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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马歇尔冲突”
———经济思想史视角的梳理

□　张日波

　　内容提要　马歇尔冲突，即规模经济和竞争之间的矛盾，是长期以来困扰 经 济 学 界 的 难

题。学界一般认为在马歇尔的体系中，规模经济与竞争之间是冲突的。本文通过区分马歇尔

经济学与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系统的经济思想史考察。通过回到

马歇尔的语境中，考察“规模经济”和“竞争”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可以发现在马歇尔那里，两者

是可以兼容的。马歇尔冲突事实上是后来的新古典体系中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之间的冲突。
马歇尔对两者关系的处理对实践和经济学下一步的发展是有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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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日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 究 中 心、区 域 经 济 学 教 研 部 讲

师。（杭州　３１００１２）

　　自２００７年经济危机以来，国进民退问题似乎

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 是２００８年 底 的 四 万

亿刺激政策出台后，巨额资金流向了国企，被“铁

公基”等行业占用。很多低效的项目不仅造成 了

大量的浪费，加重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也为银行

增加了信贷风险，另外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 经

济在过去的几年中饱受通胀之苦。国企虽然为经

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长久以来亦为国人 所

诟病。在人们抱怨国企效率低下、价格垄断、没有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等一系列问题的

背后，需要反思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 基 础。对 该

问题，学者们莫衷一是，观点很多，可以 归 纳 为 意

识形态论和弥补市场失灵论两种解释。撇开意识

形态层面不谈，市场失灵论的一种解释是：很多行

业存在报酬递增、规模经济现象，当发展到一定程

度，会产生垄断，这不利于市场竞争对资源的优化

配置，因而存在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与竞争之间

的两难冲突，即后人所说的马歇尔冲 突。为 了 既

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又不损害消费者 和 公

众的利益，由国家以国有企业的形式代为经 营 这

些行业便顺理成章。这就是“市场失灵”论对国有

企业存在合法性的解释逻辑。然而，在 理 论 层 面

上，学界对于马歇尔冲突这一如此重要的命题，却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争论不休。因而重读该命

题有其必要性。

一、文献综述

围绕马歇尔冲突最初的，也 是 最 激 烈 的 争 论

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关于报酬递增问题的大争

论。有 关 这 一 主 题 的 后 期 研 究 文 献，可 参 考

Ｗｏｌｆｅ（１９５４），Ｄａｖｉｅｓ（１９５５），Ｈａｇｕｅ（１９５８），Ｍａｘ－
ｗｅｌｌ（１９５８），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１９６１），Ｌｏａｓｂｙ（１９７８），

Ｍｏｓｓ（１９８４），Ａｓｌａｎｂｅｉｇｕｉ（１９９６），Ｈａｒｔｌｅｙ（１９９６）

等人的研究。尽管这场争论没有明确地提出马歇

尔冲突这一术语，但从争论的核心内容来看，这场

争论可以认为是该问题的源头。该辩论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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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杨 格、庇 古、罗 宾 斯、斯 拉 法、熊 彼 特、哈 罗

德、肖夫、罗伯特森等著名经济学家。在这场争论

中，有关规模经济和竞争在马歇尔经济学中的 关

系，大致分为两派观点：矛盾派和相容派。矛盾派

的代表 是 斯 拉 法（１９２６），罗 宾 斯（１９２８），庇 古

（１９２８）等人。斯拉法认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依

赖于“完全竞争”和“其他条件不变”两大假设，而

马歇尔所提出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分别与这两

大假设冲突。因为内部经济必然导致 垄 断，这 就

与完全竞争的假设冲突；外部经济则意味着不 同

部门之间的互相影响，这就难以保证“其他条件不

变”假设的成立。庇古虽然是马歇尔的接班人，但
他也认可斯拉法的观点，认为内部经济会导致 垄

断。相 容 派 的 代 表 是 杨 格 （１９２８），罗 伯 特 森

（１９３０）等人。杨格认为马歇尔对内部经济和外部

经济的 区 分 能 够 实 现 报 酬 递 增 与 竞 争 的 相 容。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强调 了 马 歇 尔 的 企 业 生 命 周 期 理 论。
他认为，这是在马歇尔的体系中报酬递增和竞 争

