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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状况在不断地变化着，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看待自己的问题。
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人们比以往更加积极地进行经济学研究；但是，这一切活动只是更清楚
地表明：经济学的发展是——而且一定是——缓慢而又不间断的。
在当代最好的著作中，有些初看上去的确与前人的著作观点不相容；但是，当这种著作日久定型，粗
糙的棱角被磨平时，人们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并没有违反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
新的学说补充了旧的学说，并且扩充、发展且有时还修正旧的学说，甚至还因为重新设定侧重点而常
常赋予旧学说不同的特点，不过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
 本书试图借助于新时代的著作，就我们这一时代新出现的问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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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状况是经常地起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来观察它自己的问题。
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经济学的研究现在都比以前更为努力进行；但这一切活动只是更为清楚
地表明，经济学是——而且必然是——一种缓慢和不断发展的科学。
    本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入门的书；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一切方面——类似研究经济学的基
础的作品——罗雪尔及其他经济学家把这类作品放在他们所写的关于经济学的几卷书籍中的最前面。
本书不涉及通货、市场组织这一类的特殊论题，至于工业组织、就业和工资问题这一类论题则主要是
研究它们的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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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正常的”这一用语的相对性因此，“规律”这个术语的含义只不过是一种差不多可靠的、
明确的一般命题或倾向性的说法而已。
在每种科学当中，都差不多有这样的说法，但我们对这些说法都并不正式称之为规律，其实我们也不
能这样做。
我们必须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更多地取决于实际和方便程度，而不是纯粹的科学研究。
如果我们需要经常引用任何一般性的说法，但在需要详细引用这种说法时，又会比在讨论时外加一种
正式的表达说法及附上一个新的术语更麻烦，那么，还不如给它一个专有名称，否则，就不必这样做
。
　　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的规律，即社会规律，是一种对社会倾向的表达说法；也就是说，它表达某
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情况下应该出现的某种活动趋向。
　　经济规律，即对经济倾向的表达说法，就是与某种行为有关的社会规律，而与这种行为有主要关
系的动机的力量是能用货币价格来衡量的。
　　这样，在被当做是经济规律的社会规律与不被当做是经济规律的社会规律之间，并没有严格而明
显的区别。
因为，从差不多完全能用价格衡量的动机的社会规律到这种动机不太重要的社会规律，变化是逐渐而
持续不断的。
所以，后一种社会规律远不及经济规律那样精密而准确，正像经济规律远远不如更为精确的自然科学
规律一样。
　　对应于“规律”这个术语的形容词是“合法的”。
但只有当把规律解释为是政府命令，即“法律”时，才会与“合法的”这个形容词的使用有关；而在
把规律解释为因果关系时，是与它无关的。
用于后一种目的的形容词源自于“准则”一词，这是一个差不多与“规律”同义的术语，在科学讨论
中用它来代替“规律”一词也许有利。
按照我们的经济规律的定义，可以说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的条件下应有的某种活动，是与那种
条件有关的那个集团成员的正常活动。
　　“正常的”这个词的这种用法曾遭到误解，也许应该说这个词的各种不同用法之间有种统一性。
当我们说到一个善良的人或一个强壮的人时，我们是指上下文中说的那些在身体、精神和道德等方面
具有特殊优越感或力量的人。
一个强壮的法官很少具有与一个强壮的船夫那样相同的特性；一个好的骑师并不常常具有特别的美德
。
同样，“正常的”这个词的每种用法都含有这样的意思，即都指某些好像有着固定和持久作用的倾向
，它比那些比较例外和间断性的倾向更具优势。
疾病是人类的不正常的状态，但在漫长的一生中从不生病也是不正常的。
在积雪融化的时候，莱茵河的水位高出正常水平线，但在寒冷而干燥的春天，河水不像平常那样高出
正常的水平线时，就可以说河水低得不正常了（就一年中的那个时候而论）。
在这所有事例中，正常的结果就是上下文所指的那种倾向所产生的意料之内的结果。
或者，换句话说，正常的结果符合那些上下文的“倾向性说法”或者规律或者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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