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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夏国祥

梁启超经济思想新论

迄今为止，学术界一般认为，梁启超在中 之，炼铁开矿，以至窑厂等人，其货物又有其所

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功绩主要在于对西方 自出，彼之所自出者，又复有其所自出者，如是

经济学说的传播，而其对经济学的理论范畴未 互相牵摄，沾其益者，至不可纪极。”0在这里，

作深人探讨，有关经济议论多似是而非，瑜不 梁氏实际上将资本家花费20万所建的机器织

掩暇。 笔者认为，梁启超对经济理论虽然罕有 布厂视为一 件最终产品，他用价值追溯的方

建树，但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他对西方 法，将这家工厂的价值分解为建厂所需的全部

经济学的理解毕竟属一流水平，除严复、马建 要素所创造的价值。他只是没有指明，虽然
”

沾

忠以外，无有出其右者。 本文略陈梁氏经济思 其益者
“

无数，但全社会因这笔投资而带来的

想中的几点闪光之处，以求教于方家。 收入增加量仍为20万。 然而，令人关注的是，

一、乘数思想 他紧接着说，这笔投资的影响并没有到此完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乘数是指经济活动 结，”且工作贩卖之人既聚，既有所赡，则必衣

中某 一 变量的增减同其他变量所发生的连锁 焉、食焉、居焉、游焉，而于是市五谷蔬菜者，得

反应的大小或倍数之间的关系。乘数 概念最早 其若干，市布缕丝麻者，得其若干，赁屋庆者，

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R. F. Kahn)在1931年 得其若干，赁车马者，得其若干。 而此种种之

提出，数年后被凯恩斯加以利用，遂成为宏观 人，持其所得者，复以经营他业，他业之人有所

经济学中研究经济波动的一 种概念性工具。说 得，复持以经营他业，如是互相摄引，沾其益

梁启超具有乘数思想，看似耸人听闻，但确不 者．亦不可纪极。 此之谓行如流水。”。这就是

乏证据。 说，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会将所收人马

梁启超认为富有者把钱财用于投资，不仅 上用于各种消费，这些钱将流入生产消费品的

可使本人获得大利，同时还能带动各行各业， 生产要素所有者手中，从而使全社会居民收入

使所有的人都得利。 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又增加若干。这实际上是国民收人的第二轮增

中，他这样论证道：“如兴一机器（织）布之厂， 加。 同样，这些消费品生产者会很快把所得收

资本二十万，而造机器之人，得其若干， 种棉花 入再用于其他支出……如此层层下推，以致无

之人，得其若干，修房之人，得其若干，工作之 穷，显然，此时不但受益者不可胜数，全社会收

人，得其若干， 贩卖之人，得其若干，而且因买 人的增加量也远不止20万了。

机器也，而炼铁之人，得其若干，开矿之人，得 从上文可知，梁启超的思路相当清晰： 一

其若干，因买棉花也、而赁地种植之人，得其若 个人的支出，将构成另一些人的收入，如果每

干，造粪料造农机之人，得其若干，因修房屋 个人都将其获得的收入及时用于支出，那么，

也，而木厂得其若干，窑厂得其若干，推而上 一 个人支出的增加，将通过连锁反应促使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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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员收入成倍地增加。这是十足的乘数思 梁启超之所以赞美托拉斯制度，主要是属

想。当然，毋庸置疑，梁启超的乘数思想还很粗 意于其经济效果。他说：
“

生计学有最普遍最宝

陋。 乘数效应发生作用有一些必要的前提，他 贵之公例 一焉，曰以最小率之劳费易最大利益

均未论及，他没有提出
“

边际消费倾向
”

或
“

边 是也。 而托辣斯则达此目的之最善法门也，故

际储蓄倾向 ＂的概念，更没有（也不可能）从数 论证托辣斯之功德，皆当于此焉求之。心梁氏

学上刻划乘数的大小（边际储蓄倾向的倒数）。 虽然没有表述出长期成本曲线下倾的概念，但

但是，也不能因此说他没有边际消费倾向的概 他无疑认为在不同的生产规模上企业的产品

念，梁氏的上述言论是在鼓吹尚奢黜俭时发出 单位成本是不同的，大规模生产能使产品单位

的，他推演的前提是人们将所得收入几乎全部 成本不断下降，也即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性。

