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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分别源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演绎学派和

历史学派。二者的分歧早已出现，长期以来其差异性观点和多元化方法的竞争，共

同促进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２０世纪初，双方的激烈竞争导致 学 科 分 裂，也 影 响

了二者的发展。成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因过度演绎和脱离现实而备受批评，经济

史学也逐渐淡化了历史学派面向现实的研究传统。厘清上述发展历程，有助于深入

理解经济史学的意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存在问题的根源，进而推动经济史学回归历

史经济学的传统，促进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良好互动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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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对于它的批评也与日俱增，其

中绝大部分批评集中在其过于追求形式化和普适性，而忽视各国经济现实的特殊性

方面。① 对此，包括索洛和诺斯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建议，应当通过经济史学对

于历史和制度特殊性的关注，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不足；② 这种观点在我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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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形成了对于经济史和经济学关系的 “源流之辩”。①

从已有文献来看，无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还是对经济史学与经济学关

系的探讨，基本都是规范性的评论，而很少实证地考察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会出现这

样的问题，它与经济史学的关系在过去究竟是怎样的。② 本文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探

讨这一问题，在第一部分介绍理论渊源后，分三个阶段回顾１８７０—１９４０年英国经济

学和经济史学从观点分歧到学科分裂的演变历程，并结合英国经济社会变迁和大学、

学科演变的历史和制度环境，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一、早期渊源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那么在诞生以

后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这门学科的性质及其所适用的研究方法，就引起了当时最

重要的两位经济学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的意见分歧。③

李嘉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像数学那样严密的科学。④ 他为此创立了后来

被称之为模型分析的纯粹演绎方法：首先以劳动价值论、地租理论、自然工资 率、

工资基金说和比较优势论为基础，构建起一套理论体系；然后从现实经济问题中抽

象出基本要素，运用上述理论，通过纯逻辑推理，探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最后得

出一系列以自由放任为核心的政策建议。

马尔萨斯则认为， “政治经济学比较类似于伦理学和政治学，而不近似数学”，

应当面向现实，更重视经验材料的搜集和历史归纳法。他批评李嘉图 “轻率地力求

简单化和一般化……使人们不愿意承认，在一些特定结果的形成中，有不止一种原

因在发挥作用”。⑤ 其继任者理查德·琼斯更直斥李嘉图学说是 “妄想的假设”，认

为政治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只有在充分了解经济发展历史和考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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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等制度因素之后，才可能真正地分析、研究和彻底了解经济问题。①

马尔萨斯和琼斯的观点，揭示出李嘉图思想因过度抽象演绎，导致重要因素遗

漏和政策建议脱离现实的潜在危险，也得到了后来众多学者的认同，② 但却并未能

阻止李嘉图思想成为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这不仅是因为李嘉图的演绎和模型分

析逻辑严谨，极具说服力，提供了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便于学习者接受；更重

要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契合了当时正处于上升期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英

国在世界市场的霸权地位。托马斯·图克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ｏｏｋｅ）曾以晚餐会的方式成立

政治经济学俱乐部，③ 邀集学者、政治家和商人探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理查

德·科布登等曼彻斯特学派和自由党人也都接受了李嘉图的学说并组织 “反谷物法

同盟”，传播自由贸易理论，最终促使国会废除了谷物法。李嘉图还拥有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学派来传播其思想。④ 其中最著名的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分别是当

时两份重要学术期刊 《威斯敏斯特评论》和 《爱丁堡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他们撰

写了大量论文，介绍李嘉图的理论，使其深入人心。麦克库洛赫还在为 《大不列颠

百科全书》撰写的辞条中，为李嘉图学说营造了权威形象。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李

嘉图学派在１９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界取得了支配地位。

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与演绎学派

（一）英国历史学派的形成

１８６０年代，英国虽然仍处于维多利亚 “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但经济增速逐

渐放缓，经济波动日趋增加，贫富差距则不断扩大，李嘉图的自然工资率和劳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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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论越来越不能解释现实。同时，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和工会地位的加强，社会上对

于自由放任政策和工资基金理论的反对声音也在不断增多。

然而，仍有一些政客把李嘉图学说尊为教旨，用来为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做背

书。１８６８年，英国政府计划出台一项土地补偿和改革法案，对之前因大饥荒而失去

土地的爱尔兰佃农进行补偿，以缓和当时激烈的社会矛盾。而那些代表土地利益的

议员们就援引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予以反对，声称 “虽然我们已经将自己的后背靠在

了政治经济学上，但科学似乎已经被打破了”。① 尤其是时任财政大臣的自由党人罗

伯特·洛，异常教条地复述李嘉图的理论，反对任何救济和土地制度变革，宣称政

治经济学 “在英吉利海峡的这边和那边应当没有什么不同”，“一项在英国完全令人

满意的法律，在爱尔兰是不可能存在根本的不公正性的”。②

针对于此，出生于爱尔兰的经济学家克利夫·莱斯利撰写了多篇论文予以抨击，

同时积极支持国会改革爱尔兰的土地制度。他首先以工资基金理论为例，指出李嘉

图学说并不符合现实的情况，原因就在于其脱离实际的纯粹演绎方法。③ 随后，莱

斯利采取历史和比较的方法，回顾了爱尔兰和英格兰的社会变迁，同时参考欧陆国

家的土地制度，指出爱尔兰落后的原因就在于英格兰以自由贸易和普适理论的名义，

把自己的法律和土地制度强加给制度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完全不同的爱尔兰，从

而在实质上把爱尔兰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④

莱斯利批评了罗伯特·洛等人，他写道：“在国会里的那一群抱负不小而且势力

很大的 经 济 学 家，自 以 为 拥 有 了 包 含 所 有 经 济 学 知 识、能 够 解 决 一 切 问 题 的 处

方”；⑤ 然而，“恰恰相反，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自然法则体系，或者某种

具有普适性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由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推理和学说所

组成的”，“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学有着很大的差异，即使是

在同样的国家和同样的时期，不同的人对它的解释也有所不同”。⑥

·８４·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转引自杭聪：《土地所有权观念与近代爱尔兰土地改革》，《历史教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转引自杰拉德·库特： 《英国历史经济学：１８７０—１９２６》，乔吉燕译，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 ４５页；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ｙ，Ｒｏｂｅｒｔ　Ｌｏｗｅ，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ｖｏｌ．２７，ｎｏ．１，

