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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学〉〉序

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自本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马克·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

等论著中加以阐扬以来， 在正统经济学界并未引起多大注意。 这主要由于那时及稍后的经济

学家们正致力于微观和静态的理论阐述， 而1929年经济大恐慌又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就业问

题的研究， 无暇考虑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直到六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

尔茨在其＜＜由教育所形成的资本》 一文中提出人力资本理论， 以后又不断有此类论著发表，

才使人才投资成为经济研究领域中的 一个突破性重要内涵。 教育一 向被传统经济学视为非生

产性活动， 不属于经济理论的探讨范围。 自经舒尔茨倡导以后已成为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一

个极关重要的研究课题。 这一事实又引起人们的反思。教育是一个国家的一 种文化表现形

式， 既然非生产性的教育能转变成重要经济活动， 则其他文化活动与经济的关系也应有其探

索的意义。 又兼在这方面早已有人从事过一定程度的探索，故自七十年代后期起有不少学者

对文化与经济的作用的研究产生兴趣， 在美国已有以 “文化经济学” 命名的著作刊行。 在苏

联和东欧国家， 对社会主义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研究也是自七十年代末才开始的， 而我们则
是自八十年代中期起才掀起这方面的研究兴趣。

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虽已有儿个世纪的发展经历， 并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但对不少

现实中出现的经济新问题， 它仍无法作出合理解答。 例如， 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某

一时期基本相同， 但经过一段历史时期乃至经过十余年之后， 它们中有些国家的经济就起飞

发展成为现代的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 而另有不少国家到现在仍处于贫困落后状态， 经

常乞求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以维持其生存。 这两类国家本来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基本相同

的， 既无特殊的其他因素的干扰， 为什么有些就成功地发展成为济经发达或中等发达国家，
而有的国家的济经就一直停滞不前？现代发展经济学许多年来就曾企图解答这个难题，但至今

仍未获得公认的结论。从社会文化角度考察，有不少人认为基督教文化比天主教文化更有助于

社会经济的发展， 故一 些以基督教文化支配地位的国家能在不长一段时期内转变成为经济强

国， 如英美，而一些崇奉儒家文化的如亚洲四小龙和H本则在短短十余年中变成经济的发达

或中等发达国家， 足见文化对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种概括虽有其可信的客观事实依

据， 毕竟还不能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原则， 但至少可以说明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是决不

能忽视的， 二者问的关系有继续深入探索之必要。

但是， 文化这个概念的覆盖面甚为广阔， 而其定义也多得不胜枚举， 莫衷一是。 它的覆
盖面既包括有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动， 也包括有精神生产领域的活动， 并以后者为主线而决不

能轻视前者。 由于覆盖而太广阔， 有些人主张采纳这一 些活动项目而放弃另 一 些活动项l=l'

竹． 此人义恰恰 '·j 此相反， 主张放介这一 些沽动项H而采纳另 一 些活动项日， 从而无法给它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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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准确的定义。另一方面， 文化既以研究精神生产为主线， 而所谓精神生产常是十分渺茫，
难千把握， 至少是不便于作精确的经济计量。而且即使在物质生产部门中， 有关文化的产品
多采用劳务形式， 较少采用商品形式， 这又增添了经济计蜇的困难。 一言以蔽之， 研究文化
经济学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程恩富同志领导编写组， 不畏艰难， 给我们提供了 一部＜＜文化经济学»通论， 这种努力
的本身就是值得称赞的。＜＜文化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以文化生产力与文化
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全书的基点，并通过对一 些与文化有联系的资源、供求关系、 投
资、市场、商品、价格、消费、发展计划、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经济效益、经济核算以
及经济管理体制等等范畴的具体分析来实现此基点， 有骨有肉，内容充实，不致使人有空中
楼阁之感。

对所接触的各范畴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经济学＞＞均作出条分缕析的探入细致的表达，
对每一研究项目分别列出几种不同的观点， 而对每一观点又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子项目以进行
剖析。例如， 对文化消费结构这样一个研究项目就曾区分为四类和十儿个子项目， 又如文化
市场地区分为四类和二十几个子项目。这样事例在全书中每章每节都有， 其分析梢细之程度
可谓周详备至。

<＜文化经济学»充分利用现代经济理论如乘数作用、成本效益分析、供求弹性、经济核
算及其他等等， 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均作了适当的分析， 这是一种崭新的尝试。更为突出的
是， ＜＜文化经济学＞＞大量汇集国内外的统计资料和具体事例来论证其文化经济观点， 这就使
其议论言之有物， 而不是一般的纸上谈兵。特别是对国内社会主义文化活动中出现过的许多
经验教训之汇集， 更为丰富。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文化经济学》江在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系统
研究方面所获得的开拓性成果， 仅就它的分析之周密深入和资料汇集之多采丰富来说， 也是
文化与经济研究领域内具有颇大参考价值的 一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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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中美房地产市场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中美房地产市场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于6月15日在我校专家楼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市
土地学会刘天同秘书长、市府经济研究中心郁青副处长、市土地局、市房管局和市房地产协
会等部门、本校研究所、财政系、统计系、经济系和同济大学的专家学者， 以及房地产公司的
经理人员、 ＜＜ 城市导报＞｝和＜＜新闻报＞＞记者。会议由校长助理储敏伟主持， 党委书记潘洪萱
致欢迎辞。我校校友、留美博士梅建平教授作了专题发言。

研讨会上， 梅教授以丰富的案例和翔实的图表， 对美国房地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作了深入分析， 并就进军美国房地产和建立健全中国房地产市场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会议上， 与会者共同就如何搞好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何推动外商对中国的房地产投资
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梅建平教授对某些具体问题作了进一步的介绍与说明， 并就中美
之间开展房地产投资合作问题与到会的业务部门专家深入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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