及时地开支掉，也就是说，在他的乘数思想中， 这一点可从他有关股份公司的议论中得到佐

边际储蓄倾向几乎等于零。 因此，他设想的乘 证。作为中国近代股份制经济的早期宣扬者之

数很大。 一，他认定：
“

今日欲振兴实业，非先求股份公

梁启超上文所论述的应属于投资乘数，此 司之成立发达不可。，心与旧式企业相比，股份

外他还论及过消费乘数，在此一 并列出，也可 有限公司的规模要大得多，梁对此解释说:“ 盖

作梁氏具有乘数思想之旁证。梁启超在叙述富 自机器骤兴，工业革命，交通大开，竞争日剧，

人挥霍对社会的好处时，曾这样说：“彼食前方 凡中小企业，势不能图存，故淘汰殆尽，而仅余

丈，而市酒肉者得以养焉；彼侍妾数百，而市罗 此大企业之一途也。心这无非是说，大模生产

绮簪咡者得以养焉…… 他事称是。 而彼所市 的企业在产品成本上要优于中小企业，故具有

者，则又复有其 所市者，递而引之，极至不可 较大的生存能力。 可以这样说，梁之所以推崇

纪”。© 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在于认识到它能带来规模

梁启超能在凯恩斯前三、四十年产生乘数 经济。

思想，尽管尚不完善、精致，实属不易。 值得一 为了说明托拉斯符合效益极大化原则，梁

提的是，《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作于 1897 年，此 启超详列了办托拉斯的
“

十二利＇勹这
“

十二利 ”

时梁能读到的西方经济著作并不多，这说明他 中，除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外，其余实为对

并非象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在经济领域缺乏 规模经济的形成原因所作的合理分析，并非如

独立、深入思考的能力。当然，这不排除他从中 有些论者所言，一 无是处。 兹列举数条如下：

国传统经济思想（如管子的侈靡论）中吸取滋 ( － ) ”可以得廉价之原料品” 。 这是因为

养。
“

购买原料以多量而价廉＂。大量购人原料确能

二、规模经济思想 导致单位产品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

在现代经济学中，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 （二）
”可以善用机器而尽其所长”。这有两

着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收益不断递增的 层意思： 一是
“

闭无用之工厂，废多余之机器；

现象（它可以表现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 二是
“

利用大机器故制物多而良兀组织创新可

斜，即成本递减）。 梁启超的规模经济思想，集 以造成劳动资料的节约；采用高效的大型生产

中反映在他于 1903 年所作的《二十世纪之巨 设备可降低单位产品的投资量。

灵托辣斯》一 文中，他在这篇论文里宣扬了大 （三）可以使
“分业之学理日赴精密

” ·
“

分

资本的优越性。 以往学术界对此只作阶级分 业精密故制物良而费省 “。 大批量生产能推动

析，认为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企图在中 生产的专业化和简单化，从而提高产品质量、

国取得垄断地位的主观愿望。笔者认为这种评 降低产品成本。

价是有失公允的，至少是片面的。 （四）
“可以制造附属副产物使无弃材气这

• 60 •



是指对原材料的充分利用。 又导致垄断的发生。而垄断将阻碍价格机制的

（五）
“能淘汰冗员节减薪费＂。 淘汰

＂

监督 作用，使经济丧失竞争活力。从微观层面上说，

事务冗员”，自然能导致管理费用的相对节约。 当企业规模扩大到 一定阶段之后，企业内部管

（六）”可以节省运输费用“。 这有两层意 理效率往往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对此，梁启超

思： 一是
“ 恒择各要区，分置工场气就地销售， 并没有回避，他曾列举时人所议论的托拉斯

从而节省了转运费；二是
＂

货少则运费必昂，货
“

十大弊＂。 下面列出其中的主要条款，让我们

多则运费必省“。。 来看看梁氏对这些非难的看法。

梁启超的规模经济思想在其农业经济思 （一）对最高层管理人员，
“

其监督之方法，

想中也有所体现。 早在1896年所写的《说橙》 未能如寻常公司之完备
”。

一文中，梁氏就表述了建立资本主义农场的主 （二）”以规模太大，故统一之监督之，大非

张。以往论者只注意橙园中的生产关系，其实， 易易。”

从产业组织学角度看，梁氏描述的橙园也算是 以上两点说的是企业内部管理效率的降

一种初步的农业规模经济。橙园的经营者投入 低，梁氏对此不提出反对意见。

资本，雇工生产，精心规划管理，通过市场出售 （三）“以其为本业之独占也，无竞争之刺

产品获取丰厚的利润。 与小农经济相比，这种 激，故生产技术之改良进步日益怠。”对此梁氏

农场主要通过组织创新，获得了规模经济的效 辩解道，“然据过去之托辣斯实以审判之，此流

应。 弊似尚未见。”