２００５，ｐｐ．４１－５８．
Ｔ．Ｌｅｓｌ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Ｗａｇｅｓ，＂Ｆｒａｓｅｒ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ｖｏｌ．ＬＸＸＶⅢ，

Ｊｕｌｙ　１８６８，ｐｐ．８１－９５．
Ｔ．Ｌｅｓｌｉｅ，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Ｉｒｅｌａｎｄ，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Ｇｒｅｅｎ　＆Ｃｏ．，１８７０．
Ｔ．Ｌｅｓｌｉｅ，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Ｉｒｅｌａｎｄ，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８９．
Ｔ．Ｌｅｓｌｉ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Ｇｒｅｅｎ　＆Ｃｏ．，１８８８，ｐ．２１．



莱斯利还从哲学层面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认为 “政治经济学

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针对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现象，进行专门的调查研

究，这种调查必须覆盖所有影响到研究对象的力量和制度因素”，“我们可以把诸如

劳动分工、国民财富……等经济现象单列出来进行研究，但绝不是因为这种做法会

更合理或更科学，而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无法进行总体研究，而且这样做的前

提是，我们必须能够把影响这些现象的所有因素都纳入到研究当中去。如果隔离出

某一种因素来推导其对于国民财富的影响，即使这个因素是真实而非纯粹抽象的，

也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这种做法也是极其不科学的。”①

尽管莱斯利没有建立起一个历史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但他对于历史主义和

制度主义研究方法的阐释，奠 定 了 英 国 历 史 学 派 的 基 石，引 起 了 很 多 学 者 的 共 鸣，

也由此形成了与演绎学派相抗衡的英国历史学派。

作为莱斯利最主要的同盟者，约翰·英格拉姆在１８７８年担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

经济科学与统计学组②主席时，发表了题为 “政治经济学的现状与前景”的演讲。③

他批评演绎学派过于重视 “经济人”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把经济方面孤立于其他

社会现象之外进行抽象研究，从而脱离了现实，也败坏了政治经济学的声誉。

在 《政治经济学史》一书中，英格拉姆还指出，所有经济思想都是在一定历史

时期和特定制度环境中产生的，强调 “政治经济学应当永远被视为较大的社会学之

一部分，它是与其他部分紧相连接的，而且与道德的总合相连结”，政治经济学研究

应该包括道德因素和价值判断，而不是一门干枯冷酷的科学。④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杰斯，他的代表作 《英

国农业与价格史：１２５９—１７９３》和 《六个世纪的劳动与工资》，⑤ 就是运用统计方法

进行历史归纳研究的典范，通过对农产品价格和地租的长期统计，他指出李嘉图的

地租理论并 不 符 合 历 史 的 实 际。当 时 任 教 于 牛 津 大 学 的 阿 诺 德·汤 因 比 （Ａｒｎｏ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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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Ｌｅｓｌｉｅ，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２１２．
１８３１年，旨在推 动 科 学 普 及 与 发 展 的 英 国 科 学 促 进 协 会 成 立，每 年 举 行 一 次 会 议；

１８３３年，在理查德·琼斯的倡议下，由马尔萨斯主持成立了科学促进协会的统计学组

（Ｆ组），１８５６年更名为 “经济科学与统计学组”，成为当时英国政治经济学者交流讨论

最主要的组织和平台。

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ｒａｍ，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ｏｎ：Ｎａｂｕ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因格拉门：《经济学史》第４册，胡泽、许炳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２年，“序

言”，第７１页。

Ｊ．Ｅ．Ｔ．Ｒｏｇｅｒ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１２５９）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ｅ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Ｗａｒ（１７９３），

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８６６，１８８２，１８８７，１９０２；Ｓｉｘ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ｂｏｕｒ，Ｌｏｎｄｏｎ：Ｓｗａｎ　Ｓｏｎｎｅｎｓｃｈｅｉｎ　＆Ｃｏ．，１８８４．



Ｔｏｙｎｂｅｅ）也是如此。他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课程，直接启发了牛津学生采用历史

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他将政治经济学思想与社会经济改革现实相结合、积

极投身于社会改良运动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牛津政治经济学面向现实的研

究风格，并由此带动了以威廉·阿什利、兰福德·普赖斯和威廉·休因斯为代表的

一批学者，历史学派思想因而在牛津大学繁荣发展起来。

而在剑桥大学，尽管以马歇尔为核心的演绎学派一直主导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但也出现了威廉·坎宁安和赫伯特·福克斯韦尔等重要的历史学派学者。①

（二）英国演绎学派的发展

莱斯利１８６８年的论文引发了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界对李嘉图学说的反思和批评，

紧随其后，弗莱明·詹金 （Ｆｌｅｅｍｉｎｇ　Ｊｅｎｋｉｎ）和威廉·桑顿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也发

表了对工资基金学说的批评论文，到１８７０年时，连李嘉图学说最重要的继承者约翰

·穆勒也已经明确放弃了工资基金学说。穆勒热情赞扬莱斯利的文章，并在爱尔兰

土地问题上站在莱斯利一边，公开批评罗伯特·洛，指出不弄清具体情况，没有人

能断言什么才是一个国家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在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穆勒

增加了很多历史和现实资料作为理论的补充，并尝试把政治经济学分为两个部分：

生产部分是静态的，适用于演绎法；而分配规律是动态的，受制于社会的习俗和制

度因素，适用于历史归纳法。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穆勒放弃了抽象演绎法。《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大部分内容

在实质上依然是李嘉图理论的重新表述和延伸。更为重要的是，在另一篇专论政治

经济学性质和研究方法的论文中，穆勒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使用先

验方法的抽象科学。它可以像数学那样，根据某种没有事实依据的假说，进行纯逻

辑推理；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众多干扰因素，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只需理论正确，或

者说在某种假设的前提下正确就可以了。②

穆勒的弟子凯尔恩斯 （Ｊｏｈｎ　Ｅ．Ｃａｉｒｎｅｓ）对 此 作 了 更 清 晰 的 阐 述。他 把 政 治 经

济学分为理论和应用两部分。就理论部分而言，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所有

理论都只能源于逻辑思考，是 “在不存在干扰因素的情况下，根据假设推导出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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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历史学派的主要学者还包括毕业于牛津的约翰·Ａ．霍布森、乔治·昂温和毕业于剑桥

