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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5-1834)，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他的《人口原理》自
问世，便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尔萨斯生于伦敦附近萨里郡的鲁克里，他的家庭是当地一个土地贵族，属于当地的名门，祖先
之中出过皇家医生、牧师和军官。
其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与休谟、卢梭有过交往，是一个思想激进的绅士。
马尔萨斯最初从父受教，既长又师从格雷夫斯、韦克菲尔德等人。
1784年，他进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1788年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同年，他加入英国国教会，并在萨里
郡的奥尔伯里做过牧师。
后来，马尔萨斯又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1791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
1805年，马尔萨斯开始担任东印度学院的历史和经济学教授，该学院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的，他一
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834年去世。
　　马尔萨斯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领域写下了大量著作，主要有：《地租的性质与发展
》(1815)、《有关东印度学院的演说，用事实驳斥近年来在所有法庭上对它的指责》(1817)、《政治经
济学》(1820)、《价值的尺度》(1823)、《政治经济定义》(1827)。
　　但使马尔萨斯饮誉世界的是他的《人口原理》一书，该书出版于1798年。
当时，马尔萨斯的父亲把葛德文的名著《研究者：教育、习俗及文艺的评论》(1797)介绍给他，父子
俩对此书的理解不一，辩论之时，马尔萨斯“最初想出了他的理论”，这便是本书的缘起。
　　《人口原理》第1版的书名为：《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
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其主要思想是根据人的生存和生殖的两个法则，引申出二者之间的
失衡，以此探讨和解决人口增殖和人口过剩方面的问题，它的著名观点是：只有增加人口的死亡率才
能抑制人口的增长。
《人口原理》在马尔萨斯生前出过6版，除第2版与第l版差别较大之外，其余皆相差无几。
第二版分为四篇，由匿名著作变成印有著者真实姓名和头衔的著作，篇幅为第一版的四倍，书名改为
《人口原理对于人类幸福之过去及现在之诸影响的考察。
附考察将来关于消除或缓和由人口所生的弊害的研究》，其基本思想亦有重大变化，主张通过降低人
口出生率来控制人口增长。
　　《人口原理》是学术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出版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争议最多的一部著作，它
对世界人口理论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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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多学生、教师和经常来访的朋友们对我的协助，可说是一种无可估量的贡献，是他们使伦敦大
学经济学院成为一个真正令人愉快和令人鼓舞的地方。
要开一张详尽的名单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只能举出几位最有直接影响的人士，他们是格雷姆·
多兰斯、戴维·芬奇、简·格雷夫、弗兰德和多萝西·哈恩、弗里德里克·海叶克和拉尔夫·特维。
同时我非常感谢马库斯·弗莱明先生、普罗菲索·卢茨先生和卫纳先生三位教授的批评和建议，《人
口原理》的修订大多是以他们的意见为依据的。
我也感谢帮助我核对校样和制订索引的理查德·昆特先生。
读者们肯定会注意到，《人口原理》中许多论点同利特尔先生的《福利经济学评论》的观点或哈维里
莫在《非自愿经济决策论》（《计量经济学》，1950年1月号）中的分析有很紧密的联系。
我的原稿在上述两文付印之前已基本完成，只是有几条简明的注释和参考使我满意，因此仓促添进拙
著，这倒是毋庸讳言的。
不妨这样说，能与他们不谋而合，结为文字之交，本人不胜荣幸。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口原理>>

作者简介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0bert Malthus）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
1784年，进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1788年获得文科学士学位。
l791年获得剑桥大学文科硕士学位。
1805年，开始担任东印度学院的历史和经济学教授，直至去世。
著有《人口原理》、《地租的性质与发展》、《有关东印度学院的演说，用事实驳斥近年来在所有法
庭上对它的指责》、《政治经济学》、《价值的尺度》、《政治经济定义》等作品；其中以《人口原
理》最负盛名，一经出版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对世界人口理论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着
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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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章 理想与非理想情况的稳定／242第十二章 经济理论与国家学说／247第十三章 不充分的知识
／262第十四章 结束语：福利经济学的毁灭／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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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分立的两派严重对立，使这一问题几乎不能指望得到解决——否认人
类和社会的可完善性这一基本论点，从未得到过圆满答复——人口会带来什么样的困难——概述本书
的基本论点。
　　近年来，伟大的、出人意料的发现在自然哲学领域不断涌现出来：印刷术的普及加速了一般知识
的传播；执著而自由的钻研精神在整个知识界乃至非知识界空前盛行；新奇的政治见解令人头晕目眩