1905年，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论战中，梁 （四）“其淘汰多数之工场，且采用最省劳

启超曾如此对大规模农业与小衣经济下定义： 力之机器，使多数劳佣糊口绝也。”具体地说，
”

所谓大农小农者，不当以其耕地面积之广狭 就是导致失业的增加和工人工资的降低。对此

定之，宁自经济的观点类别批评之。（按谓当就 责难，梁氏竭力加以辩解，他认为事实并非 如

经营之方以分类也）……大农。 谓有一 教育经 此，又说即使有此弊病，也是暂时现象。

验兼备之农业家立 于其上，以当监督指 挥之 （五）”以此种种不正之手段，摧灭竞争之

任，而使役多数劳动者以营业农也。……小农。 敌，使小资本之公司，不能自存。“梁氏承认，

营业者自与家族从事耕作，而不雇拥他人者 ”此则有以防止也。”

也。”＠在两者之间，他推崇前者，说：
＂

盖就理 （六）”以独占之故，其所产物品，虽日杂粗

论推之，大农实当优于小农。 ……使大农而果 麻以欺市众，而莫可谁何＂。＠梁氏认为这是不

有适当之人才，适当之资本，……则其优于小 可能发生的，纵然发生，也是暂时现象，市场的

农，固可决言也。”＠他相信，大规模农业
“

能为 竞争机制将消灭之。 他忽略了这一事实：垄断

种种设备，以从事于衣业改良 “，生产效率要比 恰恰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机制。

小农经济高数倍。他愤激地指责革命派在农业 可见，梁启超对时人有关托拉斯的批评意

中防止大资本，是
＂

沮抑农业上之大企业，使永 见 并没有（也无力）采用全盘否定的态度，但

不发生，如是，则关 于农业上种种之进步的器 是，对大多数、关键性的责难，他极力加以辩

械，与夫集约经营之方法，将永不得适用于我 解、反驳，这些辩解虽不是毫无道理，但基本上

国，而惟抱持此千年陈腐之旧衣术以自安 ”气 是勉强的、有的是完全错误的。总的说来，梁启

足见其对大规模农业的重视。 超由于过分推崇规模经济的好处，从而忽视了

但是，事物 往往是一 分为二的，规模经济 垄断可能导致的弊端。 凭心而 论，如何既保护

的作用也并非全是积极的。大规模生产能提高 经济的竞争活力，同时又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

企业的生产效率，但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必然 势，在两者之间求得某种平衡，即使是在当代，

• 61 •



也是经济学中的一大难题，要梁启超正确把握 取此不相容者排而去之，则中国实业永无能兴

这对矛盾，是不现实的。 之期 ”。＠他列举了中国传统制度结构 中不适

由于上述的原因，梁启超极力主张在中国 宜股份公司发展的种种缺陷，现按照上述制度

建立大资本企业，并将其视为抵制西方垄断资 内涵概括如下。

本经济侵略的决定性力抵。他主张在收入分配 （ 一 ）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方面：

上拉开差距，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使资本家加 1. 中国人缺乏法律观念。 他说，股份公司

速资本积累，以实现规模经济。 故云：
“

吾以策 “自为 一 人格，自为一权利义务之主体 ＂，需要

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 严密的法律约束、 规范其活动，比如，法律
”

规

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 ” 产这种牺牲 定其内部各种机关，使之互相箱制 ”，法律敦促

公平获得效率的观点，在当时受到革命派的严 其向大众公开业务状况，法律
”

防其资本之抽

厉驳斥，但从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 蚀暗销，毋使得为债权者之累＂。概而言之，｀｀ 股

倒也有 此一说。 份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

梁启超的规模经济思想固然存在许多缺 而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 ”。0

陷和错误，然而，如若撇开其阶级性不谈，能在 2． 中国人缺乏公共责任心。 由于缺乏公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洞察到规模经济的优 共责任心，公司职员工作不尽心尽力，甚至以

