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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采猎时代，所谓财富论首先是生物进化论，因为财富是在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产生的；在农业
社会，财富论首先是生态学，因为人类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是基于对动物和植物繁殖规律的认识；在
早期工业化时代，财富论是现代物理学的应用过程，因为人类开始更多地从无机世界中直接得到效用
。
上述自然历史过程回放到数千年的人类社会历史中是如何体现的?在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宏观低速的牛
顿世界，逐渐拓展到能量转换、微观和高速的外部空间、波动和微观粒子世界后，财富的来源和创造
方式有哪些变化 ? 　　除了客观财富对象的拓展之外，人类主观认识的拓展对于财富的创造发挥了怎
样的核心作用呢?在300多年前，重农学派曾一度盛行，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社会财富。
受重农主义思想影响较深的中国和法国，不仅在商业革命时代落后，甚至在工业化进程中也落后了。
如今，中国人不再认为商业是“投机倒把”，但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还是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农本思
想。
但是本书通过对几千年来富国崛起和衰落历史的研究发现：虽然强国富国之路必须通过增加要素投入
、提高生产效率、争取在国际分工中利用相对优势等来实现，但是大部分国家富强之路并不仅仅是通
过生产领域的积累来实现，而是掌握了特定历史阶段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和吸引财富流动与分配的核
心要素。
 　　那么，哲学和认识论的发展、财富思想的革命，到底在人类财富历史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不同历史阶段财富的结构是怎样形成的?自然财产权、暴力强权均衡和社会契约各自对财富结构的形
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旦形成一定的财富结构，它会怎样影响财富总量的拓展?什么样的财富结构指
向公平?什么样的财富结构指向效率呢? 　　显然，财富论不能回避财富的流动与分配问题。
那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战争强权主导财富分配与流动，还是核心生产要素主导呢?贸易路线、金融
、文化和生活环境对于财富流动的影响是怎样实现的?为了搞清楚战争对财富的影响，笔者停止写作，
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几千年的战争历史，结果凝结成本书第六章的第一节《战争对财富流动与分
配的影响》。
那么，在金融和贸易手段可以替代一切战争手段对财富流动产生影响的21世纪，金融对当今世界财富
流向产生怎样的主导作用呢? 　　经济周期作为影响财富变化的重要因素难道仅仅存在于现代工业和
市场经济社会吗?人类采猎时代的经济周期是怎样的?农业社会的周期性土地危机和粮食危机的根源是
如何产生的?把整个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贯穿起来的财富周期理论如何解释新经济现象，又会延伸出
怎样的经济、政治政策呢? 　　人口是财富论不可回避的问题。
为什么说人口具有财富的三重特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口的增减、迁徙如何影响财富的创造与分配?
以农业社会认识论为基础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如何被突破的?以工业化为背景的马寅初人口论在何种意
义上是正确或错误的?怎么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人口现象呢? 　　土地与生态环境的对财富
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采猎时代和农业时代，那么在工业和后工业时代，地球、物种、资源、生态与人
类财富创造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本质的变化，它又是怎样影响人类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呢?至于中国以及整
个世界当前所面临的能源稀缺问题，如果回归到人类财富拓展历史中，我们会发现它只不过是人类曾
经无数次面对的特定阶段的一个正常想象，自然也会延伸出空间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影响
未来国家财富的竞争战略。
 　　最后，还有制度和文化对财富拓展的影响。
为什么互相隔绝的大陆板块之间的生物进化更多地体现出“平行进化”的特征，而不同区域的人类制
度和文化却逐渐演化出更大的差异性呢?这种差异性的制度和文化对于不同国家的财富历史会产生怎样
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又是怎样在趋同的过程中博弈的呢?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用五年的时间
研究、写作，终于完成了拙作《新财富论》。
 　　所谓“新财富论”，并不是为了区别某一本“老财富论”，而是指书中的思想都是全新的、原创
性的。
尽管它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是更多的思想却来源于生物进化理论、历史学、物理学和哲学、地理生
态学、人口学，以及微观的企业价值创造和宏观的制度、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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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在本书各章节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笔者民族主义思想，但是所有的研究并不仅就中国
而言。
至于书中的最后一章“新财富论与中国的强国富国之路”，只不过是收录了过去一年多来笔者发表的
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几篇代表性评论而已。
读者只要阅读了本书的各章节内容，自然可以推出相关的政策指向和结论。
事实上，我们所缺乏的不仅仅是财富思想的革命，更缺乏对财富论历史的研究，只要稍微了解一下16
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初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以及20世纪60年代
的澳大利亚的货币投放量增长指标、经济增长率指标、投资率、资源消耗比率、人口现象和各项政策
，任何一个人都会用新的眼光认识中国的各项经济指标；只要有了财富拓展周期的大概念，自然就会
摆脱凯恩斯主义狭隘的周期性需求管理思想，避免错误的宏观调控政策；只要回顾一下德国马克兑美
元升值3倍、日元兑美元升值3倍以及美元兑英镑升值3倍的历史有何不同，以及美元和英镑斗争的过程
，自然就会对人民币未来国际化的趋势和所需政策有一个更清醒客观的认识。
最后，本书的主论基础必然回归到哲学和认识论的革命，提出经济价值新论。
传统的哲学和经济学认识论基础仍然停留在几百年前的达尔文认识论和牛顿认识论的时代。
随着网络虚拟经济、知识信息经济、金融虚拟经济的发展，哲学和认识论的革命是人类财富思想革命
的必然结果。
按着“苹果必然会落到地上”的思维方式，中国的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就不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整个
国家的财富战略也将继续落后于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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