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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学派经济学》

内容概要

《瑞典学派经济学》主要内容：开放，已经使中国的经济不能脱离世界经济而存在；改革，已经使我
们的思想和观念发生空前绝后地变化。因此，把“人类社会的优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已经成为中国
经济改革实践者和理论家的实际行动。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比我们早走一步；既然，市场经济可以共存于
不同的社会制度，那么，借鉴和学习一点别人的东西，我们不就可以站在别人的肩上更加深远地嘹望
我们所处的这个经济世界了吗？
为此，我们出版这套《现代外国经济学大系》丛书，为中国的经济学者、研究人员、政府官员、教师
和学生提供“攻玉之石”。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今天，到德国市场社会主义有多少可以被我们借鉴；从对西方制度的经
济学解释能有多少成分为我们所用，到如何用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理论判断中国的长期和短期经济走
势；从垄断对经济的作用，到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前景；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到底对世界发展会产
生多大影响到非主流经济学是否还有发展的空间；从产权理论、博弈理论对我们能有什么启示，到货
币金融理论的应用前景⋯⋯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本套书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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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学派经济学》

作者简介

裴小革，男，北京市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资本论》研究中心主任、政治经
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同时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秘书长、全国经济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全国经
济贸易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福建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从事理论经济学和世界各国市场经济模式
比较方面的研究，主持或参加国家、院、所和国际合作重大研究课题数十项，已发表独著专著6部，
合著专著2部，参著专著数十部，参编教材3部，参译专著2部，独著译论文近百篇，本人执笔发表数百
万字，其中有些成果获得过党和政府的重视、资深专家的好评和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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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学派经济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瑞典学派经济学概述　　第一节 瑞典学派经济学的思想渊源　　瑞典学派经济学的产生
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写于l3世纪早期的瑞典的各种地方法，就反映了瑞典经济思想中某些有影响的
倾向，即它反映出当时的瑞典社会从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维持继承权和相互义务关系，促进亲属的经济
利益，转向了促进教会和国王的利益。另一些与经济有关的思想，是16世纪早期流行于受过教育的土
地所有者中的家政学文献里的内容，它们主要是有关如何播种、养蜂和酿酒等等实际操作方面的教导
。直到17世纪以前，在瑞典还没有看到与现代经济理论相当的经济思想。　　17世纪以后，瑞典的军
事和政治力量强大起来，一些杰出的移民进入瑞典，提高了这个国家的知识水平。这些移民中，首先
应该提到的是历史学家和自然法学家萨穆埃尔·冯·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lendorf）．他是l668年
在隆德一座新大学建成时，在该大学任教授职位的知名德国学者之一。普芬多夫成为瑞典在自然法方
面的主要权威，写了很多有关价格形成和税收的论著。普芬多夫将税收应该公正的观点，应用于各种
有关收益的理论之中。他的这种做法，后来在魏克塞尔（Wicksell）等人的理论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一个研究瑞典学派经济学思想渊源时会经常被人提到的时期，是l8世纪，确切讲是1718—1772年
间，它被称为瑞典的自由时代（Age ofFreedom），表示人们摆脱了皇权专制，获得了自由。在这一时
期，“促进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成为官方政策的基石。”①为此，官方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之一就
是在瑞典的各大学设立了第一批本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第一个瑞典本国的教授职位是在乌普萨
拉设立的，安德斯·伯谢（Anders Berch）在1741年接受了这一职位，它是瑞典国会在1739年决定设立
的。官方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制定了一些促进经济增长的规则。例如，l724年制定了瑞典的航海法
，国家给制造业特别是进口替代行业以补助，对国内贸易也给予了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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