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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状况是经常地起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来观察它自己的问题。 

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经济学的研究现在都比以前更为努力进行；但这一切活动 

只是更为清楚地表明，经济学是——而且必然是——一种缓慢和不断发展的科学。在当 

代最好的著作中，有些初看起来的确似乎与前人的著作有矛盾；但当这些著作日久成熟， 

粗糙的地方已经修正时，我们就可知道，它们实在并没有违反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新 

的学说补充了旧的学说，并扩大和发展了、有时还修正了旧的学说，而且因着重点的不 

同往往使旧的学说具有新的解释；但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 

    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 

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第一篇说明了本书总的范围和目的；在第一篇之末对于经济研究 

的主要问题，以及与经济研究有关的主要实际问题，也有简短的叙述。依照英国的传统 

见解，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观察和经验中得来 

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而且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规律是以直述 

语气表达的倾向之叙述，而不是以命令语气表达的道德上的告成。经济规律和推论事实 

上不过是良心和常识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和树立可以指导生活的那些法则的资料之一部分 

而已。 

    但是，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的确，曾经有 

过这样的打算：以一个“经济人”的活动为内容，建立一种抽象的经济学，所谓经济人 

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但是，这种打算却没有获得成 

功，甚至也没有彻底实行过。因为，它们从没有把经济人真正当作是完全利己的：一个 

怀有利人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是最能信任的，他的正常的动机常 

被默认为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但是，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 

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起作用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任何等级的人之中都是如此地一 

律，以致能被变为一般法则——在内呢？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在本书中把正常的活动 

看作是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条件下会有的活动；而对于任何动机——起作用是有 

规律的——的影响不加考虑，只是因为这种动机是利人的，在本书中却没有这样的打算。 

本书如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话，那可说是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 

    这个原理不但应用到动机之道德上的特性——一个人在选择他的目的时会受到这种 

特性的影响，而且应用到他追求他的目的时所有的聪明、努力和进取心。这样，我们就 

着重以下的事实：从“城里人”①的活动——这种活动基于精明和有远见的计算，并以 

努力和才能来实行，到既无力量又无意志以营业性的方法来做事的普通人的活动，其中 

具有连续的程度上的差别。正常的甘愿节省、正常的甘愿为某种金钱报酬而努力，或者 

找寻买卖的最好市场或是为自己或子弟找寻最有利的职业之正常的留心——诸如此类的 

话必须是与在一定地点和时间的某一阶级的成员有关：但是，一旦知道了这一点，则正 

常价值的理论就可同样地应用于非营业性的阶级之活动，虽然在细节问题上没有像应用 

于商人或银行家的活动那样准确。 

    正像在正常的行为与暂时看作是不正常的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一样，正常价值 

与“现行的”或“市场的”或“偶然的”价值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后者是一时的偶 

然事件占优势的价值；而正常价值是考虑中的经济条件如有时间毫无阻碍地充分发挥它 

的作用，终能获得的价值。但是，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由于连续 

的程度上的差别而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想到商品交易所中时时刻刻的变化，我们也许 

认为是正常的价值，但从一年的历史来看，这种价值不过是表明现行的变化而已：从一 

年的历史来看的正常价值，如从一个世纪的历史来看，也不过是现行的价值而已。因为， 

时间的因素——这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本身是绝对连续的：大 

自然没有把时间绝对地分为长期和短期；但由于不知不觉的程度上的差别，这两者是互 

相结合的，对一个问题来说是短期，而对另一个问题却是长期了。 

    这样，例如地租和资本的利息的区别，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要看我们心目 

中的时期的长短而定。一样东西被当作是“自由的”或“流动的”资本或新的投资的利 



息是适当的，但被当作是旧的投资的一种地租——以后称为准地租——则更为适当。流 

动资本与已被“固定”于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新的投资与旧 

的投资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每种资本与另一种资本逐渐结合在一起了。即使土地的 

地租，不是被看作一样孤立的东西，而是被看作一个大类中主要的一种东西；虽然地租 

的确具有它自己的特征，从理论和实际的观点来看，这种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人的本身与他使用的工具虽有显著的区别；人类努力和牺牲的供给和需求虽 

