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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1921)  

[]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字又

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青年时代曾被清政府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

习，回国后长时期在清政府北洋海军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他翻译过多种西方国家

的学术著作，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人。  

 严复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翻译的 A. 斯密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严译名《原富》）的“译事例言”和“按语”中。该译本于1902年出版，这时正是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获得初步发展的前夕。严复的经济思想典型地体现了当时一些有资本

主义倾向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兴办新式工商业的要求。  

 宣扬经济自由主义 严复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直接用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作

为理论武器，为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服务。他自称所以首先翻译斯密的这部著作，就

是为批判清政权压制私人资本的政策提供思想武器。因为斯密所指斥的“当轴之迷

谬”，也是清朝廷“言财政者之所同然”。他宣称只有个人最了解自身的利益，因此,只

有给个人以从事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才能“利民”，只有“利民”，才能使国家富强。他猛

烈抨击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国家垄断，尤其是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形式，是对人民的掠夺

和对国家资财的极大浪费，并使国家在经济上愈来愈“仰鼻息于西人”，从属于外国资本

势力。  

 对传统的“本末”论和“奢俭”论的改造 严复用中国固有的“本末”范畴来分析农

业和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地为百产之宗”，只有在农业中才能产生出“赢”（剩

余），农业中的“赢”是工商业得以独立存在的“本”（基础）。同时，他又认为工商

业也是维持人们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并且对农业有促进作用，如果工商业不发达，农产

品无法销售，农民会陷于破产以至抛弃土地而去。因此，他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的“重本

抑末”论，强调工商业和农业“于国为并重”。  

 严复用传统的“奢俭”范畴来说明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他认为俭所以可贵,是因为俭可

以“有所养”、“有所生”,否则，就不仅不可贵,而且是“财之蟊贱”。他所说的“有所养”、

“有所生”的“俭”，是指把消费节余下来的财富积累起来，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金，进行

资本的增殖。  

 严复还认识到消费对生产也有促进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增加消费可以扩大商品的需

求，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因此，“俭”和消费的增长并不总是不相容的。

他坚决反对传统的“黜奢崇俭”论，而提出了“母财（资本）支费（消费）相酌剂为盈

虚”的“理富之术”，主张在不影响资本积累的增长和生产扩大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消

费。  

 由此可见，严复虽然继续使用着“本末”、“奢俭”等中国固有的经济范畴，但他用

以分析、说明的已不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农业和工商业关系以及消

费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了。  

 严复的其他经济思想 在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关系上，严复认识到，只有在资本主义条

件下利息才是利润的一部分，利息率才受平均利润率的限制；资本主义以前的高利贷资

本的利息率，是不受利润率限制的。  

 严复还谈到：一定量的货币积累，只有在“相督”（役使和剥削雇佣劳动）时才能够

保持和增殖自身，否则就只能为它的所有者作为消费基金而“坐食立尽”。  

 但是，严复在大多数经济理论问题上，并未接受斯密的合乎科学的见解，而是接受了

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例如，他用供求论来解释价值，用“监督工资”论来说明利润

等等。在地租和土地问题上，他更一反古典学派仇视土地所有者的立场，赞美拥有土地



 

的地主既可享受地租和地价涨的利益，使自己“所收日多”，又可享受“有地之荣”,以

抬高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这是比开办工商业更为有利的投资方式。这种论调是中国民

族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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