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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会长，女士们，先生们：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WAP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第2次论坛之际，我

会（JSPE: Japan Society of Political Economy），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欢迎。经济理论学会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以及对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持批判观点的研究者组成。本

在全国250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约1000名会员。其中也包括来自美国，英国，中国以及韩

  经济理论学会创立于1959年，半个世纪以来致力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及历史的研究，

的重要时事进行讨论。同时，进行了对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以及对前苏联式的现实

的分析。在本学会每年秋季举行的全国大会中，近年来讨论了如下论题：《现代和市场：经济

（Contemporary Market Economy and Political Economy），《新自由主义和现代社会的危机》( 
Crisi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现代股份资本的变貌和病理》（Transfiguration and Pa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orporate Capital），等等。今年的大会于上周举行，主题是《怎样思考“两极分化的社会”

Consider “Society with Increasing Inequality”)。 

在本学会发行的会志《季刊 经济理论》（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中包含了《全球化资

（The Structure of Global Capitalism），《现代资本主义和信息革命》(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nformation 
Revolution)，《探究劳动的“现在”》（What can we think about “Labor”）等主题的特辑。在座的各位

到经济理论学会和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研究的题目中有很多共通的部分。这必将成为今后两个

础。 

   接下来，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就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特点稍做介绍。第一个特征是研

且来自各个领域。前面提到本学会近千人的会员人数便是很好的说明。除此之外，财政，金融，

会政策，经济学史，经济史等经济学各专门学会的会员中，没有加入本学会的研究者也有很多。所以可以

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不下2000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

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日本几所重要的帝国大学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据点，

《资本论》研究领域，而且在日本资本主义现状的分析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著名的日本

生在这一时期。本来这次论战被30年代末抬头的法西斯军部所镇压，多名教授被驱逐出讲坛

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复苏，在本人的学生时代的50、60
界成为了经济学的主流。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第2个特征是，分为很多学派，学派之间通过讨论相互切磋交流。

者众多的必然结果。战前 “讲座派”（Koza School）和“劳农派”(Rono School)，是由于



不同认识而产生的。这种认识关系到30年代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第2次世界大战后的

以上两个学派的难点为目的的“宇野理论”（Uno Theory）。来自海外的理论的引入也很盛行，

法国颇有渊源的规制理论（Regulation Theory），最近又有分析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Analytical Marxian Economics)
潮流的涌入。这些内容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累述了。在此单就本人研究的日本的“国产

论稍做介绍。宇野理论是由宇野弘藏教授（late Prof. UNO Kozo, 1897~1977）重新构筑的马

足于宇野理论的研究者们现被称为宇野学派。（Uno School） 

宇野理论的第1个特征是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精炼为以纯粹资本主义（pure capitalism
理论(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众所周知，《资本论》是对从威廉•配第（W. Petty），亚

到大卫•李嘉图(D. Ricardo)的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的继承”的产物。马克思一方面根据自己

批判古典学派的资本主义是自然存在的历史观缺乏妥当性，同时全面的继承了他们的科学成果。但是，

的《资本论》中有很多未完成的部分，其中有一些古典派式理解的残留，而且包括大量对到

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叙述。宇野教授从书中去除了残留的古典经济学的残渣和对历史及现状

为解释资本主义原理的理论。这样，将对资本主义自身历史的叙述从经济学原理中剔除，赋

部在千变万化的历史现实中阐述资本主义本质的伟大著作以不朽的生命力。 

   宇野理论的第2个特征是在精炼为理论的经济学原理（《资本论》）与包括历史的现状分析之

“阶段论”的中间理论，创立了原理论，阶段论，现状分析论所组成的三元经济学体系。被

主义”为对象的原理论中去除的资本主义世界史可分为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3个
各阶段的代表国的支配资本（dominant capital）的蓄积方式 (mod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及相

变迁分析而得出的理论。包括历史的“现状分析”并非直接应用原理论，而是将阶段论作为

很遗憾在此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详细的说明。我认为这样的理论为战前日本的资本主义论争

宇野教授认为，阶段论的提出也明确了《资本论》和列宁（Lenin）的《帝国主义论》的关系。

   宇野理论的第3点特征是，针对归纳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对研究对象的客观认识为

济学，和以此为基础的、通过主体性和组织性的实践来检验其正当性的、含政治性和意识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