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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大师经典读书计划"系列中的一本，该书从经济领域中选取了30位最具影响力的大师，着
重介绍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些流芳百世的经典之作曾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路标，了解并阅读这
些经典著作，必将给每一位读者以智慧的启迪。
在本书中，你可以和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阿瑟·赛西尔·庇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经
济学大师对话，汲取大师身上沉淀出的宝贵经验与智慧。
 本书品位高雅，内容丰富，设计、装帧精美、时尚，不仅具有较高的阅读欣赏价值，还可以收藏，或
作为礼物馈赠亲朋好友，是一套能让读者从中获益良多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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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构思最精巧的生产流通图　　魁奈把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放在从资产阶级的视野对资本进行分析
上，并且说明他已把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的生产领域。
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经济问题的研究是离不开财富的，因此对于财富的意义必须首先有明确的规定。
魁奈对此也有很好的说明。
在魁奈对于财富问题的研究中，有几点很值得注意：1.对财富和货币有明确的区别；2.很重视把财富用
于财富的生产；3.很注意把财富用于生产时的使用方法。
　　在魁奈之前，重商主义的思想家，都是把货币和财富等同起来。
魁奈很明确地把货币财富和一般财富加以区别，而且指出重视货币的错误。
他认为货币是在交易时同一切种类的商品财产的售价等价的财富。
货币或金银(它们可以作为货币)本身绝不是消费性财富，因为货币可以说只是贸易的工具。
重视人们维持生存和生活所必要的财富的增加，是魁奈经济思想的很重要的特点，也是重农主义和重
商主义的很重要的区别之一。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魁奈非常重视把财富用于生产的重要性。
在很长的时期中，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把贫困看作迫使人们劳动以增加财富生产的动力，魁奈很
早就已经注意到把财富用于生产，作为生产资料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
当然魁奈并没有忽视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
　　重农思想是魁奈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在重农的基础上层开一系列其他理论，也是事实
。
魁奈是在凡尔赛宫中生活时，把他的研究从医学和哲学转到经济学上来的。
魁奈的思想也和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认为法国财富生产的显著减少，首先是由于重要产业部门
农业的衰退，因此，要使占国民大多数的农民富裕起来并增进国民的财富，最重要的是把法国的农业
重新振兴起来。
从魁奈关于农业的上述理论，得出只有农业能够生产出“纯产品”的理论。
所谓纯产品就是财富的增加，也就是新生产出来的产物的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也就是剩余价
值。
作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者的魁奈具有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和自由贸易的思
想。
　　从上面根据《经济表的分析》的文章对“经济表的图式”的图解说明，魁奈的《经济表》应该是
可以理解的。
这是对一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具有完全的经济活动自由、已储备财富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剩余生产
所必要的充分资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这样精巧考虑所制定的《经济表》，省略了很细节的部分，把非常错综复杂的构想描绘出来。
如果依靠说明，则只能由智力来掌握这错综复杂的构想，要区别和了解它就要花很大的精力。
不仅如此，如果这些构想，不是由表来使大家清楚地了解它，那么就会转眼忘记，而不能长久地铭记
在心中。
所以依靠表，这些构想和组合就不会很快消失，至少看了这个表，就会对于这些秩序和相应的关系，
很容易把它的全貌回想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够毫无遗留地，并不烦心地．自在地把它构想出来。
从这一点，我们一下就可以掌握财富和金额的使用与出纳、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因而也就能够掌握农业国经济统治的全部精髓。
　　魁奈对经济现象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寻找出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规律性的联系。
《经济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生产、流通、分配的有规律的运行过程的简明图示说明，这
无疑是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魁奈在“纯产品”的概念下，研究了剩余价值，并把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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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为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
把经济研究的重点放在对生产过程的分析上，是魁奈和他以前的许多经济学家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特
点，也对以后的经济理论研究有极大的影响。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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