、不知所措，尤其是政治领域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惊天动地，如同一颗炽烈燃烧的彗星，看来注定要
给地球上畏缩不前的居民注入新的活力，或注定要把他们烧尽灭绝。
所有这一切，使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我们正跨入一个充满重大变革的时期，人类的未来命运将在某种
程度上被这些变革决定。
　　人类究竟是从此会以加速度不断前进，前景远大得不可想象呢，还是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灾难之
问徘徊，尽管作出种种努力，仍然距离想要达到的目标无限遥远。
据说，这是当前争论的重大问题。
然而，尽管一切人类之友都渴望结束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尽管勤于探索的人热切希望借助每一道光
亮以洞悉未来，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争论这一重大问题的双方，却彼此冷眼相视，看法大相径庭。
他们从未心平气和地思考对方的观点，总是漫无边际地争论不休，看起来，在理论上取得一致是根本
不可能的。
　　思辨哲学家一派总是被现有秩序的辩护者视为一群耍阴谋诡计的无赖，认为他们鼓吹乐善好施，
描绘更为美好的社会蓝图，只不过是为了便于他们推翻现有制度，便于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
把他们视为头脑有毛病的狂热分子，任何具有理性思维的人都不值得注意他们的愚妄想法和怪诞的理
论。
　　人类及社会可完善性的辩护者则不仅如此，而且他们还以更为轻蔑的言词反唇相讥，斥责现存制
度的辩护者为最可怜、最狭隘的偏见的奴隶，把他们说成是由于受益于现存制度便为社会弊端辩护的
人，说他们或者是为了一己私利而自欺欺人，或者是因智力低下，无法理解任何崇高的事物，鼠目寸
光，根本不能容开明人士的见解。
　　在这种混合着谩骂的争论中，真理必将会受到损害。
争论各方真正的好论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各方都固执己见，都不愿取对方那里之长补自己之短。
　　现有秩序的盟友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一切政治思辩，连屈尊思考一下社会可完善的理论的基础都
不愿意，更不愿费力去公正而不带任何偏见地揭露其荒谬之处。
　　相同的是，思辨哲学家也在做损害真理的事情。
他们的双眼只是盯着更美好的社会，用最迷人的色彩描绘这种社会将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变本加厉地
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一切现有制度，而不运用自己的才智思考一下是否有铲除弊端的最好、最稳妥的
方法，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即便在理论上也仍存在着一些巨大障碍，它们阻碍着人类向自我完善境
地的迈进。
　　在哲学上，有一条公认的真理：正确的理论要由实验来证明。
可实际上却会出现许许多多阻力，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细微小事，即使知识最广博、最富有洞察力的
人也几乎无法预见到它们，因此在极少数问题上，未经过经验检验的理论也可以宣称是正确的。
但是，人们在尚未充分考察所有相反的论点和在没有清晰而彻底地驳斥相反论点之前，不能宣称一种
未经检验的理论是有根据的，更不能宣称它是正确无误的。
　　我已经见过一些关于人类和社会可完善的理论。
这些理论所描绘的诱人图景，让我颇感兴奋和愉快。
我热烈地期望能实现这种给人类带来幸福的改良。
但据我看来，改良的途中必将会有一些巨大而难以克服的困难。
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些困难，但同时我还要说，虽然这些困难是一种击败革新派的因素，但我对此
却并不感到丝毫的高兴，相反，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到这些完全消除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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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论点，并不是什么新论点，这是毫无疑问的。
它所依据的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由休谟作了说明，并已经由亚当?斯密博士作了更为详尽的说明。
华莱士先生也曾提出过这一论点，并把它应用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问题，虽然应用得也许并不是恰
到好处，或者有从最强有力的观点应用它。
也许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著述提出过这一论点。
因此，如果有人已经相当令人满意地回答了这一论点，那我决不会再提出它，即使我要从另一个角度
提它出来，这种观点也会多少与我迄今所见到的所有观点都不相同。
　　人类可完善性的辩护者为何会忽略了这一论点，已经难以清楚地说明。
我不好怀疑像葛德文和孔多塞这样的人的才智，也不愿怀疑他们的真诚。
在我以及大多数其他人看来，这种困难似乎是难以克服的。
可是这些公认的才智超群、眼光锐利的人却不屑于注意它，坚持按自己的思路思考，热情丝毫不减，
信心丝毫不减。
毫无疑问，我没有资格说他们故意紧闭双眼，不看这种论点。
相反，如果这些人不正视它的话，则无论它的真实性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我都应怀疑其正确性。
不过，必须承认，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犯错误。
如果我看到有个人频频向另_个人敬酒，而后者却毫不理会，那我很可能会认为他是个瞎子或太不懂
礼貌了。
然而更为公正合理的哲学或许要告诫我说：宁肯认为是我的眼睛欺骗了我，其实根本不像我想象的有
敬酒那回事。
　　在讨论这一论点之前，我必须声明，所有纯粹的假设都被我加以排除，那些假设就是无法根据正
确的哲学基础推论出来的假设。
某个著述家也许会跟我说，他认为人类最终将变成鸵鸟。
我无法适当地反驳他。
不过，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除非他能够证明人类的脖子在逐渐变长，嘴唇在逐渐变
硬，愈来愈往前突，腿和脚的形状每天在变化，头发也开始变成毛管。
在没能证明人类可能发生如此奇异的变化之前，就说他们变成鸵鸟会如何如何幸福，说他们能跑得飞
得如何快，说他们将蔑视一切小家子气的奢侈品，只采集生活必需，以致人人的劳动都将减轻，人人
都将享有充裕的闲暇。
毫无疑问，那是徒劳的。
　　我认为，我可以正当地提出两条公理。
　　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
　　第二，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维持现状。
