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之，许涤新同志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及其结合我国经济实践所作出的贡
献，以及他在各种经济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领域运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所起的开拓
作用，在老一 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是无与伦比的。

．蒋家俊

纪念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先驱 许涤新同志

集革命家与理论家于一 身的许涤新同志，是我国老一 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
他一生丰富的革命实践和学术活动中，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无疑是一 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为
之付出了无数的心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许涤新同志在重庆＜＜ 新华日报»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广义政治
经济学，想努力解决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问题，当时，周恩来同志曾给以很多支持和鼓励。
1945年，他应陶行知和李公朴的邀请，为重庆 “社会大学” 试用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讲课，
由于讲课内容同中国经济的实际相结合，受到热烈的欢迎。以后，从1946年到1949年，在上海
和香港工作期间，在紧张激烈的战斗生活中，他以银而不舍的精神，坚持执笔撰写了«广义
政治经济学»的第一 卷和第二卷，从原始公社一 直写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

上海解放初期，许涤新同志担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工商局局 长 ，忙千接
管，打击投机，市场管理和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同时又兼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 所所长，并亲
自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在讲授中一 再强调理论必须和实际相结合，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
化，给我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曾想把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
的第三卷的对象，但因为作为我国过渡时期很短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并不是一 个独立的生产
方式，所以没有能够写出第三卷。大家知道，许涤新同志后来担任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 局
长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等职务，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理
论上和实践上都有过很大的贡献。19 62年出版的＜＜ 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分析(1949一1957
年）》 一 书，就是他对我国过渡时期经济的理论概括，但是并不能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
的第三卷。

十年动乱期间，许涤新同志受到长时间的监禁和折磨，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重新研读
<＜资本论汃写下几十万字的笔记，以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除以 后 的有关
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论述为线索， 来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后来五易其稿， 于
1979年出版＜＜ 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 一 书，但这只是作为读＜＜资本论»的笔记，
还没有构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许涤新同志在文革以后，一 直想重新修订解放前出版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和第
二卷，并续写第三卷，为 此曾多次虚心征求我和我的同事们的意见。因为我近四十年来一 直
在复旦大学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文革以后，又担任国家教委全国 统编教材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南方本）主编之一 ，此书自1979年以来共出5版，前 4版每一

次出版后，都送请许涤新老师指教，并同他研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许老也将他
写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等论著送给我，并谈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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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设想， 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帮助。198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苏州召开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讨论会” ，这是我国建国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关千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理论体系间题的专题讨论会， 到会的大都是我国政治经济学领域负有盛名的 专家 学
者。 那时， 许涤新同志刚从墨西哥参加国际人口会议回国， 在会上作了一个重要 的 发 言：
＜＜构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要侧面»' 主张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为起点， 研究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 流通过程， 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具体形式、 分配关系、 国家财政、 人口

问题， 并进而研究三大差别、 消灭阶级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 许老的这个发言， 使我们
与会的同志都受到很大的启发， 对进一 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起了极
大的推动作用。

许涤新同志在八十高龄耄耋之年，仍然积极从事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他一 而撰写革命回
忆录＜＜风狂霜峭录兀研究人口学和生态经济学，一 而主编（＜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 ＜＜中国

资本主义发展史＞＞、＜＜现代厂长经理经营大全» （此书许老委托我全面审阅， 文汇出版 社
1988年6月出版）。同时抱着不回避困难的态度， 夜以继日， 积极撰写＜＜广义政治经济学»
第三卷， 编写方针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相
结合。 也就是要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 用今天通用的话来说， 就是要写出一 本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许老的专心研究、 辛勤劳动之下， 于1986年写完了第

三卷初稿共30多万字。可是， 到这本书正式出版时， 许涤新同志已经于1988年2月8日因病

逝世， 永远离开了我们。1988年6月， 在北京南沙沟宿舍， 当方卓芬同志亲手把许老这部最

后的重要著作赠给我时， 我的心情十 分激动。 至今每当我捧读这本书时， 总是对许老在广义
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笫路蓝缕、 积极开拓的精神而感到由衷的钦佩。

我觉得， 这本＜＜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三卷， 自始至终贯彻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真正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 在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道路上，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全书以生产资料公

有制的建立作为起点， 围绕生产过程、 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等展开一个崭新的体系。 在每
---:个部分中， 既有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理论分析， 又有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
根据实际概述了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绩， 同时也指出了我国在生产建设中所犯的
某些错误和工作中的一 些失误。 书中明确肯定，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不是 “左” 倾指导思想的干扰， 如果没有盲目乱动的 “大跃进” ， 如果没有破坏一 切的

