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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内容概要

《论政治经济学》是卢梭1755年发表在《百科全书》上的一个词条，主要论述国家主权与政府行政权
区别，明确这两个权力的隶属关系，是国家政治体制良好运作的首要条件。也是卢梭的经典名著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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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卢梭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译者李平沤先生是我馆资深译者，我国研究卢梭问题的专家。
《卢梭文集》四卷本的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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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编辑推荐

《政治经济学》作者卢梭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译者李平沤先生是我馆资深译者，我国研究卢梭问
题的专家。《政治经济学》是卢梭1755年发表在《百科全书》上的一个词条，主要论述国家主权与政
府行政权区别，明确这两个权力的隶属关系，是国家政治体制良好运作的首要条件。也是卢梭的经典
名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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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精彩短评

1、基本上是"社會契約論"的前身，只是集中描寫政府行政需知、教育(兒童及公民)、財產權的不可侵
犯、重農輕商的經濟觀
2、《政治经济学》中公意包含的理性主义—唯意志论张力似乎比《社会契约论》明显，不过也可以
理解为在后者中转成了主权者—立法者的张力。
3、“政治经济学”，后半部分讨论了经济领域内的课税问题，总觉言尤未尽
4、翻译的功底需要提升，原文还是能够看出精髓的
5、这里的经济是经世济民之意，本书前三分之二部分论述政府与教育，很受教益；后三分之一部分
论述经济问题，很为作者思想所打动。
6、卢梭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是类似的，因此，此书可看做是其政治哲学的一些补充。
（1）合法的或人民的政府，也就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的最重要的准则，就是事事遵循公共意志这
一点；（2）如果你想贯彻公共意志，就应使一切个别意志与公共意志相协调；（3）政府要考虑公民
的生计，满足公共需要
7、其实与经济学基本无关······
8、社会贫富差距的道理讲得很清楚
9、很好地阐释
10、《社会契约论》脚注
11、可取之处不少 不可取之处也显而易见
12、小小的册子读起来十分舒畅，特别喜欢他对教育的重视，惊讶于人＞公民＞议员的排序，人首先
得为人，后面对于用税收去减少社会的极端贫富差距讲得很清楚，资本的原始积累也⋯⋯
13、不得不佩服这些贤者超前的思维~书里有一句写到，当涉及到对外事务时，公众的意见往往就不
正确了，这让我想到了最近的英国脱欧事件；还有在多数人与少数人利益间如何选择时，让我想到了
桑德尔火车实验~但最后一部分的观点确实不敢苟同，可能是时代的局限性吧~
14、一直对【政治经济学】认识模糊，读卢梭《政治经济学》词条才略知一二。—— “公共经济学或
政治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或个人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称之为政府的施政，又可分为人民的经济学和暴
君的经济学（p10）。”
15、如题，卢梭是不是除了人权以外其他写不出了？
16、晚饭回来后再说
17、看得心潮澎湃啊，卢梭的单行本出一本读一本，太喜欢他的思想和文风了！这本册子可以作为那
几本大作的串联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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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精彩书评

1、每一个政治社会都是由许多不同种类的小社会构成的。这些不同种类的小社会各有各的利益和行
为准则。摘自第7页一般地说，希望事实上掌权的人把别人的利益看得比他自己的利益更重要，这实
在是一种妄想是办不到的。摘自第10页如果有人约束我的意志，那我就不再自由了；如果他人能随意
动用我的财产，我就不能做我的财产的主人了。摘自第11页因此，刑罚的残酷，只不过表明破坏法律
的人为数众多；如果对罪犯不分轻重一律严惩，将促使罪犯为了逃避对他们的小过错的惩处反而去犯
