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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经济论》中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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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古希腊是奴隶制国家，奴隶主和自由民拥有政治地位，奴隶主占有制的田庄经营，生产管理是以家庭为单位。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下，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提出了自己的财富观，如何选择和培养好管家（财产管理者），并

在以上基础上强调自然经济——农业经济的重要性。这样的经济思想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一、财富观  

  色诺芬认为财富是“代表那些对于它的所有者有利的东西”，这是从物品的有用性来看待财富，他以笛子为例子，一

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财富，但是对于不会吹它的人来说，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并且认为钱不一定是财富，“如

果一个人不懂得怎样用钱，对于钱就要敬而远之，也不能把它列入财富之内了，”因为依据他的财富定义，钱对它的所有

者是不利的东西（所有者不懂得用钱）。  

  这种财富观以所有者个人为中心，以人的主观判断（有用性）和客观物（物品）相结合来界定财富，区分了财富和钱

的不同，这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促使奴隶主和自由民都来生产和增加对他们自己有用的东西，比如生活必需品——

粮食，从而使他们重视从事农业。再者，他的财富观对后世的经济学者有一定的影响，有些学派的经济学者沿着他的足迹

来发展这种财富观。  

  如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也是从物质的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理解财

富的，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而是维持人的适当生活的各种物品，即生活必需品。这与色诺芬的财富观有点相似性，

两者都从物质的使用价值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财富；色诺芬说“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财富”，这有利的东西当然包括生活必

需品。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者西斯蒙第（1773—1842），认为财富必须是劳动生产的东西，必须是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必须

是能够积累、保存以备将来消费的东西。西斯蒙第也强调财富是对人类有用的东西。但有点不同，他提出财富是“以备将

来消费”的东西，色诺芬认为只要有用的东西就是财富。  

  另外，色诺芬认为增加财富主要手段：一是找个好的财产管理员，财产管理者的目的就是使主人的财产不断增加。二

是从事农业，“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从事农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乐，也是一个自由民所能做的增加财产

的手段”。  

  二、财产的管理者  

  由于好的财产管理者能增加主人的财富，所以选择好的财产管理者也就显得必要了。《经济论》花了很多的笔墨（主

要集中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好的财产管理者应具有的品质，如何选择财产管理者，如何训练财

产管理者，如何惩罚和奖励财产管理者。  

  《经济论》在介绍如何训练财产管理者时，用了很多的篇幅，主要的思想是“如果你要使人们能够胜任地管理事务，

你就必须监督他们的工作，检查他们的工作，随时奖励那做得很好的工作的人，毫不迟疑地给与粗心大意的人以应有的惩

罚”，即财产管理者做得好就奖励，反之就训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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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现代社会的企业家有一定参考价值。首先在企业选择管理者时，要特别关注应聘者所具有的诚实忠心的品质和管

理能力。其次是企业对管理者要有一定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如果他们能够增加企业的财富，就要给他们一定的激励，包括

物质和精神激励。反之，也要处罚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更好地为企业增值而努力工作。而不能像现在有些企业只关注某

一方面，或者激励过度，或者处  罚过度，这都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  

  三、农业的重要性  

  古希腊社会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社会分工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主要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社会。  

  1、农业能和军队并举  

  《经济论》认为在当时，农业能和军队一样，对某个城邦及国家的富强和安全来说都重要，任何一方面都不得忽视。 

  文中举例说波斯国王重视农业和军队，他认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土地耕种得不好，就不能维持军队的开支，也

不能缴纳贡物”。同时军队管理不好，也不能保护国家和农民的土地。  

  这种农业和军队并举的思想值得我们深思。因为现在在中国农村，许多家庭父母并不这么认为，他们都愿意通过各种

关系让自己的子女去参军入伍，这样他们的子女能在退伍后找到离开农业的门路，能够不种地却能自己养活自己。当然，

在一定范围内，国家是需要这些子弟兵来保卫，但是，如果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脱离农业，不再从事农业，来参

军入伍，那么这样就会造成青年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减少农业的劳动力的新血液，在某种程度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一

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就是他们忽视了农业能和军队一样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所以笔者认

为，农业和军队一样，也需新血液的加入，而不能顾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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