的约翰·Ｓ．尼 科 尔 森；关 于 他 们 的 介 绍，详 见 杰 拉 德·库 特：《英 国 历 史 经 济 学：

１８７０—１９２６》和 Ａ．Ｋａｄｉｓｈ，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Ｊ．Ｍｉｌｌ，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　ｔｏ　Ｉｔ，＂ｉｎ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Ｓｏｍｅ　Ｕｎｓｅｔｔｌ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ｏｃｋｖｉｌｌｅ：

Ａｒｃ　Ｍａｎｏｒ　ＬＬＣ，２００８，ｐｐ．１０５－１３９．



论，或者说，它并不是客观发生的事实，而只是一种趋势”。① 而当政治经济学理论

被应用于实际时，才把那些影 响 “趋 势”实 现 的 历 史 和 制 度 性 扰 动 因 素 考 虑 进 来，

但不能就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批评和排斥理论。因为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就其

根本而言，并不是根据具体事实而建立的，而是直接源自于我们的意识和理性思考，

因而不会受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现象的影响”。②

通过这种 “两分法”，凯尔恩 斯 把 历 史 和 制 度 因 素 归 入 了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应 用 部

分，而将理论部分的对错完全交给演绎推理来评判。在他看来，历史学派只是强调

了应用部分的重要性，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部分的批评则是没有意义的。③

但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因此而恢复平静，就在１８７１年，它的理论部分也正

在迎来了一场由斯坦利·杰文斯发起的边际革命。

杰文斯和莱斯利有着很多相似之处，④ 他同样致力于 “摆脱工资基金学说、生

产费价值学说、自然工资率学说及其他种谬误的李嘉图学派的学说”，企图 “把这种

被束缚的科学的断片拾起来，重新再开始”。⑤ 但杰文斯把李嘉图学派的错误归咎于

李嘉图和穆勒个人，而不认为演绎法存在问题。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

科学，而莱斯利的历史主义方法会使得政治经济学 “成为纷杂的不连贯的事实之结

合”，或者 “沦为斯宾塞社会学的一支”；⑥ 并进而指出，要想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

门真正的科学，仅靠逻辑推理还不够，还必须从数学的基础出发，才能进行圆满的

探究。⑦ 为此，杰文斯建议把 “政治经济学”（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这一学科名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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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ｏｈｎ　Ｅ．Ｃａｉｒｎｅｓ，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Ｂｒｏｗｎ，Ｇｒｅｅ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８５７，ｐｐ．６５，６９．这种 “不存在干

扰因素”或者 “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表述，被马克·布劳格比喻为某种 “期票”，它

并不意味着兑现本身，而只是兑现的前提条件，“只要公众能够保持对它最终能够按其

票面价格得 以 兑 现 的 信 心，它 就 可 以 一 直 在 科 学 世 界 里 自 由 循 环”。参 见 Ｍ．Ｂｌａｕ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ｒ　Ｈｏ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６１．
Ｊｏｈｎ　Ｅ．Ｃａｉｒｎｅ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ｐ．１５２－１５３．
这一思 想 并 非 凯 尔 恩 斯 所 独 有，而 是 此 后 演 绎 派 学 者 的 共 识，参 见 Ｃａｒｌ　Ｍｅｎｇｅ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Ｃａｒｌ　Ｍｅｎｇｅｒ，ｖｏｌ．ＩＩＩ，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３５，ｐ．２７９；约翰·内维尔·凯恩斯：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
党国英、刘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８页。
在两人的著作和书信中，常以 “吾友”（ｍｙ　ｆｒｉｅｎｄ）相称。杰文斯曾使用历史统计的方

法撰写过数篇关于经济周期和物价波动等问题的论文，并因此而获得了教授职位；莱

斯利在为杰文斯 《政治经济学理论》撰写的书评中，也对效用理论的意义和边际效用

递减思想赞赏有加。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２４、２７页。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７页。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５、３０页。



为 “经济学”（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去除其中附着有历史和制度因素的修饰词 “政治”，同

时加上象征普适科学的 “－ｉｃｓ”后缀；他还撰写论文和编制数理经济学书目，积极推

动当时对经济学家们还十分新颖的微积分方法在经济学中的普及。①

杰文斯理论的核心，就是他称为 “拱心石”的边际效用理论。通过以边际效用

决定价格来取代劳动价值论，他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从生产和分配转移到对交

换和消费的分析，同时把人口问题剔除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建立了新的研究框

架。通过强调主观效用和心理动机的决定性作用，杰文斯进一步强化了演绎学派的

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把个人效用最大化和欲望满足变成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

而把历史学派所强调的个人与周围的社会关系 （制度因素）全部排除在外。

对此，莱斯利曾批评说，“人口理论以及所有那些被杰文斯先生划进经济社会学

的内容，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都应拥有合理的位置”；莱斯利指出，国民财富的很多

组成部分都不体现为货币，很多经济问题也都不适合用数学进行度量和验证。② 但

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杰文斯的框架和微积分方法作为理论平台和研究工具，无

疑取得了更大的成功。１８８１年，埃奇沃思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契约曲线；

１８８９年，Ｊ．Ｂ．克拉克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１８９０年，马歇尔阐述了消 费 者 剩 余

概念；１９０６年，帕累托发展了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１９３０年代，希克斯提出了

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和替代弹性等概念，建立了完整的消费者理论。

除了同李嘉图体系一样的逻辑严密外，杰文斯理论和边际分析法的成功，还与

１９世纪后半期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专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正值英国的新大学扩

展运动，一批新的城市大学纷纷成立并不断扩张，使大学逐渐成为知识的主要传播

者。③ 如果说１９世纪初，政治经济学家们还来自于社会各个部门，那么，到１９世

纪末，无论是演绎学派还是历史学派，基本上都是大学以讲授和研究政治经济学为

职业的专职学者了。早期的非专业学术人员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兴趣在于它的政策

含义方面，而大学教授们则更关注那些比较根本和具有持久性的知识。④ 通过数学

化的模型，杰文斯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知识的可累积性，并逐渐发展成为了一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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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微积分学早已创立，但直到１８２１年柯西明确阐述了极限概念和１８６１年魏尔斯特拉

斯给出了极限的严格定义之后，微积分才真正趋于严密并成为了一项可以被广泛应用

的工具。杰文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这些调整与１９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影响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霍克海默集》，渠东、付德根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第１６０页）由于篇幅和主题所限，本文对此不再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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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洽、具有持久性的庞大理论体系，更加适应大学这种知识传播载体的需要。