能够相容的关键。事实上矛盾派的观点偏离了马

歇尔的本意，这一偏离为Ｓｈｏｖｅ（１９４２），萨缪尔森

（１９６１），Ｌｏａｓｂｙ（１９７８），Ｈａｒｔ（２００３）等 学 者 所 注

意。不过正如后来的学者所指出的，在 这 场 争 论

中，反对派的阵容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对后世

经济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自这 场 争 论 之

后，学界一般认可了在马歇尔语境中马歇尔冲 突

的存在性。
例如，施蒂格勒（１９５１）认为，马歇尔的理论中

的个别厂商所面临的销售困难，不符合严格定 义

的完全竞争的概念。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 大

辞典》中，Ｖａｓｓｉｌａｋｉｓ（１９８７），Ｗｈｉｔａｋｅｒ（１９８７）也认

为存在着马歇尔冲突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现 象。
有些学者的研究则更进一步，他们不仅认可在 马

歇尔语境中存在马歇尔冲突，而且还试图构建 新

的 理 论 来 化 解 这 一 冲 突，典 型 的 代 表 是 Ｃｌａｒｋ
（１９４０），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８２），王 瑶（２０１１）等 人。Ｃｌａｒｋ
认为马歇尔冲突是可以化解的，他针对完全竞 争

概念的 非 现 实 性，提 出 了“有 效 竞 争”（ｗｏｒｋ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的概念。所谓有效竞争，就是既有利

于维护竞争又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的竞 争。
他认为多样化的竞争手段可以解决马歇尔冲 突。

Ｂａｕｍｏｌ等人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ｂ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该理论认为，市场进出自由形成的潜在

竞争压力会促使企业不断创新，从而会消除 垄 断

对效率的影响。中国学者王瑶（２０１１）提出了检验

马歇尔冲突的两个标准：第一，规模经济是否构成

进入壁垒；第二，规模经济是否实现 了 经 济 效 率。
他认为只要将Ｓｔｉｇｌｅｒ假说（规模经济不构成进入

壁垒）和Ｂａｕｍｏｌ的可竞争市场理论结合起来，就

可以证明马歇尔冲突是一个伪命题。
以上诸观点事实上隐含 地 认 为，马 歇 尔 语 境

中的“规模经济”、“竞争”概念与后来新古典经济

学中的“规模经济”、“完全竞争”概念是同义的，因
此这些观点有将马歇尔经济学与后来的新古典经

济学相等同的倾向。然而，马歇尔的 很 多 核 心 概

念，甚至研究的基本假设，都与今天的新古典经济

学有很多的不同。今天的很多经济学家由于不了

解经济思想演进的历史语境，不了解这种重 要 的

差别，导致了对马歇尔理论的严重误读。
本文立足于经济思想的 发 展，使 用 文 本 解 读

的方法，通过对马歇尔体系中的规模经济、报酬递

增、竞争、完全竞争这几个概念的分 析，对 马 歇 尔

冲突进行了重新解读。以此为基础，本 文 为 马 歇

尔体系做了一定的辩护，并指出了马歇尔冲 突 产

生的实质。以下拟从四方面展开：首先，解读马歇

尔的报酬 递 增 思 想；其 次，介 绍 马 歇 尔 的 竞 争 概

念；第三，指出规模经济与竞争关系 的 演 变；最 后

是结论和展望。

二、马歇尔的报酬递增思想

对马歇尔冲突的理解必须首先准确把握马歇

尔的“规模经济”的内涵。在《经济学原理》（以下

简称为《原理》）中，马歇尔只是两次提到“规模经

济”，七次提到“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他更多地使

用“报酬递增”这一术语。马歇尔的语境下，“大规

模生产的经济”和“报酬递增”几乎是等价的，而且

其含义与后来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规模经

济”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以下重点分 析 马

歇尔的报酬递增思想。
（一）报酬递增与组织的经济

马歇尔时代的经济学较 少 使 用 数 学，这 与 现

代形式化的经济学不同。他虽因局部均衡分析而

在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却一再强调局部 均 衡

分析在 处 理 报 酬 递 增 问 题 上 的 局 限 性。表 面 看

来，他对报酬递增的论述基本上是纯粹的文 字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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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事实上隐含在这些平实的文字背后的，是他生