　　自从我们对人类有了一些了解，这两条法则，似乎一直是关于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
既然迄今为止它们未有任何变化，我们也就无权断言，于今日为然者，于将来当不为然，除非当初安
排了宇宙秩序的神对此进行某种直接的干预。
然而在目前情况下，为了创造物的利益，神仍然按照固定法则支配着世问的一切。
　　在这个地球上，人类最终将可以不依靠食物而生存，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著述家设想过这个前
景。
但葛德文先生却推测说，两性之间的情欲总有一天会被消除。
不过，既然他声明他著作的这一部分属于推测，所以我在这里对此不想多加评论，而只想说，支持人
类可完善性的最好论据，是人类已摆脱了野蛮状态而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且很难说这种进步会止于
何处。
但在消除两性问的情欲方面，迄今却尚未取得丝毫进展。
两性间的情欲今天仍同两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强烈。
现今同以往一样，也有个别的例外。
然而，那些个别因为这种例外的数字似乎没有增加，因此，如果单就存在着个别例外而推论例外最终
将成为规则，规则最终将成为例外，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推论是很不讲究辩论的哲学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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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项公理如果被接受，那么，我就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是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提供生活
资料的能力的。
”　　如果不抑制人口，它便会按几何比率高速度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只以算术比率增加。
稍通算术的人都会知道，与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有多么巨大。
　　“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需”这是一条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根据这条法，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
能力保持相等。
这就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给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这种困难必然会在某地发生，很
大一部分人口也必然会强烈地感到这种困难。
　　大自然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极其慷慨地播撒生命的种子。
但她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如果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问，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
。
但贫困这个专横且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
人类虽有理性，却也不能逃避这一法则的制约。
在植物和动物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种子不发芽，害病和夭折；在人类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苦难与
罪恶。
苦难是贫困的绝对必然的结果。
罪恶也是贫困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因此我们看到罪恶遍及各处，但也许不应把罪恶称为贫困的绝对后果。
可是我们可以通过历练道德，使一切罪恶的诱惑受到抵制。
　　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不等是自然的，然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地保持它们的作用的相
等。
我认为，这就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
跟它比起来，所有其它困难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
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我看不出人类怎样能逃避这一法则的重压。
任何空想的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土地调整，都不会消除这一法则的压力，即使仅仅消除一百年也不可
能。
因而，让全部社会成员都过上快乐闲适的幸福生活，不担扰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无论如何那都是不可
能的。
　　因此，我们的前提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由此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全体人类的可完善性否定。
　　我所提及的论点大概如上所述，下面我还要仔细地加以考察。
我想，经验作为一切知识的真正源泉和基础，无疑将证实这个论点的真实性。
　　第二章　　人口增长和食物增加的比率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的比率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由
此而使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经常发生摆动——这种摆动为何不像预期的那么明显——本书基本论
点所依据的三个命题——根据这三个命题来考察人类迄今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状态。
　　在第一章我说过，如果不抑制人口，它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以算术
比率增加的。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一观点是否正确。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承认，直到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至少就有记载的国家来说）的风俗会
