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对欧
美的法律与政策仍然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即使从现代经济理
论的角度来说重商主义政策也
有无可厚非的地方! 这就不仅
与重商主义流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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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纪的欧洲的传统认识形成了分
野" 而且与只有经济自由主义
才具有道德和学理的合理性的

主流认识形成了分野!

总体而言" 建国之前西方
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所具有
的特征是- 在懵懂之中" 全盘
接受西方主流观点" 这种 *觉
而未觉+ 的状态" 本身就包含
了极大的危险性! 这里"*觉而
未觉+是指-已觉得要向西方学
习经济思想" 但是在向西方学
习什么样的经济思想这个问题
上"眼中却又只有*主流+"而很
少进一步追问西方的主流经济
思想是不是真的适合于当时的
中国" 以及什么样的经济思想
才是当时中国所真正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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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的选择性
传播 !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 "

我国对西方经济思想总体上是
持批判态度的! 其中" 最著名
的教材要数鲁友章和李宗正主
编的 &经济学说史' (上" 下

册 ! 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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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这种选择性可能与如下两个方
面有关- 一是认为价值问题乃
经济学中心问题" 而西方经济
思想中存在诸多非劳动价值论
的学说$ 二是苏联与中国等社
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 而
西方经济思想是以市场理论为
基础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
HE

年里 " 西方经济思想在中
国的传播再度出现了繁荣的局
面" 而其渠道一变为四了! 一
是通过引进原版# 翻译或自己
编写 &微观经济学' 与 &宏观
经济学' 教材以及教学而进行
的传播! 这个传播渠道的受众
面非常大 " 不惟经济学专业 "

高校学生几乎都不难接触到 !

二是通过引进原版 # 翻译或
自己编写 &西方经济思想 '

和 &外国经济学说 ' 等教材
以及教学而进行的传播 ! 这
个传播渠道的受众面较小 "

主要涉及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
和研究生! 三是专业人员针对
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
时" 广泛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
的原理和方法而进行的传播 !

四是其他社会人士通过各种途
径碰触西方经济思想而实现的
传播! 上述第一个方面" 讲的
几乎完全是西方主流经济学 "

它抛开了与经济思想史# 经济
政策史和经济史的联系" 更不
用说比较客观地说明经济思想
的演变路径及其与各国经济阶
段性发展的需要是否适合等历
史与现实问题了! 于是" 在传
播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值得警
惕的选择性特征" 即基于个人
自由的西方主流经济思想" 在
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几乎
占据了主要地位" 而这样的经
济思想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
真正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契
合起来" 对此却没有给予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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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以 %原富 & 之名对

%国富论& 进行翻译和批注!

可谓开启了 %国富论& 在中

国真正的系统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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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讲演精华

编纂 (欧美经济学史&! 这

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在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

最精当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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