物演化分析的尝试。在十九世纪，生物 学 演 化 思

想很流行，其影响非常广泛，即便是在社会科学领

域也不 例 外。作 为 这 一 时 期 知 识 分 子 的 典 型 代

表，马 歇 尔 的 思 想 受 到 了 该 思 潮 的 影 响。１８６７
年，他声称读完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歇 尔

的夫人曾提到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度假时，马歇 尔

曾随身带着斯宾塞的《第一原理》。①

马歇尔对报酬递增的定义是“劳动 和 资 本 的

增加，一般导致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增大劳

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② 他认为社会组织与生物

组织有很多相似之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有机

体———不论 是 社 会 的 有 机 体 还 是 自 然 的 有 机

体———的发展，一方面使 它 的 各 部 分 之 间 的 机 能

的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 系

更为密切，这个原理是没有很多例外 的。每 一 部

分的自给自足越来越少，而为了它的福利却越 来

越多地依靠其他部分……”。③ 马歇尔认为工业组

织也是一种有机体，其发展也表现在同样两个 方

面，他指出“这 种 机 能 的 再 分 之 增 加，或 称 为‘分

化’，在工业上表现为分工、专门技能、知识和机械

的发展等形式：而‘一体化’……表现为商业信用

的保障之增大，海上和陆路、铁道和电 报、邮 政 和

印刷机等交通工具和习惯的增加等形式”。④

可见，报酬递增即 组 织 的 经 济、组 织 的 改 进。
组织的改进由“分化”和“一体化”两方面构成。这

两方面是相辅相成，并进发展的。当组 织 一 体 化

深化时，组织分化也必然在深化，这是组织演进的

关键所在。这部分的论述是马歇尔与古典经济学

的不同之处，也是马歇尔将生物演化思想融入 经

济学的体现。在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家看来，报酬递增就是分工的经济。斯 密 认 为 分

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三个方面：分工 能

够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分工节约了工作转换 的

时间；分工导致了机器的发明。马歇尔 也 承 认 分

工导致报酬递增，但分工只是组织“分化”的一种

表现形式，进而只是报酬递增的一个方面。
（二）报酬递增与内、外部经济

由马歇尔对报酬递增的分析可知，劳动和资本

的增加所带来的，事实上是生产规模的扩大所产生

的效率提高，但这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规模

经济”有所区别，因为这里的“生产规模的扩大”所

带来的经济分为两类：一种是外部规模经济，一种

是内部规模 经 济。后 者 类 似 于 今 天 的 规 模 经 济。
马歇尔指出，任何一种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带来

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

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

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⑤ 联系他对组织分

化、一体化的论述，我们发现内部经济类似于组织

的分化，外部经济类似于组织一体化。所以报酬递

增即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它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

部规模经济两类，前者对应于产业组织的分化，后
者对应于产业组织的一体化。

外部规模经济是外在于个别企业的经济，“是

由于相关的工业部门的发达而产生的，这些 部 门

互相帮助，也许集中在同一地方，……它们都利用

轮船、火车、电报、印刷机等所提供的 近 代 交 通 便

利”⑥，这种 好 处 不 是 完 全 依 靠 个 别 企 业 的，是 非

排他的，所以任何企业都可以获得，这样的规模经

济也不会导致垄断的产生。可见，外 部 经 济 不 仅

来自于同一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还 来 自

于产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概言之，它来自于“交互

作用”。定 域 化（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 外 部 规 模 经 济 的

主要来源，这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定 域 化 有 利

于无形 资 产 的 充 分 使 用 和 创 造。他 指 出 集 聚 使

“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优良的工作 受 到

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 一 般

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
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

