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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列入本书的著作，除了第一篇以外，仅限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
代表性的论著。
在本世纪以前出版的著作，基本上参考我国经济学说史这门课程使用的教材的体系，每一个流派至少
有 一位经济学家的代表作，尽可能是已有的中译本。
在本世纪出版的著作，列入本书的大体上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根据其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过程
中的意义和作用，二是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的一本著作。
　　在每一篇“提要”之前，编者详细地介绍了该书作者的学历和经历，特别是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特
点，因而本书具有经济学辞典一部分有关条目的工具书的作用。
　　编者力求在行文中完全如实和确切地表达原作者的观点，为了简明易懂，根据原著的不同情况，
有时用编者自己的语言来简明地概述原著的有关论点，有时则直接引述原著的文句，但一律不加引号
或注明原书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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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3．有一种观点认为，降低利率有这样的好处，即可以提高物品和土地的价值或价格。
其论据是：货币价值降低表示用货币购买的其他物品的价格的提高；把利率从6％降为4％，表示货币
滋生利息即使用货币所支付的价格降低，所以降低利率会提高物品的价格。
洛克认为，任何物品的价格是由买卖双方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利息的降低或提高既不能直接使英国的
土地、货币或者任何商品比过去增加或减少，因而也就不会改变货币相对而言的价值。
    上面是就利率与商品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的。
那末，利率的高低与土地价值的关系如何?对此，洛克首先把地租与利息的性质进行比较，认为两者都
是合理合法的。
马克思曾说：“洛克是同封建社会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观念的经典表达者。
”①马克思这里指的是洛克曾经用资产阶级“自然法”的理论来解释私有财产权并由此引申出收取利
息和收取地租一样具有合理性。
洛克在用“自然法”理论说明私有财产权时提出，人对于自己的人身享有自然赋予的所有权，因此对
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也自然有所有权。
这种自然权利，不应受别人侵犯。
但这种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私有财产权并不是无限的。
它的第一个界限是劳动者本人能够使用的劳动条件以及他本人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另一个界
限是一个人能作为自己私有的财物，不得超出该物在损坏之前能被这个人所消费的数量。
那末，这种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并以个人能够消费的财物为界限的所有权是怎样被破坏，作为剥削他人
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私有权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按洛克的论证，这是由于，第一，出现了作为货币的
金银这种耐久的东西，这种东西一个人愿储存多少就可储存多少，永远不会损坏；第二，根据社会成
员的“相互协议”，每个人都可以把货币用于交换有用的但容易损坏的生存资料，同样，每个人都可
用自己占有的多余的生存资料换成货币，也可用货币换取土地，这就出现了土地分配不均和货币分配
不均等。
于是，占有多余土地的人就可把它出租给耕地不足的人，并从中收取地租；同样，那些储存了多余货
币的人就可以把货币借给需要货币的人，从中收取利息。
由此可见，洛克把地租和利息都看作是由于生产条件的不均等分配而把一个人的劳动报酬转移到另一
个人的口袋。
洛克还就利息和地租的高低，论证了土地价值大小的问题，即把地价和利率进行比较。
既然租地人支付地租是由于租地人从土地中取得收益，借款人支付利息是因为他用借来的钱赚得利润
，那末，利率高低是否应该成为土地价格的尺度呢?例如，若一定土地出租可收租100镑，若利率
为10%则地价应为1000镑，或柏当于工0年地租之和。
对此洛克指出，英国的经验表明，当利率为10％或8％时，土地并没有照上述规律出卖，因此这个规律
实际上英国是不适用的。
至于荷兰，虽然利率降低时地价上涨，那是另有原因。
洛克说，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完全肯定的，即法定利率永远不能调节地价。
土地价格和其他物品价格一样，是由买卖土地的供求决定的。
    洛克还指出，即使法律能把利率降为4％，并从而把地价从相当于zO年的年收益增加到相当于25年的
年收益，也不应该制订这种法律，因为这对国家没有好处。
这种做法虽然使卖地人可以向买地人要500镑而不是400镑，但无助于保持我们现有的货币，也无助于
从国外取得更多的货币。
降低利率并从而提高地价(如果降低利率能有这种影响的话)会阻止外国人来我国买地并定居下来。
这样，我们会受双重损失：第一，我们得不到他们的人。
而增加人就是增加国家的力量和财富；第二，我们丧失了很多的钱。
    4．如上所述，利率不能用法律来降低，那末，还需要不需要有一个规定利率的法律呢?洛克认为，
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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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有利于解决借贷纠纷；第二，可使青年人和缺钱的人不致太轻易遭受重利盘剥。
他又认为，法律虽然很难确定一个固定的利率，但利率应该有一定的上下限，一方面不要太高，太高
了会吃掉商人的利润，使他不愿借钱经营；另一方面也不要太低，太低了人们不愿贷款了。
现在英国利率为6％可能最好。
因为6％比合20年收益的地价稍高一点，这种地价正接近英国的一般地价。
例如．假定一块地每年地租为5镑，这块地值20年地租的话，则地价应为：[00镑。
如果这100镑放债生利，利率应当不是5％而应略高一些，为6％，因为货币不但有不少时间要闲置起来
不能生利，而且贷款要承担的风险比出租土地要承担的风险大得多。
可见，洛克一方面否认地价下降是利率提高的结果，否认降低利率可以引起地价上涨；另一方面又不
否认利率和地价之间确有直接联系。
这比威廉·配第前进了一步，因为配第还未能把地价和利率直接联系起来。
      二、论提高英国铸币价值的后果    在这里，洛克主要是反对降低铸币的含银量，使货币的名目价值
超过其内在价值的主张。
17世纪末，英国流通中的银币因磨损和被刮削，含银量大减，生银的市场价格高于它的铸币价格，流
通中分量准足的银币被熔成银块出售，市场发生了混乱。
当时的财政大臣朗斯(Willam Lowndes)在《关于重铸银币的报告》中提出这样的主张：使分量不足的铸
币合法化，把每盎司白银铸5先令2便士改为铸6先令3便士。
这种主张代表了当时作为债务人的地主贵族和封建国家的利益，因为实行这一主张，债务人就可以用
