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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影响较大

郭广迪

2013-11-25 14:3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5日第528期 

   

  【核心提示】马克思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产生过影响，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其实不然，缪尔达尔

（1974年获诺奖）就明确表示：“马克思的浩瀚著作是值得一些人去全面研究一番的，尤其要沿着我所遵循过的方向去

探索他可能在这里和那里所做的转弯抹角的暗示。” 

  马克思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产生过影响，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其实不然，缪尔达尔（1974年获诺奖）就明确表

示：“马克思的浩瀚著作是值得一些人去全面研究一番的，尤其要沿着我所遵循过的方向去探索他可能在这里和那里所做的转弯

抹角的暗示。”斯通（1984年获诺奖）在获奖后也坦言，“与我的题目有关的两个概念上的革新在此应当提一下”，这就是魁奈

的《经济表》和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所进行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分析”。 

  诺斯（1993年获诺奖）认为，理解马克思是值得的，因为“一个经济的生产力、产权制度和政治结构这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

明显处于所有经济体难题的核心部位”，马克思“早在现代交易成本的文献开始从细节上探究这个问题的一百年前，他就给我们

提供了杰出的线索”。威廉姆森（2009年获诺奖）也曾指出，“关于‘权力会在设计工作内容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观点，可以

追溯到斯密和马克思”。 

  阿玛蒂亚·森（1998年获诺奖）说，“每逢我思考一个具体的观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它与某个人的观点相类似”，这种感受

产生于“在我读马克思或穆勒的时候，而不是读后来人的著作的时候”。希克斯（1972年获诺奖）则表示，“我的‘历史理论’

肯定不会是”汤因比和斯宾格勒“那种意义的历史理论，而与马克思试图制定的理论更为相近”。哈耶克（1974年获诺奖）说

过，“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

述提出的”。 

  索洛（1987年获诺奖）说，自己在哈佛大学学习时，从斯威齐所讲授的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课程中“学到的知识，至今依然

记忆深刻”。克莱因（1980年获诺奖）认为，“按马克思的精神建立的”卡莱茨基模型的“所有的成分都进入了现代经济计量模

型的关键位置”。詹姆斯·莫里斯（1996年获诺奖）则表示，马克思是将数学运用于经济学的“先驱者之一”，并“对运用统计

学也作出了贡献”。库兹涅茨（1971年获诺奖）在获奖后谈到，“现代经济增长必然伴有较高发生率的负效应”，包括马克思在

内的古典经济学家都非常“关切”“威胁性的自然资源耗竭”这一问题。 

  另外，虽然里昂惕夫（1973年获诺奖）本人在回答“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构架对您思路的形成起过什么作用”这一问题

时，明确表示“没有”，但萨缪尔森（1970年获诺奖）却非常肯定地说，“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对于今

天的所谓诺伊曼—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成长模型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萨缪尔森还说过：“现代主流政治经济学，在亚当

·斯密、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取得了许多进展，对此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可见，

他也不否认自己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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