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

之源泉”。⑦“行业的秘密”、“技术”、“思想”这些可

以视为无形资产。当一种无形资产对人们有益的

时候，毫无疑问，对它越充分、越多地 使 用 越 会 增

进人类 的 福 利。无 形 资 产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非 排

他、非竞争性的，这是集聚利于外部规模经济充分

发挥作用的前提。集聚使得这些无形资产得以广

泛地传播、使用和创造，进而会不断地转化成生产

上的经济，甚 至 会 成 为 区 域 竞 争 力 的 源 头 所 在。
第二，定域化利于辅助行业的产生。产 业 的 集 聚

往往使产量增大，这必然会使昂贵的机械得 到 充

分使用，由于有很大的市场，辅助行业也就应运而

生。第三，定域化使专业技 能 市 场 得 以 维 持。可

以发现，马歇尔的这些观点和斯密定理是一致的。
所以马歇尔的论述又有明显的古典经济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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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规模经济是否会无限 发 展，从 而 导 致 个

别企业 的 垄 断？ 马 歇 尔 的 答 案 是 否 定 的。早 在

《经济学原 理》问 世２０年 前，他 就 形 成 了 这 种 观

点。在１８７０年的手稿 中，他 指 出，小 企 业 被 一 个

或几个大企业所取代的现象一般是不会发生 的。
其理由有两点：首先，因为树木因树龄的限制而会

有盛衰，所以较高的树木会逐渐失去生命力，相继

地让位于较小，但活力较强的其他树木。类似地，
个别企业也不可能一直存续。因为企业创办人的

寿命是有限制的，其继承者往往不具备创办人 的

诸多才能，这使得该企业不能持续维持之前的 内

部经济 优 势。这 就 是 马 歇 尔 的 企 业 生 命 周 期 理

论，这里再一次体现了其演化思想。其次，企业受

规模经济的驱使而扩大生产时，往往面临销售 的

困难。“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具有头等重要性 的

那些行业中，大多数行业的销路是困 难 的……报

酬递增的倾向发生强烈作用的许多商品，大体 上

总是特殊的产品：其中有些东西目的在于创造 新

欲望，或是在于以新方法来满足旧欲 望。其 中 有

些货品是为了适应特殊的嗜好，因而绝不会有 很

大的销路；有些则具有不易为人觉察的优点，只能

慢慢地博 得 公 众 的 欢 迎”。⑧ 所 以，个 别 企 业 处 于

不断的盛衰过程中，因此不会出现垄断现象，即使

出现，也是暂时的，这就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成为

可能。
（三）报酬递增与代表性企业

因为个别企业的状况是变 动 不 居 的，而 经 济

学研究的是一般现象，所以马歇尔认为研究的 对

象不能是个别企业，为此他构建了代表性企业 这

一分析工具。其定义是“已具有相当的历史和 相

当的成功，它是由正常的能力来经营的，它能正常

地获得属 于 那 个 总 生 产 量 的 外 部 经 济 和 内 部 经

济”。⑨ 它不 是 现 实 中 的 企 业，而 是 用 来 分 析 某 产

品所属产业的一般生产状况的一种理论建构，也

可以视为是产业的缩影。马歇尔指出“为了要 了

解大规模生产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在所说的工

业与国家中，一般地已经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需

要研究这种普通企业”。⑩ 可见马歇尔所指的报酬

递增是整体层面的，而非针对企业而 言 的。正 因

为分析的对象是代表性企业，所以它不否定个 别

企业的盛衰。因而对代表性企业的分析可以与企

业生命周期理论兼容。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竞争

共存的关键。所以认为存在马歇尔冲突的说法是

曲解马歇尔的报酬递增思想的结 果。不 仅 如 此，
很多人还误以为马歇尔的理论以完全竞争为基本

假设，下面我们来澄清这种误解。

三、马歇尔的“竞争”概念

在古典经济学中，尽管对 竞 争 有 很 多 不 同 的

定义，但它始终是核心的概念。Ｅａｔｗｅｌｌ（１９８７）认

为“完全”竞争的特征，常常被不合理地等同于古

典学派对竞争的讨论。还有很多人 认 为，既 然 新

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竞争为基本假设，所以新 古 典

经济学的开创者马歇尔的理论也是以完全竞争为

基本假设。上文提到的认为在马歇尔体系化中存

在马歇尔冲突的学者往往都持有这种观点。前已

述及，施蒂格勒虽然承认马歇尔的理论基础 并 非

完全竞争，但他认为，马歇尔对竞争概念的使用不

符合完全竞争的定义，所以是该受 批 评 的。这 些

无疑是对 马 歇 尔 的 严 重 误 读，是 一 种 后 视 之 见。
其实，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逐渐演变 的 过