较少的白银来偿还债务。
洛克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利益，反对这种主张，主张发行分量准足的铸币，收回分量不
足的铸币。
对此，洛克论述如下。
    1．提高货币的价值，无非是指提高铸币的名目·但铸币价值是由它所含金属决定的，而不是由其名
目决定的。
洛克说，所谓提高货币价值，无非有两个意思，或是指真的把货币价值提高，或是指提高铸币的名目
。
如果真的把货币价值提高，无非就是要使较少的货币能换得和以前一样多的其他东直。
然而，这只有在货币的数量和与之相交换的商品的数量的比例发生变化时才会实现。
所以构成货币内在价值的白银和货币自身(不论其名目如何)相比，价值是不能提高的，因为一盎司白
银和另一盎司白银相比，不管它们铸成货币时用什么名目，永远具有相等的价值。
因此，在提高货币价值的问题上，人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改变货币的名目。
    2．提高货币名目价值会造成什么后果?洛克从提高货币价值的两种做法中来分析这个问题。
他说，提高货币价值的做法有二：(1)提高某一种货币的价值，即铸造某种铸币时，使其含银量少于它
们所承当的货币价值所要求的含银量。
例如，使其重量只为原来的2／3，或者重量虽不变，但改变了合金的成色，把其中1／3的银换成了铜
，并用法律使这种新铸币按原来价格流通。
这样，新铸币价值就提高了1／3。
然而这样铸造劣币或轻币对每一个收受者是一种欺骗，使他少得了实际价值的1／3。
这样做还有另一个大害处，它使外国人能够不用任何商品就拿走我国的货币，因为他们也会铸造这种
劣币输入英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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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1本书定名为《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
当我们尝试编写这样一本系统地介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从古到今的重要著作的通俗性读物
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什么是“名著”，本书取舍的标准是什么?第二，每一本名著的
“提要”中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取材行文的重点如何掌握?第三，在如实地完整地介绍原著内容基
础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予必要的评论或批判。
关于第一点，列入本书的著作，除了第一篇以外，仅限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产生、形成和发展
过程中有代表性的论著。
在本世纪以前出版的著作，基本上参考我国经济学说史这门课程使用的教材的体系，每一个流派至少
有一位经济学家的代表作，尽可能是已有的中译本。
在本世纪出版的著作，列入本书的大体上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根据其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过程
中的意义和作用，二是收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的一本著作。
我们深感遗憾和不足之处是，1969年至1987年共19届的25位得奖人中，还有8位经济学家的著作未能列
入本书之中。
这主要由于时间限制，我们一时尚未搜集到所需资料。
此外，即使列入本书的著作，并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得奖者的学术成就，因为他们之所以得奖，很难
由一本专著反映出来，大部分包含在成百篇学术论文汇集而成的若干卷论文集中。
关于第二点，在每一篇“提要”之前，我们较详细地介绍了该书作者的学历和经历，特别是他的学术
思想的特点，因而本书具有经济学辞典一部分有关条目的工具书的作用。
在“提要”的取材行文中，力求在有限篇幅内使之通俗易懂，使读者对该书的中心、框架结构和主要
的理论观点及其论证的逻辑推理，能有概括的理解。
关于第三点，我们力求在行文中完全如实和确切地表达原作者的观点，为了简明易懂，根据原著的不
同情况，有时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简明地概述原著的有关论点，有时则直接引述原著的文句，但一律
不加引号或注明原书出处。
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所介绍的内容进行评论或批判问题，假如对每一篇“提要”都
附上简要的一般的评论，虽然它们确实是击中要害的有力的，但表现形式则难免一般和空泛，并且大
量重复，对读者并无多大裨益。
假如针对每一“提要”的具体的内容和论点，作出言之有据、论证有力、令人信服的分析评论，根据
我自己和执笔的青年同志们现有的学术功底，是力不从心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最概括地指出：(1)马克思在工9世纪中期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
济学(经济理论)这门社会科学中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立场观点和方法方面根本对立的两种知识体
系。
因此(2)作为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知识体系的根本区别，表现在各自的经济理论的理论基础或哲学基础
，即世界观和方法论。
(3)在具体的理论观点方面，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与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价值理论
和分配理论根本对立的，前者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剥削雇佣工人的实质，而后
者则是为资本主义的剥削进行辩护。
(4)在目前被称作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由于任何宏观理论都是以特定的微观理论为其理论基础，例如国
民收入无非是一年间所创造的产品和劳务的加总，宏观经济理论的消费只是千家万户消费支出的总和
，投资变量乃是众多生产者一年间投资流量的总和，一般物价水平乃是亿万种商品和劳务价格的加权
平均数，等等，因此，资产阶级宏观经济理论的错误所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基本上表
现在该理论由以建立的微观理论及其哲学基础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希望，阅读这本书的读者，运用已经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通过对比分析，
鉴别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庸俗错误之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吸取其中可以参考借鉴的东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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