越性并力主在中国加以实行，这本身就是不俗 权职营私，对职员的监督之职在股东，但由于

的思想。

三、重视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股权分散，且 “ 东西各国』购买股票者，其本意

大率非在将来收回股本，但冀股价幸涨，则售

梁启超经济思想中的又一可贵因素是，他 去以获利耳。此公司股东之克尽职任者所以尤

没有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简单地看作是生产力 不易也”气他愤激地说，”中国人心风俗之败

或技术问题，而是把经济发展与制度因素紧密 坏，至今日而已极，人人皆先私而后公，其与此

联系起来加以思考，非常注重制度变革对经济 种新式企业之性质，实不能相容。 故小办则小

发展的影响与作用。 从广义上讲，近代中国的 败，大办则大败。”梁 所谓的公共责任心，颇

不少思想家都有意、无意地进行过这样的 思 类于现代经济学中的
“

团队精神 ” ．它无疑是促

考，而梁启超则更自觉地做到了这一点。 进企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从现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 企业并不是靠
“

公共责任心 ”才得以有 效运作

系指约束人们的一 系列规则，它由社会认可的 的，梁显然对企业的运行机制尚缺乏正确完整

非正式约束、正式的制度安排和实施机制 所构 的理解。作为 一 个企业，只要管理制度健全，它

成。梁启超对构成制度的这三大基本要素均有 自有一套监督机制保证其职员努力工作，而即

较多的论述，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择要加以介 使那些对公司没有直接影响力的众多小股东，

绍。 ． 20 世纪初年，国人为 “

抵制外货，挽回利 也可通过出卖股票的办法，来约束那些经营不

权“，兴起一股创办股份公司的热潮，但收效甚 善的公司，这在西方经济学中，称为
“

用脚选

微。 梁因作《敬告中国之谈 实业者》，对股份公 举” (voting-with — feet)气当然，撇开上述错

司不能在中国健康发展的原因作 了探讨。从现 误成分，能从社会习俗、社会意识方面寻找对

在的眼光看，这是一篇对经济问题进行制度分 经济活动 有影响的因素，这 一 点本身是合理

析的力作。 本文主要即以该文为据，分析梁的 的、有见地的。

有关思想。 3． 中国人缺乏
“健全之企业能力

”。 用当

梁启超认为，” 中国今日之政治现象社会 今的术语说，就是
“企业家才能“，这是马歇尔

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也。 苟非 以后经济学所主张的生产四要素之一 。梁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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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从社会传统中寻找造成中国缺少企业家的 启超显然已经认识到，制度是 一 个有机的系

原因：＂我国自昔贱商人，除株守故业，计较锥 统，如果制度不配套，则其效率大减。他在其他

铢外，无他思想。 士大夫更鄙夷兹业不道。 盖 场合也多次强调这一 点，尤其呼吁尽快建立和

举国人士能稍解生计学之概略，明近世企业之 完善各项经济立法，如公司法、货币法、银行

性质者，已屈指可数，若夫学识与经验牙备，能 法、税法等。

施诸实用者，殆无其人。
”

＠顺便提 一下，在分 （三）制度的实施机制方面：中国法律实施

析有关中国股份公司股东不能
“

举监督之实
”

不力。

的原因时，梁列出的其中的两点多少与上述问 梁启超指出，中国当时也出台了一 部公司

题有一 些联系： 一是
“

公司之成立，往往不以企 律，
“

其律文卤莽灭裂，毫无价值且不论，藉曰

业观念为其动机……大率以挽回国权之思想 律文尽善，而在今日政治现象之下，法 果足以

而发起之，其附股者以是为对于国家尽义务， 为民保障乎？中国法律颁布自颁布，违反之违

而将来能获利与否，暂且勿问。
”

他认为这种思 反，上下恬然不以为怪。
”

他愤激地说，
“

有法而

想可敬但不可行，因为
“

生计行为不可不率循 不行，则等千无法，今中国者，无法之国也。”@

生计原则，其事固明明为一种企业，而等资本 显然，梁这里讲的不仅仅是国人缺乏法律观念

于租税，义有所不可也。”二是
“

凡公司必有官 的问题，他的意思是，中国的问题与其 说是缺

利，此实我国公司特有之习惯。他国未尝闻也。 少法律，不如说是缺少与法律制度相配套的实

……故我国公司之股份，其性质与外国之所谓 施机制。 判断 一 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不仅

股份者异，而反与其社债者同。 夫持有社债券 要看其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否完善，更要

者，惟务本息有著，而于公司事非所问。此通例 看其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了实施机