程，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作为后来的新古典经济

学基本假设的“完全竞争”，其内涵也经历了一个

演变的过程。本部分一方面梳理“完全竞争”内涵

的发展，另一方面介绍马歇尔对竞争的理解。
（一）“完全竞争”内涵的发展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张自由放任。斯密笔下

的竞争是现实的。在他那里，竞争是动态性的，是
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静 止 状

态，也不是一种理想类型。斯密的《国富论》中 并

未出现“完全竞争”一词。西尼尔（１８３６）那里隐含

着：在不存在资本和劳动在各种用途间转换 的 壁

垒，而且信息是完全的条件下，竞争 才 是 完 全 的。
所以他强调了完全信息对于竞争的重要性。穆勒

的竞争理论基本是承袭了斯密的 传 统。所 以，古

典经济学家并未给出严格的完全竞争的定 义，他

们更多地是对竞争进行一般的描述。古诺（１８３８）
使用的是“无限竞争”的概念。他对“无限竞争”的

刻画更多地是从生产者角度来展开的。他认为当

竞争发展到极致（无限竞争）时，每个厂商的产量

对总产量和边际总产量的影响很小，以至于 从 总

产量中减去这部分产量，不会使商品的价格 有 任

何可察觉的变化。这里似乎暗含厂 商 数 目 很 多，
且只是价格的接受者。杰文斯（１８７１）以买卖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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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格方面的完全信息为视角，对竞争进行了 描

述。瓦尔拉斯（１８７４）的一般均衡理论是以自由竞

争为基本假设的。他指出“纯粹经济学本质上 是

在完全自由竞争制度假设下确定价格的理论”。瑏瑡

他的自由竞争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企业可以根 据

盈亏自由地调整产量，二是指买卖双方可以竞 相

出价，自由地买进或卖出。在埃奇沃思（１８８１）那

里隐含着完全竞争中存在大量的买卖者，交易 双

方完全理解所需的信息。在克拉克（１８９９）那 里，
也没有出现“完全竞争”一词。他认为竞争是一种

“静态势力”，竞争使商品价格成为自然价格。他

对竞争的 描 述 隐 含 了 只 有 要 素 完 全 自 由 地 流 动

时，竞争才是完全的。他指出“（在静态的研究中）
我们必须撇开一切动态势力，使劳动和资本具 有

绝对的流 动 性，并 使 竞 争 能 够 安 全 实 现”。瑏瑢 施 蒂

格勒（１９８７）指出“到１９００年，完全竞争 的 所 有 要

素均已落实，并日益成为后来经济理论的标准 范

式”。瑏瑣 奈 特（１９２１）明 确 提 出 了“完 全 竞 争”的 概

念，他对完全竞争的论述最有影响，很接近于主流

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表述。他指出了完全竞争的８
个必要条件：在先天和后天的性格方面，社会成员