与之相比，历史学派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击中了政治经济学的要害，它的很多观

点也颇具合理性，但主要依靠统计和归纳的方法，很难建立起一个足以与演绎派抗

衡的理论体系，而且不同学者的研究也会显得彼此独立而无法相互累积；在教学中，

历史学派要求讲授者既要清楚阐述事件的制度背景，又要突出研究对象本身的经济

发展逻辑，才能保证学生不至于误入歧途。① 这些都限制了历史学派政治经济学在

大学中的发展，使之更像一个在野的批评者，而不是这个学科的主人。

三、英国历史学派与演绎学派的竞争

（一）思想观点的交锋

在１８８２年莱斯利和杰文斯相继辞世之后，以牛津大学为中心的一些学者继承和

发展了莱斯利的思想，形成了以重视历史、制度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的现实面向为特

点的历史学派；而以剑桥大学尤其是马歇尔为核心的另一群学者则采用了杰文斯提

出的 “经济学”这个新的学科名称，在吸收李嘉图、杰文斯等经济理论和借鉴历史

学派部分观点的基础上，以边际效用论为核心，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派。

与之前的演绎派学者相比，马歇尔以更具包容性的态度接纳了很多历史学派的

思想。他承认，经济学研究的应该是一个实在的人，而不是抽象的 “经济人”，在经

济研究中，包括道德在内的制度因素都必须被考虑进来。② 在１８８５年的剑桥大学政

治经济学教授就职演讲中，马歇尔明确指出，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习俗、规则和

制度上的差异及其不断变化，任何经济理论都不能被看作是普适不变的真理。

但马歇尔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紧接着又提出，尽管经济理论本身不具有普适性，

但是它作为我们从事 经 济 研 究 的 工 具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ｏｎ），是 具 有 普 适 性 的。在

分析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问题时，经济学理论都可以用来指导我们搜集资料、建

立研究框架；只是在研究的过 程 中，我 们 应 当 再 根 据 不 同 的 研 究 对 象 和 研 究 目 的，

选择适合的具体方法。通过 “工具论”的提出，马歇尔不仅在被凯尔恩斯等学者以

“两分法”分开的经济学理论部分和应用部分之间，架起了一座具有普适性的桥梁，

而且把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都纳入了他的 “工具”之列。

马歇尔进 一 步 提 出，单 纯 依 靠 历 史 学 者 的 方 法，在 现 实 中 是 行 不 通 的，因 为

“观察历史不能直接发现事件的原因，而只能找到它们在时间上的发生顺序；即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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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某个或某组事件发生的先后或共时性，也还不足以给我们以指导，除非同样的

事件还会 以 完 全 相 同 的 方 式 重 演，而 这 种 重 复 在 一 个 人 的 一 生 中 都 是 不 会 出 现

的”。① 不仅如此，马歇尔还论证说，“过往的学术争论告诉我们，如果不经过检验

和逻辑思考，就无法从中获得任何信息；最粗疏和不诚实的理论家们，就是那些宣

称让事实和数字自己说话的人，他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选择和组织资料的方

法藏在身后，而告诉人们 ‘在此之后，所以是因此而发生的’”。②

与马歇尔有力的批评相比，历史学派的还击则显得相对无力。１８８９年，坎宁安

撰文批评马歇尔把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应用于古代英国和印度的做法是错误的，指责

马歇尔 “自称对历史抱有无比浓厚的兴趣”并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但实际上还是

认为不同历史时期有着类似的经济动因，这些历史资料在本质上仅仅是作为他由演

绎法所得出结论的佐证而已。③ 在回复中，马歇尔辩称，坎宁安批评的问题主要是

他在撰写 《经济学原理》时压缩篇幅而造成的，而对李嘉图地租理论应用的批评则

完全属于误读，自己多年来一直在为一部计划中的经济史著作做准备；他还详细举

例说明，自己在研究中充分考虑到了历史和制度因素，逐项回复了坎宁安指出的具

体问题，并在文末对其他历史学派学者对其著作的评论和意见表达了谢意。④

应当说，坎宁安的批评确实有些牵强，即使是同属历史学派的阿什利和普赖斯

也都承认，马歇 尔 对 历 史 和 制 度 有 着 深 入 的 理 解，马 歇 尔 后 来 用 历 史 方 法 撰 写 的

《工业与贸易》也验证了这一点。因此，尽管坎宁安撰写了多篇后续论文对马歇尔进

行批评，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读者。

历史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在政策观点上的一次集体交锋，出现在１９０３年。

当时，由于新式设备投资不足和产业升级滞后等原因，英国工业在世界经济中

的霸主地位不断衰落，很多工业部门逐渐被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德国和美国所赶超，

英国国内的失业、低工资和贫困问题也更趋严峻。以约瑟夫·张伯伦为代表的自由

党统一派意识到了 “英国病”的严重性，主张改善下层人民的经济状况，实施贸易

保护主义政策，并脱离自由党，与保守党组成了联合政府。１９０３年５月，张伯伦发

表公开演讲，批评英国一直以来的自由贸易政策，提倡建立帝国特惠制，加强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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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联系，对内实行关税优惠，对外执行高关税壁垒。