如此淳朴，生活资料会如此充裕，以致能够丝毫不抑制早婚——下层阶级不会为此担心家用不足，上
层阶级也不会为此担心生活水平降低。
因此，就我们所知道的无论哪一个国家而论，人口增殖力从来没有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地发挥过作用。
　　无论婚姻法存在与否，在天性与道德的驱使下，男人似乎总是倾向于及早爱上女人。
即使择偶不成功而又会有重新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要不是没有限制或者是极其不道德的，就不会
对人口产生影响。
况且在我们现在假设的社会中，人们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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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谁都权利平等，道德风气良好，风俗淳朴，有非常充裕的生活资料，
谁都不担忧家人的生活，人口增殖力就可以不受抑制地发挥作用，那么，这个国家人口的增长速度就
会比迄今已知的人口增长速度要大得多。
与欧洲任何近代国家相比，美国的生活资料一直较为充裕，风俗较为淳朴，所以也较少地抑制早婚。
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该国的人口每二十五年就翻一番。
　　这种增长率虽然尚未达最高的人口增殖力，但却是实际观察到的结果，我因此要把它看作一条规
则，即人口若不受到抑制，将会每二十五年增长一倍，或者说将以几何比率增加。
　　现在，我们对地球的任何一部分作些观察，比如某个岛国，看看它所提供的生活资料能以什么比
率增加。
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岛国现有耕作状态下的情形。
如果我假定，通过实施尽可能好的政策，开垦更多的土地，大规模地鼓励农业，在第一个二十五年里
，这个岛国的产量可以增加一倍。
那么我想，这便是所能做的最为乐观的假设了。
　　在第二个二十五年，假设产量能增加到原来的四倍是完全不可能的，对土地性质的全部了解，不
允许我们这样假设。
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大增加幅度，是第二个二十五年的增加额，或许会同原产量相等。
这无疑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但我们且把这看作是一条规则，也就是假定，通过作出巨大努力，该岛
国每二十五年可以按最初的产量增加其总产量。
即便是最富有激情的思辨家，也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大的增加额了。
以这样的幅度增长，几百年不到，这岛国的每一亩土地就会被耕种得如同菜园一样。
　　可是这种增加比率显然是算术比率。
　　所以，完全可以说：生活资料是以算术比率增加的。
现在，我们把这样增加比率导致的结果放在一起做些观察。
　　据统计，我国的人口约为700万。
我们假设现有产量刚好能养活这么多人口。
在第一个二十五年，人口将增加到1400万，食物也将增加一倍，生活资料与人口的增加相等。
在第二个二十五年，人口增加到2800万，而生活资料仅仅能养活2100万人口。
在第三个二十五年，人口将增加到5600万，而生活资料只能养活一半的人口。
到第一个一百年结束时，人口将增加到11200万，而生活资料只能养活3500万人口，其余的7700万人口
将无法得到任何生活资料。
　　如果有大量人口由一国移居他国，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因为这个国家发生了某种不幸的事情。
这是因为，除非原居住国使人实在不能安居乐业，或移住国有可能给人带来巨大好处，否则，很少有
人会愿意离弃他们的家族、亲戚、朋友和故土而定居异国他乡。
　　为使我们的论点普遍性更大，受移居现象的影响较少，我们对整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地区的情况加
以考察。
假设人口增长受到的抑制已被完全消除。
假设地球为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定数量，增加额与目前整个世界的产量相等。
这一假设就等于承认土地的生产力永远无限，而且这种增长率要比我们所能想象的人类努力使生活资
料能够达到的增长率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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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口原理》是不必再经过任何证明、可以自行成立的“公理”。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关于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原理》，我在这里能有
机会表示赞扬，不胜荣幸，反对这部伟大著作的人的攻击只能证明它的力量。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　　我对《人口原理》的作者抱有真诚的赞许和敬佩。
他的论据的总的风格充分说明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豪放——他进行争论，好像是除了研究证据、发展真
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英国政治哲学家威廉·葛德文　　《人口原理》毕竟是第一本重要的人口著作。
把这些早已被别人表达过的思想放到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去，并详细证明人口增长同经济和政治发展之
间的关系，马尔萨斯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先驱者，甚至超过了他们贡献的总和
。
　　——美国人口学家威廉·彼得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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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口原理》从1798年发行第一版以来，到1872年共发行了七版。
这足以说明这部著作由于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在1985年于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大会上，来自全球六十多个国家的三百多名代表，
以99.8%的赞成票，通过了再版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
现在，我们有幸将这一人口学的著作推荐给您，希望您能从中感受到马尔萨斯先生对于人口理论的感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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