都是正常的人；社会成员完全理性；人们有合法地

按照自己的动机从事生产、交换和消费的自由；经
济要素具有完全的流动性，不存在移动和改变 东

西的成本，且不存在交易成本；所有的买卖双方都

知道彼此的出价，商品无限可分；无共 谋 行 为；排

除个人之间的相互掠夺；必须存在有效的分工 和

交换的动 机。瑏瑤 伴 随 着 新 古 典 经 济 学 形 式 化 的 大

发展，人们才渐渐对完全竞争的特征：市场上有无

数的买者和卖者，产品完全同质，厂商完全自由地

进入或退出行业，完全信息等达成了 共 识。阿 罗

和德布鲁（１９５４）运用现代数学工具对完全竞争进

行了形式化的刻画，并证明了均衡的存在性，稳定

性和唯一性。在竞争理论演变为完全竞争理论的

过程中，竞争的动态性、现实性转变成了完全竞争

的静态性和抽象性，完全竞争的内涵已经将分工、
报酬递增等动态性的问题排除。不过，正 如 以 下

的分析所表明的，马歇尔的竞争概念依然是古 典

经济学意义上的。
（二）马歇尔的“竞争”概念

马歇尔对竞争的理解承继 了 斯 密 的 传 统，他

将竞争理 解 为 一 种 现 实 层 面 的，动 态 性 的 过 程。

在《原理》中，“完全 竞 争”一 词 仅 出 现 了 四 次。马

歇尔指出“我们始终假定，特定工种的工人和特定

行业的雇主，……并不具有多于事实 上 他 们 所 特

具的那种 竞 争 能 力，知 识 和 竞 争 的 自 由”瑏瑥，可 见

这里隐含了不完全知识的假设。接 下 来，马 歇 尔

明确指出，他的理论并非以完全竞争为基本假设，
“我们并不假定完全竞争的存在。完全竞争 要 求

完全掌握市场情况”，而大量的社会现实表 明，这

一假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瑏瑦“完全竞争”一词，
另外两次出现在论述工资问题时的一个脚 注 中。
在这一脚注中，“完全竞争”一词是以引文的形式

出现的，是无关紧要的。在《原理》中所出现的１９
幅供求曲线图中，代表性厂商所面临的需求 曲 线

都是向下倾斜的，所以马歇尔认为即便是单 个 厂

商，也有一定的市场势力，从而能够影响价格。在

第五篇第１２章第二节的脚注中，他指出“当我们

考虑个别生产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他的供 给 曲

线和他自己的特殊市场的特殊需求曲线相 配，而

不是和广 大 市 场 上 他 的 商 品 的 一 般 需 求 曲 线 相

配”。瑏瑧 这一 脚 注 启 发 了 张 伯 伦，导 致 了 垄 断 竞 争

理论的诞生。陈岱孙教授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２６年在哈

佛 大 学 读 硕 士 和 博 士 期 间，与 张 伯 伦 是 同 窗。

１９８３年他说“记 得 张 伯 伦 说 他 是 从 马 歇 尔 的《原

理》中的一 个 脚 注 得 到 启 发 的”。瑏瑨 在 马 歇 尔 晚 年

的得意作品《产业与贸易》中，他也指出了垄断和

竞争的相容性。“尽管垄断和自由竞争非常不同，
但实际上两者是相互渗透的：在所有的竞争 性 行

业中都 有 一 些 垄 断 成 分；几 乎 在 所 有 的 垄 断 中

……垄断势力持存的期限是不确定 的，如 果 垄 断

者忽视竞争的直接和间接的可能性，垄断势 力 不

久就会丧失殆尽”。瑏瑩Ｗｈｉｔａｋｅｒ（１９８７）认为马歇尔

的竞争概念与其说接近于现代的完全竞争 概 念，
倒不如说更接近于后来的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

概念，这是有道理的。
总之，完全竞争的内涵经 历 了 一 个 漫 长 的 演

变过程。马歇尔没有提出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中

的完全竞争概念，他的理论不是以完全竞争 为 基

本假设的，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竞争相容的 另 一

关键所在。

四、规模经济与竞争关系的演变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 们 来 思 考 规 模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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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竞争之间关系的演变。区分如下两个层次的问

题是必要的：

第一层次，立足于 马 歇 尔 的 经 济 学。在 这 一

层次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马歇尔冲突。由第二、

三部分的分析可知：第一，在马歇尔那 里，大 规 模

生产的经济就是报酬递增、组织的经 济。大 规 模

生产的经 济 又 分 为 内 部 规 模 经 济 和 外 部 规 模 经

济。对于个别企业而言，存在对其内部 规 模 经 济

的两种限制，即企业生命周期和销售上的困难，这
使得内部规模经济不会无限膨胀，从而不会导 致

垄断。第二，由于马歇尔使用代表性企 业 这 一 工

具旨在分析产业的一般现象，而不是某一特殊 的

企业，所以它除享有该产业内所有企业平均的 内

部经济外，还享有源自产业整体，甚至整个经济系

统的外部经济。因此代表性企业是马歇尔的伟大

创新，它可以兼容个别企业的盛衰，又可以分析外

部经济问 题，而 外 部 经 济 可 以 抑 制 垄 断 的 产 生。

第三，马歇尔的立论基础并非完全竞争，在该意义

上的竞争条件下，来自需求层面的限制使得具 有

内部规模经济的企业不能不限制地扩充产量，进

而占据 市 场。以 上 三 点 保 证 了 在 马 歇 尔 经 济 学

中，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和竞争的相容性。所以，认
为马歇尔的语境中存在规模经济与竞争的冲突的