然各有特征，而与有形货物的供求不同，但是，毕竟这种货物本身通常是人类努力和牺 

牲的结果。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产品价值理论是不能分开的：它们是一个大的整体中的 

两个部分；即使在细节问题上两者之间存在差别，但经研究后可以知道，大部分是程度 

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正像鸟类和兽类虽然形状上大不相同，但在它们的躯 

体中都有一个基本观念一样，供求平衡的一般理论也是贯通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之各 

部分结构的一个基本观念。 

    连续原理还可应用到名词的使用上去。常有这样一种尝试：将经济货物分为规定明 

确的种类——关于这种货物能作出许多简明的命题，以满足学者对逻辑上的准确之欲望， 

和一般人对貌似深奥而实易了解的教条之爱好。但是，由于进行了这种尝试，和在大自 

然没有划分界限的地方划出广泛的人为分界线，似乎已经发生很大的弊端。一种经济学 

说愈是简单和绝对，倘使它所指的分界线在实际生活中不能找到的话，则在把它应用到 

实际时它带来的混乱就愈大。在实际生活中，在算作资本与不算作资本的东西之间、必 

需品与非必需品之间，或生产的与非生产的劳动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区别。 

    关于发展的连续之概念，对一切近代经济思想的派别都是共同的，不论对这些派别 

所发生的主要影响是生物学的影响——如赫伯特·斯班塞的著作所代表的；还是历史和 

哲学的影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和欧洲大陆及其他地方新近发生的伦理 

历史研究所代表的。这两种影响左右本书所表明的观点之实质，比其他任何影响为大； 

但是这些观点在形式上却最受连续性的数学观念之影响——如古尔诺的《财富理论中数 

学原理的研究》所代表的。古尔诺告诉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困难：一个经济问题的各种 

因素不是被看作以联锁的因果关系逐一决定的，如甲决定乙、乙决定丙，等等，而是将 

它们看作互相决定的。大自然的作用是复杂的：如果把这种作用说成是简单的，并设法 

以一系列的基本命题来阐明它，毕竟没有什么好处。 

    在古尔诺和屠能的启发下（后者的影响较小），使我对以下的事实大为重视：在精 

神和物质世界中，我们的对自然的观察，与总数量的关系没有与增加量的关系那样大； 

特别是，对一物的需要是一个连续的函数，这物的“边际”加量在稳定的平衡下，为它 

的生产费用的相应增加所抵消了。如果没有数学符号或图表的帮助，我们要完全明了这 

一方面的连续性是不容易的。使用图表并不需要特殊知识，而且图表比数学符号往往更 

能正确地和容易地表明经济生活的情况。在本书的脚注中应用图表作为补充说明。正文 

中的论断从不使用符号和图表，它们是可以省掉的。但是，经验似乎表明：借助于它们， 

我们对许多重要的原理就能得到更为明确的理解； 

    而且对于许多属于纯理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一旦知道应用图表的方法，就不愿再用 

其他方法去解决了。 

    纯数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用途，似乎在于帮助一个人将他的思想的一部分迅速地、 

简短地并正确地记下来供他自己之用：并使他确信他对他的结论已有足够的——仅仅是 

足够的——前提（这就是说，他的方程式与他的未知数在数字上恰好相等）。但是，当 

我们必须使用许多符号时，除了作者自己之外，任何人都觉得非常麻烦。古尔诺的天才 

虽对于得到他的启发的人必然给予一种新的智力活动，才能与他相似的数学家们虽可使 

用他们得意的方法为他们自己扫清道路，以达到经济理论中那些只是外表才被提到的困 

难问题的一部分之中心；但是，经济学说改成冗长的数学符号之后，是否有人会细心阅 

读不是由他自己改写的这种数学符号，似乎还有疑问。然而，在数学语言的应用中已经 

证明对我自己的目的最为有用的一些范例，已被合在一起作为本书的一个附录。 

    189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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