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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增长理论》并不想提出有关经济增长的新概念，而是试图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有关的
基础。
研究经济增长新概念的论文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作者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并已列举在《经济增长理论
》的书目提要部分。
像《经济增长理论》这类著作看来颇有必要，因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已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全
面论述这个主题的著作几乎已有整整一个世纪未见问世。
最后一本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巨著是约翰&bull;斯图尔特&bull;穆勒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于1848年出版。
此后，经济学家变得聪明了，他们极为明智地不再试图在一部著作里论述范围如此广泛的主题，甚至
由于他们力不胜任完全放弃了这个主题的某些方面。
作者之所以敢于探讨这个广泛的领域，部分是由于压抑不住好奇心理，部分是考虑到当今政策制订者
的实际需要；但作者认为，尽管本人对多数的课题免不了论述得十分肤浅，但主要是自己鼓足了勇气
敢于向持有挑剔眼光的公众提供这部主题浩瀚的著作。
　  《经济增长理论》书名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单一的理论。
但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而每个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论。
研究土地使用权的理论，与研究新思想传播、贸易周期、人口增长、或是政府预算等理论并无多少共
同点。
作为《经济增长理论》书名也许用经济增长的&ldquo;种种理论&rdquo;更为恰当些，可是也同样易被
误解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目的在于评述经济增长的文献。
我不是要制定一种理论，而是勾画出一幅蓝图。
研究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总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
这也算是我请求读者原谅《经济增长理论》肤浅的一个表白。
由于目的不同，绘制地图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
若是专业刊物上登载的文章，它的比例尺相当于1英寸等于1英里，那么《经济增长理论》的比例尺更
近乎1英寸等于100英里。
这一点对读者了解《经济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编写《经济增长理论》是好奇心理和实际需要的结合，它决定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格
局。
好奇心理要求对人类历史的进程进行哲理上的探讨，而实际需要则又要求写成为指导行动的一本手册
。
由于作者对两者感到同等的兴趣，所以《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既不会适合只注重哲理的人，也不适
合要求明确下一步怎样行动的人。
看来，一部著作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个性及其多种多样特征。
　  一部著作还必须反映作者的写作手法。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概括，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则重视具体的事例。
我为了充实《经济增长理论》，很想写入两三个有关经济增长或经济停滞的实例研究材料。
怀着这样的心愿，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国家的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日
本和中世纪末期的资料。
可是实不相瞒，在阅读了这批资料以后，尤其是在阅读公元1500年以前时期的资料以后，我从中得到
的乐趣超过了知识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对早期经济史的确切了解太少了。
要把一个涉及《经济增长理论》全部内容的实例写得充分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写成一篇单
独的论文。
我与曼彻斯特大学研究部成员吉锡拉&bull;艾斯纳尔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写一部有关1830年至1930年
牙买加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著作。
那部著作到1956年出版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部与《经济增长理论》实例调查相配合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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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解答是否适合的问题要比演变问题容易得多。
原因是是否适合的问题与经济学和数学的理论相类似，它采取的方法是从简单的前提中进行推论。
因为依据一两个简单的概括就不难看到有些信仰和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更能促进增长。
有关这类概括包括：假若人们重视额外的产品，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否则就不；又假若他们投资所
获的成果归己所有，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若是投资的成果成为公共财产，他们就不会投资；或者说
假若他们可以自由而不是无权购买或租赁合作的资源，他们就会投资。
经济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能用数量表达（至少在概念上）的问题，他们一直应用演绎法，因而也就
应用数学方法来加以处理。
然而信仰和制度与增长适合与否都非数学上的问题，所以近年来我们竭力避开探讨这类课题。
不过演绎法仍然是可以应用和有成效的。
　  近年来经济理论家所从事的最出色的一些工作涉及经济增长稳定性问题。
经济学家以资本主义制度与其习惯为出发点，他们建立了各种数学模式，这些模式或是摇摆不定、或
是从数理逻辑上上升到一个极限、或是最终从增长转向长期的衰退。
取得这些结果是因为将各种系数和各种参数之间的关系应用于储蓄的趋向、出生率和投资决策的决定
因素等问题。
这项工作必然也促进统计调查，从而发现何种关系和系数对近代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经验最为适用
。
这项工作主要研讨的领域是适合性问题，而非演变性问题。
它企图显示有哪些关系和趋向以及这些关系和趋向与稳步增长适合的程度；但并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
些系数是这样的，或为什么这些系数过一段时间会起变化。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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