观点曲解了马歇尔的报酬递增、规模经济、竞争等

概念的内涵。因而，如果所谓的马歇尔 冲 突 指 的

是马歇尔语境中存在规模经济与竞争的冲突，这

就必然是一个伪命题。

第二层次，立足于 后 来 的 新 古 典 经 济 学。在

这一层次 上，规 模 经 济、内 部 经 济、报 酬 递 增、垄

断、完全竞争都有了清晰的定义。规模经济、内部

经济都是对单个企业状况的一种描述。报酬递增

概念转变成了规模报酬递增，是对企业生产函 数

的一种技术性刻画。竞争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寡

头竞争、垄断竞争。在奈特（１９２１）等人 对 完 全 竞

争的定义中，就已经将分工、报酬递增、规 模 经 济

等问题剔除了出去，因此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 从

定义上就是水火不容的。另外两者的冲突关系也

可以简单地进行数理化的证明：在完全竞争的 假

设下，因为价格并非企业的决策变量，所以企业的

利润仅为产量的函数。令π＝Ｒ（ｑ）－Ｃ（ｑ），其中

总收益 Ｒ（ｑ）、总 成 本Ｃ（ｑ）都 是 产 量ｑ的 函 数。

最大化的一阶条件要求ｄＲ
ｄｑ＝

ｄＣ
ｄｑ
，即 ＭＲ＝ＭＣ；二

阶条件要求
２　Ｒ
ｑ２＜

２Ｃ
ｑ２
。在完全竞争的假定下，由

于企业面临水平的需求曲线，因此价格固定 为 常

数Ｐ，所以 ＭＲ＝ＭＣ＝Ｐ，边际收益的斜率为 零。
如果二阶条件要满足，边际成本的斜率必须 大 于

零。因此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边 际 收 益 等

于边际成本，且边际成本处于上升阶段。同时，由
于完全竞争使得企业无超额利润，所以平均 成 本

必须等于价格，即需求曲线与平均成本的最 低 点

相切。因此完全竞争要求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必

须是Ｕ形的。而如果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必

然会导致垄断，从而不能达到均衡。所 以 在 新 古

典经济学的语境下，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是 冲 突

的。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正是 这 种 冲 突 导

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马歇尔之后的早期形式化阶

段，将报酬递增思想驱逐了出去。目 前 尽 管 在 主

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个角落里会提到规模报酬

递增，但其内涵较之于马歇尔的报酬递增思想，只
是冰山一角。而且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规

模报酬不变，所以即便是规模报酬递增仍是 遭 冷

遇的。但必须指出，这种困境在马歇 尔 那 里 是 不

存在的，所谓的马歇尔冲突只是现阶段新古 典 经

济学中“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这些狭隘的概念

间的冲突，也是一种经济学过度形式化以后 造 成

的困境。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立足于马歇尔经济学与后来的新古典经

济学的不同，一方面考察了在马歇尔的体系 中 报

酬递增与竞争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在 马 歇

尔的语境中两者是相容的关系这一结论。另一方

面指出了马歇尔冲突实质上是后来的新古典体系

中狭隘的概念间的冲突，即规模经济与完全 竞 争

之间的冲突。因此，如果马歇尔冲突 所 指 的 是 马

歇尔的语境，则该命题是一个伪命题；如果针对的

是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语境中规模经济与完全

竞争之间的冲突，则有其合理性，但如将此冲突冠

之以“马歇尔”冲突则容易引起对马歇尔思想的严

重误解。
理论上的模糊会在现实中的政策层面得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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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并误 导 现 实，产 生 严 重 的 危 害。回 到 本 文 引

