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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承载着学界的期望，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哲学博士文库》面世了。此次推出了它
的第一批作品，这是全国有志于经济哲学研究的博士们的共同园地，我们热切地期望：它在不久的将
来，将推出更多更优秀的经济哲学专著。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创造历史奇迹的年代。伴随着经济的
迅速起飞，市场经济每天都在演绎新的故事，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方式日新月异。这一
切构成了我们时代的历史画卷。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也是高度复杂的时代。在这样伟大而复杂
的社会面前，一切以人为划分的边界作为自己专业领域的社会科学学科——哲学、经济学、社会学、
心理学等，显得苍白无力：无论哪种社会现象，已经超越了某个专门学科的领域，必须综合各门学科
研究才能搞清其来龙去脉。而哲学，作为人类对整个世界的最深层秘密进行思考的思想结晶，能够以
其理性的光芒，引导各门学科突破自己专业领域的局限，打开通向客观事物本身的精神之路。　　因
此，分析当代经济现实，已经离不开哲学。当代经济现实本身的复杂性，人类对当代经济学理论的价
值期待，召唤着学者们要用哲学的眼光来审视经济学理论的内在本质，来开拓经济学理论面向现实的
道路。这正是当代经济哲学的使命。　　经济哲学研究不仅是当代社会的需要，也有着悠久的学术传
统。所谓哲学，是人类对世界和人生的终极本质、价值理性的追问与探索。这种探索成为科学探索未
知世界的向导。当它构成某一领域后，一门新的科学便诞生了，因此哲学成为当代一切科学之母，当
代一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从哲学的母腹中诞生出来的，经济学也是如此。近代经济学的创始人
亚当?斯密并非经济学家，而是撰写了《道德情操论》的哲学教授。正是在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哲学追问
中——什么样的经济行为是善，政府应当如何对待人们的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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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性、权力与经济繁荣: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研究》主要内容：经济学与哲学结合的学术传统，在马
克思主义中得到了最充分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指出人类的经济生
活世界乃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人们的精神生活世界，包括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生
活，不过是经济生活世界的反映，是物质生活在精神领域中的投影。在人类经济生活世界中，蕴藏着
解开人类社会发展奥秘的密码。而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则将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哲
学基础上：因为劳动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
程”。《资本论》既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哲学著作
，是经济哲学的经典之作。马克思的这一伟大传统正在被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不仅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同时也有极其丰富的经济学内涵，是当代经济哲学的伟大成果
。
当然，经济哲学永远不可能替代作为科学的经济学，而只能作为经济学的服务者与引导者。它所提出
的问题，只是从哲学的深度上提出的问题，还有待于经济学将其具体化；它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毕竟只是从哲学角度提出的抽象的、缺乏具体操作性的哲理思路，还有待于经济学进行选择，将其
具体化为具体的科学方案。并且，一旦经济哲学的某种见解能够被经济学所接纳，并且加以具体化与
精确化，形成具体的经济学理论之后，经济哲学便应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以便为经济学的下一步发
展开拓前进的道路。
《理性、权力与经济繁荣: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研究》共七章，对奥尔森的经济增长思想进行了全面系
统地研究。第一章，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的基本内容；第二章，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与经济增长理论
流派；第三章，奥尔森的方法论探微；第四章，具有“双刃”的个体经济理性；第五章，推动繁荣的
权力——奥尔森的政府论；第六章，不公正的利益集团民主政治与政府的利益立场；第七章，奥尔森
经济增长思想的启示与中国当代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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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的基本内容　　本章阐述了奥尔森关于经济增长思想的基本内容，包
括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在一个社会中，分利集团的存在与活动往往导致该社会经济增长困难；二是成
功而有效的政府活动是一个社会保持长期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这两个基本观点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
联系，它们都是建立在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从集体行动的视角分析社会如何实现经济繁荣是
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的特点。　　第一节 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的基本内容概述　　什么是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宽松定义是指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加，即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论述的“国民财富’’的增加，
它是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对经济增长问题专门研究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新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形成与普及，经济增长理论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经济增长也被严
格定义为人均产出或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奥尔森的经济增长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两部
重要著作《国家兴衰探源》（1982）和《权力与繁荣》（1997）中。他的经济增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
“集体行动理论”，这一理论在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书中得到了系统表达，并产生了
广泛的学术影响。在奥尔森的著作中，对经济增长的定义并没有作出严格界定。在一些文章中，他同
经济增长理论的其他研究者一样，关心的是一国人均国民收入提高的问题。但在多数情况下，他研究
的是经济总量增加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奥尔森甚至没有具体研究宏观经济
学的总量指标，而是讨论一个社会如何实现“长期的经济繁荣”。总之，他是在对经济增长的宽泛理
解基础上，表达对一国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看法的。奥尔森没有严格界定“经济增长”这一范畴
是本书在标题中没有冠之以“奥尔森经济增长理论”的原因。　　包含在上述奥尔森重要著作中的经
济增长思想，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观点、一个基本理论和一个引申结论。奥尔森关于经济增长的两个
基本观点：一是一个民主社会中，“分利集团”的存在和活动往往是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二
是一个社会中，政府提供增进个人生产和投资的“公共品”的有效活动及其能力是保证长期经济繁荣
不可或缺的因素；前者强调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后者旨在说明推动社会经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一
个基本理论是指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个关键性的结论：一方面，如果没有选择性
的激励和强制，人数众多的大的潜在集团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难”，取得成功的大集团的集体行动
往往是某种强制的产物或某种“选择性激励”的“副产品”；另一方面，人数较少的小集团比大集团
更具有集体行动的优势。　　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的两个关键性的结论，是他关于经济增长两个基本
观点的理论基础。首先，从大小集团集体行动能力的差别出发可以形成一个重要推断：在长期政局稳
定的社会里，会出现许多成功组织起来的小的利益团体。这些小的利益团体代表了其内部成员的共同
利益，但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往往是“特殊利益”而不是“普遍利益”，更有甚者，这些成功组织起来
的利益集团往往主要着眼于从社会现有收益中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分配，而不是对生产或增产性投资感
兴趣，这些被称为“分利集团”的组织削弱了投资、抑制了创新，进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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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分析奥尔森的，奥尔森还是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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