也。我国各公司之股东，乃大类是，但求官利之 制，再好的法律也只能成为一 纸空文。 制度实

无缺而已。心这两点实际上讲的是同 一 个问 施机制的有效程度与违约成本的高低成正比，

题：中国人缺乏企业观念。 这是梁启超对中国 在中国，违法而
“

上下恬然不以为怪
”

，可见违

国情进行深入分析后的发现，再次触及到制度 约成本之低，制度实施机制的有效性也就可想

中最深的层面。 而知了。

（二）正式的制度安排方面：中国缺乏种种 那么，怎样才能使股份公司在中国得到健

与股份公司配套的制度。 康发展，以达到振兴实业的目标呢？梁启超的

梁启超指出，＂股份公司必赖有种种机关 答案是：“首使确定立宪政体，举治国之实，使

与之相辅，中国则此种机关全缺也。
”

他认识 国民咸安于法律状态，次则立教育方针，养成

到，股份公司的正常运作，”则赖有二大机关焉 国民公德，使责任心日以发达，次则企业必需

以夹辅之。一曰股份懋迁公司（即股票交易所， 之机关一一整备之，无使缺。次则用种种方法，

作者按），二曰银行。股份懋迁公司为转买转卖 随时掖进国民企业能力。 四者有一不举，而晓

之枢纽，银行为抵押之尾闾。不宁惟是，即当招 晓然言振兴实业，皆梦吃之言也。 然养公德整

股伊始，其股票之所以得散布于市面者，亦恒 机关奖能力之事，皆非藉善良 之政治不能为

藉股份懋迁公司及银行以为之媒介。……夫股 功。故前 一事又为后三事之母也……试有人问

份有限公司所以能为现今生产界之利器者、在 我以中国振兴实业之第一义从何下手？吾必答

于以股票作为一 种商品，使全社会之资本，流 曰改良政治组织，然则第二义从何下手？ 吾亦

通如转轮。”9由于缺少交易所和银行这两大 答曰改良政治组织，然则第三义从何下手？吾

制度安排，人们很难将股票变现，因此不愿入 亦惟答曰改良政治组织。 盖政治组织诚能改

股。 这里讲的是一 个经济制度的配套问题。 梁 良｀则 一 切应举者自相次毕举。 政治组织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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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则多举 一 事即多丛一 弊。与其举之也，不

如废之也。 然则所谓改良政治组织奈何？曰： 注：

责任内阁而已矣。”@ 0@＠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

可见，为了造就一个适宜经济发展的制度 集》，文集之二。

环境，梁启超既重视制度的各个层面的全面创

新，同时又特别强调立宪政体这一 核心的基础

性制度安排的建设。若撇开其资产阶级改良派

的阶级本性不谈，这一思想倒是与当今西方新

制度经济学家不谋而合。 这个学派认为，作为

一国基本制度规定的制度环境，能决定和影响

＠梁启超 ： 《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饮冰室合

集》文集之十四。

@＠梁启超 ： 《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饮冰室合

集》文集之二十一。

包梁启超：《二十世纪这巨灵托辣斯》，《饮冰室合
集》文集之十四。

@＠@：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饮冰室

其他的制度安排。 诺思就曾说过，宪法规范着 合集》文集之十八。

一切经济规则。＠梁启超曾将股份公司与立宪 ＠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饮冰室合

政体作过这样的类比：＂大抵股份之为物，与立 集》文集之十四。

宪政体之国家最相类，公司律譬犹宪法也，职 ＠梁启超：《杂答某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

十
员则譬犹政府官吏也。 股东则譬犹全体国民

一。

@＠＠吵＠＠勾梁启超：《敬告中国之谈实业
也。 政府官吏而不自省其身为受国民之委托，

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
不以公众责任置胸腌而惟私是谋，国未有能立 ＠参见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
者，而国民怠于监督政府，则虽有宪法，亦成僵 1994年版，第93页。
石。”＠他似乎意识到，宪法这 一最重要的基础 ＠＠梁启超 ： 《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饮冰室合
性制度安排对其他的制度安排具有 一 种示范 集》文集之二十一。

作用。 ＠诺思 ：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

无庸讳言，梁启超的上述思想主要是受到 版社，第230页。

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教本的启发，很少是其本 怮梁启超：《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饮冰室合

人的创见，这一点学术界早有定论产本文只 集》文集之二十一。

不过想说明，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在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

当时毕竟属一流水平，并且对实际经济问题不
会科学出版社，第288页。

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

单位邮编：2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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