更严重罪。摘自第13页即使首领手中有权威，但他没有办法使所有的人都战栗，更不能保证他能赢得
人心。经验早已证明：只要首领不对人民做坏事，人民就会感激他们，而且，只要首领不怨恨人民，
人民就会爱戴他们。摘自第13页无疑的是人民归根到底总是政府想使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就将
成为什么样的人。政府想使他们成为好战的军人、公民或一般的普通人，他们就将成为好战的军人、
公民或一般的普通人；政府若一时高兴，想使他们成为无知无识的群氓或恶棍，他们也只好成为无知
无识的群氓或恶棍。摘自第16页因此，如果你想指挥人，你就首先需要培养人；如果你要求人们服从
法律，那你就首先需要使他们热爱法律。摘自第16页我们今天的政府以为把钱弄到手里就万事大吉了
，从来不动脑筋想一想它们应当而且也完全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摘自第16页如果所有一切个人的利益
都联合起来损害公众的利益，则人的恶行削弱法律的力量就会大于法律制裁恶行的力量；人民和首领
们的腐败风气就会一直发展到影响政府的施政，不论该政府是多么的贤明，它都会受其影响。坏事之
中最坏的事，莫过于披着服从法律的外衣放手违反法律，从而使最好的法律也变成最坏的法律摘自
第18页一个人如果对任何人都不承担义务，那他也休想人家对他承担任何义务。同理，一个良好的政
府是不能以任何名义宣称某人是例外。摘自第18页现在，首领们要玩弄种种见不得人的诡计（他们称
之为“国家大事”或“内阁机密”）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了。政府剩下的那一点点儿力量，全都被它
的成员们消耗在钩心斗角和互相倾轧的斗争中，而国家的事情却被撂在一边无人过问，或者只是在涉
及某些人的个人利益时才去办理。大政客们最惯用的手段是迷惑那些符合他们需要的人的眼睛，使他
们每一个人都以为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但实际上是在为政客们的利益工作；我说的是政客们的利
益：官员们的真正利益是，使人民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才好压制人民，使人民陷于破产，才好占有
人民的财产。摘自第19页卢梭认为，对祖国的爱首先是爱一个所有的公民都能平等和自由地生活的国
家。正如他在后文所说的“祖国没有自由，祖国就不能继续存在；有自由而无道德，自由就不能继续
保持，摘自第20页若想处事公正，就必须一切按规章办理；容忍那些我们有权力和权利制裁的坏人为
所欲为，就等于我们自己就是坏人。摘自第20页应当像保护全体人民的安全那样，保护人民当中最卑
微的人的安全，这难道不是国家应尽的职责吗？一个公民的安全难道就不像全国人民的安全那样值得
大家共同关心吗？有人说如果只牺牲一个人而大家得救，那么，这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这个话，如
果出自一个为了祖国的安全而自愿牺牲自己生命的英勇的爱国者之口，我是由衷地赞赏的，但是如果
人们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 说政府为了多数人的安全而牺牲一个无辜的人，我认为这个话就连暴君都是
不敢这么胡说的，因为这个话是完全错误的，是最危险的，是直接违背社会的基本法的。不仅不能让
任何一个人为了大家而牺牲，反而是大家都应当为了保护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而贡献自己的财产和生
命，使弱者得到公众力量的保护，使每一个成员都得到国家的保护。假定把一个又一个的人从人民当
中消除之后，请那些提出这一主张的人给我们解释一下他们所说的“国家”指的是什么？你将发现，
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指的不是人民，而是一小部分人，即人民的官员：他们认为如果要他们发誓为人民
的安全而牺牲的话，那么，人民也应当为官员们的安全而牺牲。摘自第23页假定把一个又一个的人从
人民当中消除之后，请那些提出这一主张的人给我们解释一下他们所说的“国家”指的是什么？你将
发现，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指的不是人民，而是一小部分人，即人民的官员：他们认为如果要他们发誓
为人民的安全而牺牲的话，那么，人民也应当为官员们的安全而牺牲。摘自第23页愿我们的祖国成为
全体公民共同的母亲；愿公民们在祖国享受的好处使他们对祖国感到十分亲切；愿政府让公民们充分
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使他们感到在当家做主人，使法律在公民们看来是大家的自由的保证。摘自
第25页因此，如何防止财富极端不平等的现象的出现，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防止的方法，不是
剥夺富人手中的财产，而是用各种方法防止他们聚集财产；不是修建收容穷人的济贫院，而是保证公
民不致沦为穷人。人们须知：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在某些地方非常密集，而在其他地方又人口稀少；