同年８月，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等１４位著名经济学家联名在 《泰晤士报》

上发表宣言，措辞严厉地批评张伯伦，坚持自由贸易政策，认为自由贸易不仅在理

论上无懈可击，也是符合英国具体国情的最佳政策，实行保护关税会降低效率、抬

高物价，从而降低英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历史学派的学者们则立即结成了另一个

联盟，坚决支持张伯伦改革，公 开 指 责 马 歇 尔 等 人 的 宣 言 没 有 考 虑 到 他 们 的 观 点，

不能代表政治经济学专家的集体意见。坎宁安专门为此撰写了 《自由贸易运动的兴

衰》，① 指出自由贸易政策只是英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此时已经

不再适应英国的经济状况了；阿什利不仅以其著作 《关税问题》② 为张伯伦的意见

提供依据，通过大量的中央和 地 方 政 府 的 统 计 资 料，表 明 保 护 关 税 政 策 的 必 要 性，

而且正式加入了张伯伦的自由党统一派，参与了一系列政策辩论。原本与马歇尔关

系良好的普赖斯③也在拒绝签署批评张伯伦的宣 言 之 后，公 开 与 马 歇 尔 进 行 辩 论，

阐述帝国特惠制能为英国带来的好处。福克斯韦尔在批评自由贸易理论的同时，还

指责马歇尔等学者的态度带来了政治经济学的倒退及其在公众心目中地位的下降。

休因斯则辞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职务，从政参与了关税委员会的工作。

从英国历史来看，张伯伦和历史学派的主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的政治经

济状况和经济实力相对衰落的趋势，④ 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但在当时，各殖民地

国家从本国工业发展的需要出发，对张伯伦的提议反应冷淡，并要求英国提高从非

殖民地国家进口农产品的关税，而这将导致英国国内食品价格的上涨并威胁普通民

众的生活，从而使张伯伦陷入政策的两难境地。再加上自由党人对马歇尔和庇古自

由贸易主张的大力宣传，以及１９０４年英国经济的短暂复苏，使大批民众相信，张伯

伦的主张言过其实。这导致自由党统一派与保守党联盟的分裂，及其在１９０６年大选

中的失败，张伯伦随后也因中风而退出政坛，历史学派再次遭受挫折。尽管如 此，

张伯伦和历史学派学者们掀起的贸易保护运动仍然有力冲击了自由主义思想，动摇

了自由党的阶级和思想基础，并加剧了自由党此后的分裂与衰落；而保守党则接受

了张伯伦的贸易保护主张，进而扩大了在工商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中

的影响力和自己的选民队伍，并于１９３２年最终实现了帝国特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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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经济学科发展方向的竞争

１９世纪后半期，英国大学的迅速发展和政治经济学学科专业化的不断深入，使

得政治经济学教授作为学科权威的影响力，以及学术组织对于学术规范的控制力大

大加强。为了影响经济学科的发展方向，教授职位和学术组织成为历史学派和新古

典经济学派竞争的重要目标。

在１８８４年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的竞争中，马歇尔取得了对坎宁安的胜

利。事实上，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界已经没有人堪与马歇尔比肩了，“英国几乎一

半的经济学讲席获得者都是他的学生，而由这些学者所控制的经济学教学资源，在

英国的比例还要更大”。① 当１８９０年 《经济学原理》出版时，各大报章杂志都认为，

这本书即将开启经济思想的新纪元，② 马歇尔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在这一年，马歇

尔担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科学与统计学组的主席时，向参会人员发出一封公开

信，倡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专门的经济协会和经济学期刊，并被众人所接受。同

年１１月，英国经济协会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正式成立，③ 马歇尔的这

封信奠定了学会成立后实际遵循的总路线。次年，英国经济协会创办会刊 《经济学

杂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由数理经济学家埃奇沃思担任主编。

牛津学者们立刻意识到这对经济学科规范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于是赶在 《经

济学杂志》出刊之前，另外创办了 《经济评论》杂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早期的

《经济评论》确实发表了一些与新古典学派针锋相对的高水平文章，强调历史和制度

因素、尤其是道德和价值判断的意义，倡导将政治经济学应用到现实的社会改革中

去，只是其辐射范围不及作为英国经济协会会刊的 《经济学杂志》。马歇尔虽然也曾

对 《经济评论》有过敌意的批评，④ 但在应对挑战时，《经济学杂志》还是体现出作

为协会会刊应有的公共性和多元性，⑤ 不仅为历史学派保留了一定的空间，甚至对

阿什利等批评马歇尔思想的文章也予以刊发。

只是这种竞争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１８９１年，因詹姆斯·罗杰斯逝世而空出来

·６５·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Ｓ．Ｆｏｘｗｅｌｌ，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２，ｎｏ．１，１８８７，ｐｐ．８４－１０３；Ａ．Ｗ．Ｃｏａｔ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这本书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水岭，参见Ｄ．
Ｍｉｌｏｎａｋｉｓ　ａｎｄ　Ｂ．Ｆｉｎｅ，Ｆｒ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ｍ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９，ｐ．１１９．
１９０２年以后，该协会改称 “皇家经济学会”（Ｒｏｙ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Ｗ．Ｃｏａｔｓ，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７８，ｎｏ．３１０，１９６８，ｐｐ．３４９－３７１；Ａ．Ｋａｄｉｓｈ，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１９１．
Ｎ．Ｊｈａ，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１８９０－１９１５，Ｌｏｎｄｏｎ：



的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讲席，引发了阿什利、埃奇沃思和另外两位学者之间的激

烈竞争，结果仍然是演绎学派获胜。埃奇沃思的当选固然主要缘自于他本人的学识和

影响力，但马歇尔也的确通过时任牛津巴利奥尔学院院长的好友本杰明·乔伊特，发

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① 而且，埃奇沃思在任期内的无所作为②似乎也表明，他并不

是担任牛津经济学领导人的最佳人选。竞选失败的阿什利于是转赴哈佛大学，就任

那里新设立的英语世界的第一个经济史教授 （１８９２—１９０１）。１８９５年，伦敦政治经

济学院成立后，威廉·休因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Ｓ．Ｈｅｗｉｎｓ）就任院长，也离开了牛津。

他们的相继离开，不仅导致 《经济评论》质量的下降，就连历史学派先前组织

的另一个团体牛津经济学社，也逐渐变成了业余经济研究者的论坛。③ 而英国经济

协会及其 《经济学杂志》，则真正成了促进英国经济学者自律化的平台，全国的职业

经济学家们在这里相互交流，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新古典范式为核心和基础的专业语

言和习惯。这不仅意味着相似的方法论和价值判断，也暗含了为拒绝其他人员进入

而设置的学科范畴与方法的界限。④

除了倡办经济学专业组织和期刊外，马歇尔还成功地从制度上实现了经济学作

为一个学科的独立化。在１９世纪末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仅是道德科

学和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从属性科目。⑤ 马歇尔对这一状况非常不满，认为道德

科学学位考试的课程过于追求形而上学，不能吸引那些 “适合从事最尖端和最繁难

经济学研究的学生”，也不利于培养学生们 “保持头脑冷静和清晰，以追踪和分析由

多种原因而造成的复杂现象的能力”。⑥ 因此，在就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之后的近二十

年中，马歇尔撰写了多篇文章，⑦ 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吁请剑桥大学设立独立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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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Ｆ．Ｃａｓｓ，１９７３，ｐｐ．２０１－２０３．
①　Ａ．Ｋａｄｉｓｈ，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ｐ．１９８－１９９．

