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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

最近获得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

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 一 书（以下简称（（研究〉）），

是朱钟棣副教授的一 部内容独特新颖并具有高质量

的学术专著。 这部专著最值得称述之处就在千它的

内容之独特新颖。 我说它独特新颖不是指《研究〉〉

的著者新创了什么突出的观点， 而是指他把数十年

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重要经济学说， 如劳动价值

和剩余价值， 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 平均利润率

下降规律和最低生活费工资率， 以及再生产、 经济

危机和资本积累等基本理论所提出的反对、维护、调

和或另创新说的观点作了扼要系统的综述。 我国大

多数经济理论工作者一向是在苏联教条式马克思主

义经济观点的框架下培养起来的， 以往对第二国际

学者的观点尚斥为修正主义不敢接触， 哪里想得到

还有各色各样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点之出

现，更想不到这种观点还出乎意料之多。仅就（（研究》

的第二章 “ 劳动价值论 ” 部分来说， 西方学者就曾

提出不少责难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意见， 如复杂

劳动能否还原为简单劳动以及还原的 “ 倍加 “ 系数

如何确切计桩；在可选用几种生产方法时单位产品

价值址就难于决定，联合生产可能出现负价值乃至

负剩余价伈，固定资本折旧的存虽计算法不合理，

认为马克思对价值定义不一致，不同意以劳动为价

值的唯一碗泉等等。 对千一向墨守成规、 教条式地

理解劳动价值论的人们来说， 这些意见之出现确是

慈料所不及。 «研究〉〉对这些反对意见的每一种，

均汇染了 一 些为劳动价值论辩护的观点、 诡和论调

或另立的新说。 不论这许多正反方面的意见是否有

可取之处， 至少使人们在阅读后耳目为之一新。

«研究〉〉的著者一向从事于«资本论〉〉的教学

研究工作，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扎实的基础，1987

年又曾赴英国剑桥大学晋修一年。 英国剑桥这所大

学虽是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大本营， 但自本世纪
20年代中期起即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莫

里斯·多布、 皮罗·斯拉法等在那里终身从事教学

科研丁作， 近年来巳成为世界闻名的青年激进经济

学派的中心。 因此， 《研究〉）的著者在留学剑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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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才能有充分的机缘结识一些英国及各国有名

学者， 探讨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

问题， 大大地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 当然著者在国

外时间所收集的大是第一手资料应是具有代表性的

论著， 决不是不分良势地收集。 既然对所研究的学

术领域巳能从世界范围掌握其概况， 而所收集的大

罹资料又是第一手的和具有代表性的， 再加著者对

马克思经济学说又具有较深厚的功底， 故（（研究》

必然是此领域内的高质晕学术专茗。

二次大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 西方学者对马

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 这主要由

于国际经济随着科技之飞速发展也产生急剧变化 ，

不仅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西方学者力求结合

现实进一步发展其经济理论， 连一些升明的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也试图从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学到一些东

西。因此，尽管原苏联、东欧曾发生动荡，马克思经济

学说却决不会过时， 但要保持其活跃的生命力必须

有所改进、 发展以适应客观现实。 既要改进和发展

马克思经济理论， 首先就要突破教条、解放思想，

放胆地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吸取其足资借鉴

的合理因素。 有些西方学者近数十年对马克思经济
理论之研究， 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 比我们

先走了 一 步， 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先行思想资

料。 当然这些资料中很大一部分是不足取甚至是错

误的， 但也有不少是颇资参考的， 既可节省我们从

头探索的许多精力， 也可使我们避免走一些弯路。
（（研究〉〉在其 “ 前言 “ 中曾经指出： “西方学者对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时空跨度极大的

课题， 已刊行的论著也是车载斗量， 难于用一部20

余万言的专著穷尽其研究的全貌 ＂ 。 事实的确如

此。 但《研究〉〉对这一迫切需要探讨的课题， 能进

行系统的评述， 这无论在理论或实际上均有其不可

忽视的意义与作用。

这里，我想提一点建议。由于«研究〉〉中所说的

“西方学者 ” 是泛指除原苏联、 东欧之外的激进学

派和西方正统经济学家， 并将日本学者也包括在

内， 因此再版时如能采用 “ 国外学者 ” 来代替 “ 西

方学者 ”一词， 便可省去 “ 西 ” 与 “ 东 ” 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