供富人享乐的艺术和技术得到提倡，而对人民生活有用的技艺遭到忽视；为了发展商业而牺牲农业；
由于国家财政管理不善而让包税人层层加收捐税；以金钱开路的风气竟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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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是否受到尊重，全看他手中有多少金币，甚至道德也可以为了金为了金钱而出卖：所有这些，就是某
些人之所以成为巨富而另一些人沦为赤贫的最主要的原因；个人利益之所以能压倒公众利益，公民们
之所以互相仇恨，人们对公共事务之所以漠不关心，人们之所以日趋堕落，政府各部门的政纪政风之
所以愈来愈败坏，也是由于前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造成的。这样糟糕的局面一出现就难以从根本上纠正
了。。。摘自第26页祖国没有自由，祖国就不能继续存在；有自由而无道德，自由就不能继续保持；
有道德而无公民，道德就将荡然无存。因此，如果你把人们全都培养成公民，那你就一切全都有了，
不这样做你就只能有一大群恶人；从国家的首领起，就是一群恶人。摘自第27页一个国家不论是多么
小，它的人口总是众多的，是很难它的全体成员一起来治理的。因此，公款的收支需要经过首领之手
，而首领们除了国家的利益之外，还有他们每个人都要优先虑的个人的利益，而人民只要一发现首领
们都很贪婪，往往超出正当的需要乱花公款，就会发出怨言，抱怨他们把本该用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
的钱都浪费了。这种怨气一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使是最廉明的政府也无法挽回人民对它的信任。这时
候，人民就不会自愿纳税，如果强迫他们交纳，那是不合法的，于是，一个公正贤明的政府将面临这
样一个艰难的二者取一的决策：要么让国家毁灭，否则就只好侵犯国家赖以存在的公民神圣的财产权
，摘自第34页国家的支出之所以增加，还有另外一个与前一个原因密切有关的原因。如果官员们喜欢
指挥雇佣军而不喜欢指挥自由的人民，甚至在某些时候和某个地方用前者去镇压后者，那么，总有一
天公民们将认为自己与共同的事业无关，不愿再当国家的保卫者了。摘自第39页那些为金钱而卖身的
雇佣军，不但不以他们的卑鄙为耻反以为荣；他们藐视法律（他们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看不起人民
他们吃的是人民提供的粮食），认为自己当暴君的仆从比当罗马的保卫者更光荣。他们盲目服从，把
刀枪指向他们的同胞；长官一下命令他们就乱杀无辜。不难看出，以上这些情况是罗马帝国崩溃的主
要原因之一。摘自第40页捐税的征收，只有得到人民或其代表的同意才是合法的。摘自第41页穷人的
损失是不像富人的损失那样容易弥补的，而且，得到补偿之难，往往是随需要的增加而增加的。无本
就不能生利；世上的事情同物理学上的道理是一样的，钱是生长钱的种子，每一个铜板有时候比第二
个百万银元还难挣。此外，穷人所付出的一切将永远失去，落入富人的手里。人民交的税，早晚会流
入政府中的人或与政府接近的人的钱袋里。尽管他们也交他们的那一份税，但他们仍然希望增加税率
，税款愈增加，他们可捞的油水便愈大。摘自第44页因为商业和工业把农村的钱全都吸收到大城市，
再加上捐税打破了农民的生活需要与他们的小麦价格之间的平衡，所以他们的金钱不断往外流，从来
不返回农村，结果，城市愈富有，农村便愈贫穷，农民交的税全都从国王或税务官的手中流到工艺师
和商人的钱袋里，而永远只能得到极小一点儿好处的农民必将由于同别人一样纳税而永远得不到同别
人一样的好处最终落得山穷水尽陷于绝境。摘自第46页还须指出的是，利市三倍的商业和工业不仅未
因它们已拥有巨额的金钱而使农民的赋税减轻，反而使之变得更加沉重，在这里，我不打算详细阐述
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即：虽说一个国家的金钱多一点或少一点，可以对该国在国外的信用多提
高一点或少提高一点，但它不能改变公民们的资财，也不能使他们的生活过得多舒服一点或少舒服一
点。摘自第47页人们应当看到，按土地征税，实际上是按土地的产品征税，既然大家都认为再也没有
什么是比按顾客购买小麦的价钱征税更危险的，人们怎么会没有见到当这种税是由种小麦的人缴纳的
时候其危害性更大一百倍呢？这岂不是在直接攻击国家的生命线，危及国家的命脉吗？这岂不是在加
紧缩减农村的人口，最终使国家遭到毁灭吗？对一个国家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是比人口减少更令
人担忧的了，摘自第48页但愿真正的政治家在厘定税率时切莫两只眼睛只盯着财政的收入，而要把眼
光放远一点，把税收变成一种良好的调节财富差距的方法，使人民意识到这样做，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而不是只顾税收的增加。摘自第48页有些人可以千百次舍弃生活必需品，宁可饿死也不愿意表现得
穷酸丢面子。摘自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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