Ａ．Ｗ．Ｃｏａｔｓ，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ａ．１８８０－１９３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７５，ｎｏ．５，１９６７，ｐｐ．７０６－７２９．
Ａ．Ｋａｄｉｓｈ，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ｐ．２０４－２０５．
Ａ．Ｗ．Ｃｏａ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ａｔｓ，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８９０－１９６０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４，ｎｏ．２，１９７３，ｐｐ．１６５－１８７；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１
卷，第８３—８４页。

Ｄ．Ｅ．Ｍｏｇｇｒｉｄｇｅ，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ｉｎ　Ｐ．Ｋｏｓｌｏｗｓｋｉ，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７，ｐｐ．３４２－３６９．
Ａ．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Ａ．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Ｔｈｅ　Ｏｌ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学科。直到１９０３年，独立的经济学荣誉学位考试的设立终于获得批准。①

当马歇尔退休时，当然不会允许这门由他创立的新学科回到历史和制度主义者

的手中。在１９０８年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选举中，尽管历史学派的福克斯韦尔

和阿什利的资历更深，马歇尔还是不遗余力地支持了资历最浅、但方法论与自己一

致的弟子庇古，帮助他成功当选。②

职位之争的连续失败，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历史学派学者们彻底放弃了对政治

经济学教授的追求，转而寻求在马歇尔的影响范围之外，设立另一个独立的新讲席。

四、经济史学的产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演变

（一）经济史学的产生

１８９５年，威廉·休因斯接受费边社核心人物韦伯夫妇的邀请，就任新成立的伦

敦政治经济学院 （ＬＳＥ）院长后，立即把牛津历史学派的风格带到了这里。除了亲

自教授英国贸易与金融史外，休因斯还把坎宁安、福克斯韦尔、阿什利和霍布森等

历史学派的主要学者都邀请到这里担任兼职教师，开设了很多经济史、经济思想史

和应用经济学的课程，要求学生必须从事应用领域的研究。ＬＳＥ迅速成为英国历史

学派新的中心。

１９０３年底，休因斯辞职从政，兼职教师的方式无法继续满足ＬＳＥ的教学需要。

校方在次年设立了英国第一个全职的经济史讲师职位，由坎宁安的得意弟子莉莲·

诺尔斯 （Ｌｉｌｉａｎ　Ｋｎｏｗｌｅｓ）担任。１９０７年，牛津的普赖斯也获得了专职的经济史讲

师职位，并在两年后升任准教授 （Ｒｅａｄｅｒ）。１９１０年，曾就学于牛津的乔治·昂温

（Ｇｅｏｒｇｅ　Ｕｎｗｉｎ）获聘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史教授，这也是英国的第一个经济史教授。

１９２１年，莉莲·诺尔斯升任ＬＳＥ的经济史教授。１９２８年，剑桥大学终于也设立了

经济史教授，由马歇尔的另一个学生约翰·克拉潘担任。１９３１年，牛津大学设立了

齐切利经济史讲座教授职位，由乔治·克拉克 （Ｇｅｏｒｇｅ　Ｎ．Ｃｌａｒｋ）担任。诺尔斯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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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１，ｎｏ．２，１８９７，ｐｐ．１１５－１３５；Ａ．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Ａ　Ｐｌｅ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Ｊ．ａｎｄ　Ｃ．Ｆ．Ｃｌａｙ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０２．
①　牛津大学１９２０年设立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学位 （ＰＰＥ），保留了关注历史、制度和

面向现实的牛津传统。
竞争者中还有埃德温·坎南；庇古的成功当然不能仅仅归功于马歇尔的支持，他自己

的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关于这次竞选的详细情况，参见罗纳

德·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０
年，第１８６—２０６页。



世后，ＬＳＥ又于１９３１年同时聘任了两位经济史教授，分别是毕业于剑桥的艾琳·

鲍尔 （Ｅｉｌｅｅｎ　Ｐｏｗｅｒ）和毕业于牛津的理查德·托尼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Ｔａｗｎｅｙ）。

这样，到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历史学派已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范围之

外，逐渐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学科。尤其是在１９２６年，艾琳·鲍尔等学者借英

美史学会议在伦敦召开之际，倡议组建一个经济史专业的学术团体，并获热情响应。

同年７月１４日，“经济史学会”（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正式成立，大会选举阿

什利任 主 席，鲍 尔 任 学 会 秘 书；半 年 后，又 创 办 了 学 会 的 期 刊 《经 济 史 评 论》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由 牛 津 大 学 的 经 济 史 讲 师 伊 弗 列 姆 · 李 普 森

（Ｅｐｈｒａｉｍ　Ｌｉｐｓｏｎ）和理查德·托尼任编辑。

在成立大会上的主席演讲中，阿什利不无感伤地说：“理论经济学家们认为，只

要给我们一小块属于我们自己的田地，就可以让我们保持沉默了；而我们这些谦卑

的历史学家们也应当为这一小块没有争议的领地而感激庆幸，以至于听任那些经济

学家们自行其是。在彼此都拥有自己学会和期刊的今天，这两个学科存在着渐行渐

远的危险…… （但）如果我们彼此都能多了解一些对方田地里的作物和种植方式，

我想，一定会对双方的成长都有好处的。”①

然而，阿什利的期望并没能成为现实。为了摆脱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和赢得历

史学者的支持，新学科采用了 “经济史”这一名称。它源自于剑桥大学历史学荣誉

学位考试中的一门科目 （政治经济学也是科目之一），其研究对象是过去的经济或者

历史中的经济方面。以此作为与 “经济学”相抗衡的新学科的名称，看似合理，但

实质上却与历史学派的旨趣大异。因为自莱斯利以来的历史学派学者们都是经济学

家，他们主要是把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而研究的对象和目标仍然是经济理论

和经 济 问 题。因 此，与 历 史 学 派 更 加 贴 切 的 学 科 名 称，应 该 是 历 史 经 济 学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而不是经济史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后 者 颠 倒 了 研 究 对 象

和研究方法之间的相对位置，使之看上去更像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结果正如阿什

利所担心的，此后的经济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把研究视野投向历史领域，而把现实

问题留给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听其自行其是。

从英国历任经济史学讲师和教授的就职演讲词中可以看出，阿什利、普赖斯和

昂温等早期经济史学者，无一例外地都会回顾历史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及其与演

绎学派的竞争，甚至抱怨经济史学者没能在经济学科中得到应有的职位。阿什利和

昂温还特别指出，经济学与经 济 史 的 区 别 主 要 在 于，前 者 更 注 重 个 人 和 心 理 分 析，

后者则强调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② 然而从克拉潘开始，在回顾经济史渊源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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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列的历史学 书 目 越 来 越 多，演 讲 的 内 容 也 越 来 越 历 史 学 化。尽 管 克 拉 潘 也 曾 用