言，在对马歇尔冲突作了如上的思考后，我们不禁

对国企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一些质疑，至少是对 市

场失灵论而言。而对于国进民退等问题更应进行

深入的反思。对政府而言，这对于减少政策失误，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是非常 重

要的。政府不必对报酬递增抱之以会导致垄断的

警惕态度，而应该对市场寄予更多信心，对市场竞

争的力量给予更多的信任，并约束自身行为，避免

对市场的侵害。这是重读马歇尔冲突的现实意义

所在。
在理论层面上，重读马歇尔冲突可以为报酬递

增思想的复兴提供启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

来，在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

兴起的报酬递增思想，几乎都可以视为是在新古典

经济学的均衡框架内，对马歇尔报酬递增思想的一

定程度的复兴。这种复兴，可视为是二十世纪二十

年代对马歇尔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质疑的一种当代

回应。这些经济学家以各种新的数学工具，形式化

了马歇尔思想中的某些部分，如外部经济、报酬递

增、不 完 全 竞 争 等。Ｅｔｈｉｅｒ（１９８２），Ｈｅｌｐｍａｎ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５），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Ｌｕｃｕｓ（１９８８）以 外

部经济作为切入点，将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结合了

起来，这一进路将外部经济对报酬递增的影响刻画

了出来。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７９），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将规

模经济、报酬递增与不完全竞争在同一个框架中进

行了分析，这主要得益于１９７７年的Ｄ－Ｓ模型对不

完全竞争进行的开创性的形式化处理。这无疑更

接近马歇 尔 的 思 想。尤 其 是Ｒｏｍｅｒ，他 意 识 到 了

１９８６年的文章中，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之间的紧

张关系，所以在１９８７和１９９０年的模型中采用了不

完全竞争的假设。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杨
小凯（１９９８）内生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并认为

内部报酬递增和完全竞争是可以兼容的。Ｍｉｌｇｒｏｍ
认为杨小凯模型中的专业化与价格接受行为的假

定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专业化导致报酬递增，
而价格接受行为则是完全竞争 的 典 型 特 征，所 以

Ｍｉｌｇｒｏｍ的批评指出了杨小凯模型中报酬递增和

完全竞争的矛盾，点明了只有不完全竞争与报酬递

增才是相容的，而这一结论，马歇尔早就预见到了。
不仅如此，在均衡的范式之外，我们发现对于

报酬递增的研究也是暗流涌动，如演化经济学、复

杂经济学的贡献，这不仅让我们想到了马歇 尔 对

报酬递增的动态演化特性、经济学研究对象 复 杂

性的强调，以及马歇尔对经济生物学解释报 酬 递

增问题寄予的厚望。所以，当代经济 学 对 于 报 酬

递增、竞争的研究，无论是主流范式还是非主流范

式，都可以与马歇尔形成呼应。究竟 是 在 均 衡 的

范式内，还是在其他的范式（如经济生物学）内来

兼容报酬递增和竞争，这是马歇尔当年纠结 的 问

题，经济学下一步的发展需要对这一问题有 一 个

明确的回应。本文通过重读马歇尔 冲 突，可 以 为

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如下启发：一方面可以尝 试 在

主流的范式内，在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 来 复

兴报酬递增思想。另一方面，要扩展 报 酬 递 增 的

内涵，从整体角度来理解报酬递增，不过这要求对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可行性进行反思。
不过马歇尔的理论并非没有缺点。例如他虽

然指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 不 在

于经济动力学，认为报酬递增等复杂的动态 问 题

属于经济生物学的研究范畴，但他无奈的是，未能

构建出系统的经济生物学框架，尽管在前文 论 及

的报酬递增机制中，我们会看到他在这一进 路 上

的一些尝试。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 种 无 奈，使 他

的论述颇具矛盾性。这表现在，他虽 然 屡 次 强 调

静态分析方法脱离现实的局限性，却不断地 尝 试

在静态的框架内来处理报酬递增等问题。马歇尔

的伟大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发现了自古典政 治 经

济学以来，隐藏在经济学中的静态分析和动 态 分

析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他直面这一问题，
努力为调和两者做了一些努力。所以他的理论是

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该体系敞开着对于报 酬 递

增、分工、动态演化等问题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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