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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定名为《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因此，第一要说明何为“东方”和“西方”，第二要说明如何进行比较。
　　先谈第一个问题。
这里的“东方”和“西方”，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经济概念，区别在于：它们是否在私有制的社会里
，仍然存在着既有公有因素，又有私有因素的农村公社。
因此，在“东方”这个概念中，不包括日本，其原因在于日本的农村公社早就消灭了；而在“西方”
这个概念中，则要包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为它们一直没有产生农村公社；此外，俄国则
包括在“东方”这个概念中，因为它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公社。
　　再谈第二个问题。
比较是存同求异：“同”作为不需说明的前提，“异”则要加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进行研究时，我们大体上将东方社会内部的差异，存而不论；对西方社会内部的差异，也是这样。
　　从思想酝酿看，本书从准备到完稿经历了六十多年。
记得1946年暑假，即我大学二年级读完尚未升三年级的时候，王亚南老师冒着广州的高温，从福建赶
来为我们补上“中国经济史”一课；这课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从此就爱好经济史的研究：大学毕业
论文就是《先秦土地制度史论》。
此后，由于大学毕业工作环境变化，暂停研究多年。
有一段时间，只能写单篇论文发表，还不能写成专著；单篇论文有《自然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和《农村公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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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十五章对东西方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
。
全书从自然条件不同对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影响谈起，阐述了农村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著名的“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在东西方的不同实践，从而提出束来理想社会主义的模式将是高级韵农村公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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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绪论（上）自然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论东西方发展差异的一个原因一、自
然条件、自然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二、特别利用自然力的农业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三、自然条件不同
使东、西方农村公社变化不同四、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西方的劳动奴隶制五、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
茂的热带，而是温带六、妨碍落后国利用自然力的经济关系第二章 绪论（下）农村公社在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村公社的论述一、农村公社的产生及其普遍性二、农村公社的存亡
与奴隶社会的两种形式三、农村公社的氏族习惯使日耳曼封建社会充满生机四、农村公社的平等原则
与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五、马克思对农村公社历史作用的辩证看法第三章 受不同自然条件制约的不同
种族的相互影响一、人类因赖以生活的自然条件不同而分蘖为不同的种族二、欧亚大陆游牧种族和农
耕种族的形成及其矛盾三、游牧部族和农耕部族三次大冲突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四、西半球因自
然条件不同，种族冲突不如欧亚大陆第四章 不同的自然条件对农村公社的瓦解作用不同一、自然条件
和农业生产二、农村公社的产生三、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四、公社解体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五、农村公社
是地域性组织还是血缘组织第五章 、进入文明社会的两条路径和奴隶社会的两种形式一、小引二、文
明从东方开始例举：埃及三、维新与革命，早熟与正常四、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维新路线五、奴隶制
两种形式重要文献的解释六、问题第六章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目前争论简况二、亚细亚生产
方式指的不是原始社会三、在《批判》中指的是先于奴隶制社会的阶级社会四、写《资本论》时及以
后指的是另一种奴隶制社会五、介绍王亚南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发生变化的经过六、萨米尔·阿明
关于贡纳生产方式的理论第七章 西欧和中国封建制度的各自特点：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一、封建主义
的起源和普遍性问题二、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三、中国封建制度的产生四、西欧和中国进入地主封建
经济阶段的原因不同五、关于印度社会的封建制度问题第八章 不同的封建经济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不同
作用一、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历史哲学二、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历史考察三、封建主义的利息率、资
本主义的利润率的高低问题四、国内市场的形成五、外部市场在资本主义产生中的作用六、商业资本
在资本主义产生中的作用七、关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两条途径问题第九章 中央集权专制
政府的产生及其经济作用：西欧和中国一、中央集权专制政府的产生二、西欧专制王朝的经济政策—
—重商主义三、中国专制王朝的经济政策——重农抑商四、专制王朝的财政收入——中国的税收五、
专制王朝的财政收入（续）——中国的公营经济第十章 暴力在加速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一、
外部市场迅速扩大和资本主义缓慢发展的矛盾二、原始积累本身和在原始积累中集中地使用暴力三、
哥伦布、伽马、麦哲伦和郑和的航海四、城市共和国在资本主义产生中的作用五、资产阶级革命在加
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六、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产生掩盖了地主经济产生七、现代的文明诸国为
何不是古代文明诸国的发展第十一章 非西欧两种不同地区的经济及其发展问题一、问题的提出二、北
美和大洋洲未发展到产生农村公社阶段三、存在或残存农村公社地区：亚洲、中美和南美以及大洋洲
四、东方大国的技术水平并不比西欧低五、农村公社例举六、殖民者劫夺行为例举：暴力即无规律性
就是规律七、两种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八、北美和大洋洲较早产生资本主义第十二章 关于中国地主经济
封建社会发展迟缓问题一、问题的提出二、与两类异族相碰撞改变不了汉族和中国的封建主义三、中
国原有地主经济封建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强韧性四、政治上层建筑对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维系作用五、
思想上层建筑对巩固地主封建制度的作用六、被扰乱的阶级关系不利于将农民战争引上正轨第十三章 
英国产业革命在欧陆和非欧陆的不同反应一、问题的提出二、英国超过荷兰先实现产业革命的原因三
、英国产业革命在思想上层建筑方面的发动四、法国和德国：都获成功及各自特点五、中国和日本：
成败不同及其原因六、印度和俄国：成败不同及其原因七、非西欧国家产业革命成败原因的分析八、
中国怎样才认识到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重要性第十四章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一、中国怎
样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二、马克思主义传入前对社会经济性质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三、对中国半
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性质的认识四、乡建派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五、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研究
提纲第十五章 发达国家为何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引言一、实行反危机政策，从而使危机分散化二、在
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居于有利地位三、两党制和多党制的迷惑作用及收买工人贵族四、两党制下三
权分立的一致五、世界革命的道路走不通六、金融危机中的发达国家共产党第十六章 “跨越卡夫丁峡
谷”——苏联和中国的比较研究一、苏联失败原因：缺乏民主与法制二、中国成功原因：虽然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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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终于建立了民主与法制三、跨越结束与过渡时期定义的修改结束语 高级农村公社展望附录一 东
西方经济发展同中有异的历史哲学附录二 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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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利用自然力以发展社会生产力，首先发生在农业上，然后再发生在其他物质生产部门。
这是因为，为人类提供食物的农业生产，从一开始就同自然力结合在一起，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
自然力有关，它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其产品除了满足农业劳动者的消费外还有剩余，其他物质生
产部门的劳动者才能独立存在，才有条件去利用自然力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才能发展。
马克思说：“农业劳动不只是农业范围内的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并且是其他一切劳动部门所以能
够独立经营的自然基础，因而也是这一切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
”这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马克思对农业生产是在协同和利用自然力中进行的这些特点作了详细的分析。
他首先科学地区分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至今仍在区分的农业和工业。
他认为农业的劳动对象是处在生命的生长过程中，工业则不是这样。
因此，自然条件，如土壤、养分、水、温度、阳光，对农业产量有很大的作用。
当然，农业不同于其前身——采集业，它不是采集野果、野稻，不是消极地接受自然的赐予，而是积
极地利用自然力，使其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如经过人的耕耘、播种、施肥、管理等等，农业产量增
加。
但是，即使这样，自然力仍有其作用。
耗费同量劳动，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生产的农产品，数量和质量是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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