“空匣子”的比喻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脱离现实，① 但在１９３７年为 《社会科学

百科全书》撰写经济史辞条时，他不仅通篇以历史学著作来介绍本学科的发展历程，

而且承认历史学派取代演绎派的尝试已经失败，经济史作为制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

正与社会史和人文地理学日益联系紧密。② 在克拉潘以后，英国经济史学界日益默

认自己的历史学性质，淡化了历史学派面向现实的研究风格。③

１９３０年代，如果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艾琳·鲍尔和理查德·托尼，仍然保留

着对经济理论的批判观点和对现实经济的强烈关注；④ 那么在牛津大学的乔治·克

拉克那里，虽然意识到历史资料总是不那么支持纯粹演绎所得出的经济学结论，但

仍然从一个历史学者的立场出发，认为经济学理论可以在经济史的研究中 “简化我

们的工作”，“帮助我们摆脱考古癖和迷失于资料中的危险”。⑤

到１９４０年代，不仅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史只是过去时代的经济学和为

经济学研究提供历史资料，⑥ 而且经济史学家也默认了这一点。当托马斯·阿什顿

１９４４年接任ＬＳＥ经济史教授时，不仅放弃了历史学派一直以来在方法论上的挑战，

而且承认 “即便是有经验的历史学家，也需用一套大致自成体系的原则作为取舍选

择的标准……正如渔民需用一张渔网……但这张网必须成于专门网工之手，而不是

随意编制的织物，编织 （经济史学）这个行业专用渔网的人就是经济学家”。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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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史和经济学的再统一，但遭到了经济学家索洛和经济史学家陈振汉等的严厉批

评。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对此进行考察，有兴趣的读者也可参阅Ｒ．Ｗ．Ｆｏｇｅｌ，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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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古典经济学的演变

在英国历史学派向经济史学转变的同时，新古典经济学也在发生着变化。

经过与历史学派的多次交锋，剑桥的新古典经济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历史

学派的一些思想方法和政策主张。通过前述 “工具论”的提出，马歇尔在方法论上

超越了以往的 “两分法”，把归纳和演绎作为经济学的方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他明确指出，“一般性推理是重要的，但对事实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也同样重要”，“只

有结合了这两者的经济学才是唯一正确的经济学”。① 马歇尔对于数学的应用也极为

审慎，认为数学只是推理的快捷工具，在完成推理后，应该把数学转化为文字和现

实案例，并 “烧掉数学”。② 如果过度依赖数学，就 “会使我们沉迷于这种智力游戏

以及那些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虚幻问题，甚至还会进而扰乱我们的研究视野，因为那

些不能被数字化的因素，往往会因此而被我们所忽略”。③ 在他晚年撰写的 《国际贸

易的财政政策备忘录》中，马歇尔也指出，他并不反对欠发达国家的幼稚工业保护，

之所以赞同英国实行自由贸易，只是因为英国的成熟产业不必继续得到保护；他也

意识到，在自由贸易政策下，英国的一些新产业已经落到了其他国家的后面。④

在马歇尔工具论的基础上，庇古进一步把经济学家的研究分为两类：埃奇沃思

是典型的工具制造者，“对一个设计精巧而没什么用处的探针的钟爱，要远甚于一把

实用然而笨拙的刀”；而马歇尔则更多表现为工具的使用者，“在使用各种工具解决

问题后，就把用过的工具隐藏在繁冗 复 杂 的 文 字 之 下”。⑤ 在 这 两 者 之 间，庇 古 认

为，“只有实用经济学而不是纯经济学才是我们研究的目标”；⑥ 经济学 “所关注的

并不是应该怎样，而是实际会怎样”。⑦ 他还接受了更多历史学派的实证主义哲学和

改良主义政策主张，指出 “经济学家努力进行的复杂分析并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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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改善人们生活的工具”，“对陋巷的厌恶以及对衰弱生命哀愁的社会热情，才是

经济科学的起点”。①
世纪之交的英国，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蔓延的失业不断激起工人运

动的爆发。１９２０年，在其代表作 《福利经济学》中，庇古采用了更加体现道德关怀

的 “福利”（ｗｅｌｆａｒｅ）概念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广义的社会福利不仅包括

经济福利，还包括从其他社会文化等因素中获得的福利，非经济因素也会对经济福

利产生影响，只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经济福利。他又把经

济福利分为个人经济福利和社会经济福利两种，其中个人经济福利可以用效用来表

示，社会经济福利由个人的效用加总而成的，可以用国民所得来表示。这样，庇古

就把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民财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并进而提出，福利经济学的目标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从

而在不破坏个人主义传统的情况下，修正和拓展了 “经济人”的研究框架。②
由此出发，庇古指出，通过增加国民所得，当然可以提高社会经济福利；而由

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所以通过政府的力量，从富人向穷人转移支付，缩小收入

差距，也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庇古还发展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指

出私人净边际产品与社会净边际产品往往并不一致，厂商出于自利心，只会关心私

人净边际产品，因此需要国家进行必要的干预，通过税收、财政补贴或立法等手段，
纠正市场配置资源的失效，实现私人净边际产品与社会净边际产品的一致。③

在这里，庇古彻底地改变了李嘉图以来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修正了片面强调

机会均等的经济公平观，更加关注收入分配的结果公平；同时从理论上证明了国家

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倡导通过政府的力量来矫正市场之不足。他也反对李嘉图等学

者认为贫困源自懒惰、应由个人而不是由社会负责的观点，认为某些地区和职业的

工人工资少于他们给企业所带来净边际产品的价值，应当通过政府介入来提高工资，
消除剥削。庇古还认为，罢工会导致劳动力和设备闲置，进而使经济福利受损，因

此 他 主 张 建 立 和 加 强 劳 资 协 调 机 制，使 劳 资 双 方 和 谐 共 处，实 现 “产 业 和 平”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ｅａｃｅ）。所有这些，正如经济思想史学家塞利格曼所评论的那样，“极少

有经济理论像庇古的理论那样，既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又有强烈的伦理关怀”。④
凯恩斯更对历史归纳法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 “马尔萨斯的方法被完全抹 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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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嘉图的方法则取得完全支配地位，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可谓一场灾难”。①