十年浩劫， 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日益改善， 那是可以断言的。所以， 在

这本书中花了一定的篇幅， 批判 “左” 倾错误和 “ 四人帮 ” 的反动谬论， 目的是为了吸取历
史的经验和教训， 克服困难， 纠正错误， 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挥出来！

全书以党的十 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为指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待改革开放， 对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了系统的深入的阐述，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在中国的新的发展。 如论证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 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

过程的统一；着重研究了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作用；对流通过程则着重讨
论了国家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考察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把重点放在综合平衡、提
高经济效益和掌握正确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上；等等。 这些论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又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许涤新同志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在本书中还专门论述（下转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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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桉丁征课为按各户贫富征税、 以货币定税额等观点， 亦具有较大的经济意义。 至千封
建地主经济后期财政思想发展的特点， 主要是对先秦以来财政思想中一些不合乎时代要求的
措施进行批判， 并将一些合乎现实经济发展要求的财政思想加以深化， 而在理论上少有新的
发展。 宋代以后财政思想的发展， 大抵可概括为以下三种趋势1

一是对先秦以来的某些重要

财政观点进行批判；二是国家专卖和经济干预政策的倾向日渐削弱， 表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
及商业资本渗进封建财政的状况日益增强，三是这时期的财政论述多侧重在具体财政措施方

面， 故而在漕政、 盐政和水利等问题上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建议。 到了近代， 中国财政思想史
的发展又有大的变化， 传统的封建财政思想逐渐为输入的西方近代财政学说所取代。20世纪
初以后， 中国财政思想和财政制度在理论体系、 表述方式、 具体内容及形式上均与中国封建
传统样式迥然有别， 已属千近代经济学范畴。

(3)在系统阐述的基础上，该书在许多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观点。 例如，著者对《周礼＞＞

和＜＜管子＞＞中所蕴藏的丰富、珍贵的财政思想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指出＜＜周礼»是一部以论

述封建财政为主题之一的文献，其特点一是将经济事务提高到国家决策水平，二是在所设计的
一整套政治纲领和政策原则中， 几乎每一种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内容， 其中如 “九职” 、 “九
赋 ” 、 “九式” 、 “九贡” 则全是讲的财政问题。 ＜＜周礼»中包涵的财政体系成为以后封建

财政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而＜＜管子＞＞则主要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其财政论述的核心， 对财政

与经济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提出了一些精到的观点， 如反对强制征籍， 主张在财政
上扩大经济收入以代替租税收入， 提出利用财政这一分配工具对社会生产与消费进行宏观调
节以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等。 «管子＞＞中所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财政观点成为后世财政政
策的重要思想渊源。 又如，著者从财政学角度对一直受到历代史家非议的西汉时期的“算缗＇，

政策作了深入研究， 指出具有工商资产税性质的 “算缗钱” 是我国古代税收政策的一 次重大

变革，o 再如， 该书对唐宋以来日渐发展的会计、审计制度进行了分析， 指出这是封建专制统
治强化、 封建财政日益集中的表现。 此外， 该书对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 观点、 制度均作

出了不同一般的评价， 使人耳目 一新。 尤值称道的是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两个突出特点1

是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对同期中外财政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二是本着古为
今用的原则， 既重视分析传统财政思想对后世的延承关系， 又注意提炼传统思想中的精华以

为现实经济服务， 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上接第33页） 了 “一国两制 ” 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 人口问题， 非物质生产的第三产业
问题等， 大大丰富和充实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对前几年曾在我国流行或引起争论的一些重要理论和政策问题， 许涤新同志在本书中表

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态度。 例如， 关千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股份

化问题， 他是坚决反对的。 许老还反对所谓 “高消费” 的理论， 认为 “提倡 ｀高消费＇ ， 不
但加重国内市场供应的压力， 而且增加了生产部门在奖金、 补贴和工资等问题上的压力。 这
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难道不是一种破坏吗？ ”

许涤新同志一生心血的结晶一— <＜广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十分丰富，我今天只谈学习第
三卷的点滴体会，不可能概括全书的内容。 今天，我们纪念许涤新同志逝世两周年，学习他的
经济理论和学术思想， 一定要学习他坚定的革命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继承他未竟的事

业， 沿褚他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进！

一 5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