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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政”研究到美国现代经济制度研究——读胡国成先生《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一书 

刘笑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中，关于罗斯福新政的研究是一个极为热门的课题。自１９ 

８０年史学界对新政展开讨论以来，８０年代前中期逐步深入并达到了高潮。据 

笔者统计，至今为止，关于新政的专题论文就有上百篇之多。胡国成先生早在１ 

９８２年就以他的硕士论文《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经济措施及意义》参加了这场讨 

论，以后十几年间，他继续在这一领域埋头耕耘，终于向史学界捧出了其深入研 

究的新著《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读 

此专著，颇有感慨和体会，特表述出来与广大读者及该书作者共享。 

作为美国史研究领域中为数不多的专门性研究著作，作者耗费了十几年的精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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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这本书的优长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本书的显著特点是突破了传统历史学研究的狭窄范围，将历史学研究深入 

到了过去史学研究者不太重视的经济及经济制度领域。本来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 

涵盖范围极宽的传统科学，但是，随着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近代社会科学的兴 

起，历史学的地盘不断地被其他学科所挤占，政治史成了历史研究的主线。这种 

情况到本世纪上半期以来受到了史学界的注意。史学开始了向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 

渗透和借鉴的尝试。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菲雷曾指出：“如果说史学相对于其 

他社会科学而有其特殊性的话，确切地说，就是史学没有这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特 

殊性，它试图探索时间的一切维度。”（诺拉·勒高夫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 

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２８页）开放史学成为现代史学的发展趋势。一方 

面，史学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展——这不是从其他学科中重抢地盘，而是用特有 

的历史研究观念和方法来重新关照这些领域。另一方面，史学又在不断地借鉴其 

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客观地讲，这个过程在我国史学界进展得并 

不顺利，而胡国成先生的这本著作，正是反映这一趋势的一次有益尝试。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恩 

格斯指出：“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马恩全集》 

第３９卷第１９９页）但这个最一般的原理在我国的一些研究者那里却没有得到 

正确的理解和运用，经济成了政治的陪衬。就罗斯福新政而言，毫无疑问经济是 

其主要内容。没有１９２９－３３年的经济危机，没有罗斯福政府的经济措施和 

经济立法，就没有罗斯福新政。对新政的研究中，在许多学者舍本逐末用大量篇 

幅于缺乏基础的非实质性问题研究时，胡国成则始终抓住经济问题的研究不放， 

终于有了这本研究成果的问世。在本书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主要 

任务是，从对１９世纪后半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经济史的考察中，探索 

美国现代经济制度的形成”。“本书的考察重点是放在美国的国家政权及其代表— 

—联邦政府与经济的联系与关系上。”（胡著第１页，以下凡未特别注明者均引 



自此书）将历史学研究与经济史的研究相叠加，或者说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经济 

现象、经济活动及政府与之关系，是需要作者表现出相当勇气和一定功力的。而 

这种尝试，却为我们开辟了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新侧面，提供了一种正确认识美国１ 

９世纪末到二战以前美国历史发展，特别是正确认识罗斯福新政的新思路。 

其次，正是由于本书采用对经济现象进行历史学关照的独特视角，所以本书线索 

清楚明确，而且在充分吸取了国内外各学科对本书所涉及的领域的研究成果之上 

，作者还提出了许多属于自己研究得出的独到见解和重要结论。从宏观上讲，本 

书的重点在于阐述新政及美国现代经济制度的产生，但本书在对新政进行溯源时 

，以国家是否干预经济及其干预的程度为线索，找出了美国早期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现象在１９世纪末即开始出现的某些证据，分析了一战期间国家对战时经济的 

干预和管制对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产生的影响，阐述了战后“恢复常态”和自由放 

任主义的复兴，特别是在３０年代大危机到来时胡佛在坚持自由放任原则时被迫 

的有限干预，从而对新政这一美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性事件做了历史的铺垫，进 

而作了全面分析。作者认为新政全面抛弃了美国政府在自由资本主义乃至一般垄 

断资本主义时期一直坚持的自由放任原则，“在美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深度和 

广度上建立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管理体制，使美国的经济制度发展为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第１１页），即美国的现代经济制度。作者所勾画的历史 

线索相当清楚，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自由放任经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相交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 

预和现代经济制度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 

把握这条线索时，始终从经济运动本身的规律出发来关照历史现象，例如在探讨 

早期国家干预因素时强调了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及后果与反托拉斯法的关系，在 

探讨新政的产生时强调了第二次企业兼并、经济危机以及企业社会本身要求国家 

干预的背景等等，这是难能可贵的。从宏观角度讲，书中也有一些自己的鲜明特 

点，例如对新政的全面阐述和研究，可以说达到了国内著作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最 



高水平。再如对早期国家干预因素的分析，对１９３７年经济危机的认识和评价 

，也都显示了作者的研究功力。再从微观方面来看，显示作者研究特点的地方就 

更多了，可以说不胜枚举。总之，本书在内容、体系、线索、层次和观点方面都 

是独具特色的。 

最后，本书毕竟是一本历史学的专著而非其他学科的著作，在显示上述特点的同 

时，本书也表现出了“厚重加实证”的浓厚的历史学学科特色，呈现了作者深厚 

的史学功力。 

本书全书仅２６万余字，但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本书所引用的各种中外文统计 

资料、历史文献、回忆录、传记、专门性著作和一般性著作就达１２０种以上， 

全书注释竟有５１０条以上之多。翻阅全书，作者绝少空论，甚至使人有“无一 

处无出处”之感，有时同一个数字作者能同时引用几本书来证明，有时通过互证 

，作者还纠正了一些其他著作的错误。每一个认真的研究者都知道，这是非常难能 

可贵的，没有长期坐冷板凳的精神也是绝难作到的。正是这种扎实的学风和严谨 

的治学态度才保证了本书立论的成功，同时又构成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 

使本书达到了这一领域研究高峰的具体体现。 

显然，本书也并非完璧无瑕，也有可商榷之处。例如，作为一本历史学家研究美 

国经济史的尝试，本书在对经济理论和思想的分析和阐述比较薄弱。尽管美国是 

一个注重实用和往往实践走在前面的国家，作者也指出了美国现代经济制度的形 

成，“基本上是出自经济发展本身的需求和要求，并且没有什么真正可称得上是 

从美国本土产生的经济理论作指导。”（第１页）但作者同时也指出与上述历史进 

程相对应，还是存在着主要理论和思想线索的，“即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古 

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第２页）而对这些流派和理论以及与美国经济制度 

发展进程的关系，本书则缺乏分析甚至很少提及。虽然这些流派和理论，包括１ 

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上半期在西方经济学中曾占有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都 

不产生于美国，但它们毕竟对美国的经济实践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能对这 



 

些影响加以分析，也许会使本书更显丰满。再如对新政的某些认识问题，可以认 

为新政在各个方面为美国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加强了国家的经济职能 

，但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在充当经济运转的仲裁者、调解人的同时 

，是否也过多地直接参与了市场本身的运作呢？对于美国现代经济制度的后来发 

展，本书虽然为“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史，但似乎也结束得过于 

突然而缺乏必要的简单阐述。又如本书的文风极为朴实，基本上是平白的叙述性 

语言，缺乏变化，如果再恰当加上一些思辨性的分析语言，也许会使本书的现代 

性更强一些。作为史学著作，本书的另一个小小缺陷是缺少书后的参考书目，不 

方便读者以此书为门径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不过，瑕不掩瑜。《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仍然是一本不可多得、值得一读的 

好书，它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成果，一种新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