他还指出，经济学 “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也就是说，它有赖于

自省和价值判断”。② 凯恩斯甚至还对计量经济学采取了严厉的批评态度，因为经济

学是一门 “用理论模型进行思考的科学”，如果像自然科学那样把模型变成定量化的

方程，“那等于是毁了它作为思想工具的价值”。③ 他进一步推动了新古典经济学从

自由放任向积极发挥国家干预经济作用的重要转型，其政策主张也在此后欧美各国

抑制经济波动和调节社会矛盾的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可以说，庇古和凯恩斯这种从传统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的转型，集中体现了剑桥新古典经济学派面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矛盾，积极吸纳有益

思想方法进行理论创新和改良的努力。而这些在回应社会需要上所取得的积极进展，

也是１９２０年代以后在英国自由贸易政策遭遇失败、自由党趋于衰落的情况下，新古

典经济学仍然能够占据英国经济学主流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与此同时，新古典学者所致力推动的经济学专业化进程与历史学派的退 出，

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模型演绎法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垄断和对历史与制度因素的日益忽

视。随着２０世纪前３０年英国经济学科的专业化及其迅速扩张，④ 一种过度抽象演

绎和忽视现实 的 态 度，逐 渐 在 剑 桥 大 学 以 外 的 青 年 经 济 学 者 中 蔓 延 开 来，特 别 是

１９３０年代莱昂内尔·罗宾斯和约翰·希克斯的登场，更大大加剧了这种状况。

在１９３１和１９３２年，罗宾斯激烈地批评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

主张。罗宾斯认为，经济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是一种中立的科学，不应该涉及

道德哲学或价值判断问题，个人之间的效用并不具备可比性，庇古福利经济学所依

赖的基数效用论是不成立的。⑤ 凯恩斯的政策在罗宾斯看来，也只是在重弹历史学

派的老调，⑥ 从而在方法论层面，退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的 “两分法”，在政

策主张上，也从现代自由主义退回到了传统的自由放任。罗宾斯还赋予经济学以新

的定义：“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

关系来研究的科学”，⑦ 用以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国民收入的性质、来源和

分配问题，从而进一步清除了与国民收入相关的历史和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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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经济学家 的 生 活》，吴 贵 根、杨 玉 成 译，北 京：北 京 出 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

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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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希克斯运用埃奇沃思的无差异曲线，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进而在

帕累托最优思想和罗宾斯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福利经济学。他还提出了替

代弹性和边际替代率概念，在消费者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一般均衡理论，大大推动

了微观经济学作为一套不依赖历史和制度的纯逻辑体系的成熟化。在一般均衡的基

础上，希克斯把凯恩斯的宏观理论简化成了国民收入核算模型和ＩＳ—ＬＭ 模型，尤

其是后者仅用利率这个单一指标，连接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抽象掉了非常重要的

动态因素和不确定性预期，把一般均衡变成了经济常态，而把凯恩斯思想中的非充

分就业作为特例，在很大程度上颠倒了凯恩斯的原意。①

１９４０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新霸主地位的确立，经济学的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了美

国。罗宾斯对经济学的新定义在被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采用后，广泛传播，成为

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标准定义。尽管希克斯的ＩＳ—ＬＭ 模型存在着很多问题，但经

过汉森等学者的发展和推广，也以其高度简洁和直观的表述形式，迅速被美国经济

学界所接受并用于计量模型，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五、小　　结

回顾以上历程，我们发现，经济史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分别源自于英国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和演绎学派，新古典取代古典并发展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过程，

也正是历史学派在经济学科内部被边缘化，并最终独立成为经济史学的过程。

早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初，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就在学科的属性和研究

方法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前者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应当面向现 实，

采取历史和归纳的研究方法。后者则认为，政治经济学可以像数学那样严密，并建

立了强调逻辑演绎的模型分 析 法。但 在 二 者 的 经 济 思 想 中，分 歧 要 远 远 小 于 共 识，

在某种程度上，观点的差异性和方法的多元性，反而促进了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１８７０年代以后，随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规模和影响力的增加，这种方法论上

的分歧也日益扩大。以莱斯利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李嘉图思想脱离了实际，其

·４６·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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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型化、线性规划、博弈论和一般均衡等一系列的经济学新发展，与历史学派持

类似观点的美国制度学派则被边缘化。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对此进行考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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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根源就在于演绎法的错误，他们强调历史归纳的方法和问题导向的研究，重视政治、

社会和价值判断等制度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反对个人主义的分析框架，逐渐形成了

英国历史学派。凯尔恩斯等演绎派学者则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理论和应用两个层

面，理论层面和自然科学一样，提供的是一种趋势性的结论，不依赖于现实，只能

源自逻辑思考，但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理论在应用时可能会因为现实条件差异

而出现问题，历史学派以此来攻击其理论错误是没有道理的。杰文斯更发起了边际

革命，以数学方法代替逻辑推理，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经济学框架。这一新框架更

易于实现不同学者研究成果 的 累 积，以 及 建 立 逻 辑 自 洽 的 持 久 性 理 论 体 系。因 此，

相对于历史学派，后者更能适应１９世纪后半期英国大学作为知识主要载体和政治经

济学专业化的发展潮流，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由此发展为新古典经济学派。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英国历史学派和演绎学派在理论观点、政策建议和学科

主导权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这一过程中，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等新古典

经济学家，在 “工具论”思想的指导下，将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看作是经济研究中

同样重要的工具，吸纳了历史学派很多正确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

体系；而历史学派虽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和更为切合英国国情的政策建

议，但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可以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抗衡的体系，并在竞争中连续败

北以致被边缘化，最终在１９２０年代选择了组建新的经济史学科。

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分裂，对二者的发展均造成了负面影响。正如阿什利所担

心的，这两个学科出现了渐行渐远的趋势。１９３０年代以后，新古典经济学越来越明

显地表现出过度依赖抽象演绎和忽视现实的倾向，并因此而备受批评；而经济史学

的研究也逐渐淡化了历史学派面向现实的研究风格，日益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历史领

域，忽视了运用历史和制度的方法贯通古今、关注现实经济问题的传统。

温故而知新，在厘清上述发展历程之后，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经济史学的方

法意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存在问题的根源，进而实事求是地找到可行的办法，使经

济史学不要偏离运用历史方法研究经济和面向现实的传统，进而发挥自身的特点，

弥补理论经济学的不足，推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良好互动和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梁　华　责任编审：许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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