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加强经济政策史和
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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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虽然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对约瑟夫·熊彼特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

史研究对象的做法提出了许多批评，但这些批评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实践似乎没有

产生较大的影响，经济分析仍是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经济政策仍没有

得到经济思想史学家们的应有重视。本文讨论了加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

研究的必要性，论证了创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为经济思想史分支学科的

必要性。本文认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目前和未

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经济政策问题，运用 “创造解释学”和政策范式的研究方法，

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相关经济政策的得失进行探讨，挖掘并创新既往实践中

蕴含但并非理论化的经济政策思想，直至为现实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一系列具体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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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 “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

资金”项目 （编号：１６ＸＮＬＧ０８）阶段性成果。本文完成于２０２０年３月，发表前又根据匿名

审稿人的修改意见做了修改，对匿名审稿人特此致谢。

约瑟夫·熊彼特 （Ｊｏｓｅｐｈ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在其巨著 《经济分析史》中，

提出 “经济分析”应该成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贬低经济政策

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熊彼特，２００１）。这在经济思想史学界曾引起一

场争论。本文第一部分首先界定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概念，并简

述其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第二部分概述经济思想史学家们针对熊彼特的观点

对经济思想史学科主要研究对象的争论，提出笔者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之上，

笔者将论述创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为经济思想史分支学科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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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扼要讨论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及其研究目的；第

四部分则阐明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框架和意义。

一、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概念及其

　　研究状况的历史发展

　　经济政策史，顾名思义就是经济政策的历史，但研究对象并非只是具体

的经济政策，它还涉及经济史中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经济结构、制度安排、

经济发展战略、政策能力以及经济政策的历史变迁等诸多方面的研究。经济

政策思想史是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中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经济思想、经济

理论、意识形态和哲学观的研究。张林等将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视

作同一件事情，认为其研究内容应该主要包括经济思想、经济方略和经济政

策 （张林、周济民，２０２０）。在笔者看来，他们所说的 “经济方略”就是笔者

所说的 “经济发展战略”。

在西方经济学中最早使用 “经济政策史”这个术语的是１９世纪德国著名经

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ｉｓｔ），他在１８３７年写成的 《政治经济学

的自然体系》中，三十五章中有六章专门讨论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英国、法国、

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美国和俄国的经济政策史 （李斯特，１９９７）。在

其名著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就用了约占全书五分之二的篇幅讨

论了当时西方主要国家国富国穷的经济史，特别是经济政策史 （李斯特，１９６１）。

李斯特在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是将经济政策史和经济 （政策）

思想史分开处理的，笔者沿袭了这种处理办法。在笔者看来，将经济政策史

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分开处理更有利于这个分支学科的发展，虽然经济政策史

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联系非常密切，但毕竟处理的是不同的事情。经济政策

史主要处理的是经济政策史的结构与变迁，包括影响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政

策制定的制度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制定政策的行政机构及其政策能力、经济

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政策效果评估等，以便为人们借鉴经济史

中经济政策的得失提供更深邃的历史分析；而经济政策思想史则是对经济政

策的制定受到哪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影响的研究，也包括对经济政策制定

者的世界观、人生经历、意识形态、阶级立场和潜意识结构的研究，其目的

之一是揭示经济思想史中两大思想传统对一个国家的命运产生了何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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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经验教训需要借鉴。①

在现代学者中，挪威著名经济学家埃里克·赖纳特 （ＥｒｉｋＳＲｅｉｎｅｒｔ）最

早提出要发展 “经济政策史”的子学科，并付诸实践。赖纳特指出，“由于没

有一个诸如 ‘经济政策史’的学术子学科，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强国现在似乎

都对它们自己的过去形成了错误的看法，忘记了国家在带领它们走上脱离贫困

之路时所发挥的作用”（赖纳特，２００５：２２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赖纳特在爱

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专门开设了 “经济思想史脉络中的经济政策史”课程。剑

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 （ＨａＪｏｏｎＣｈａｎｇ）的成名作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

踢开梯子？》（张夏准，２００７）实际上就是一本从经济政策史角度对 “华盛顿共

识”进行批判的通俗读物。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赖纳特出版有关 “经济

政策史”作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一门交叉学科应该如何被建设的论著。

虽然没有使用 “经济政策史”这个术语，但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８卷

《工业经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马赛厄斯、波拉德，２００４）实际上

就是一部对美欧国家经济政策史不大全面的研究专集。威廉·莱特温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ｅｔｗｉｎ）出版了 《美国经济政策：从革命到 “新政”》（Ｌｅｔｗｉｎ，２００７）。最近的

一本专著则是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思想史教授劳伦斯·怀特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Ｈ

Ｗｈｉｔｅ）出版的 《经济思想的大冲突：过去１００年的重大经济政策争论与实

验》（Ｗｈｉｔｅ，２０１２）。此外，最近几年还出版了不少从经济政策史方面对罗斯

福新政和货币战争等问题进行研究的专著，笔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经济史学界对中国经济政策史和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比

较多，也比较早。已出版的专著计有：上海社会科学院马伯煌主编的 《中国

经济政策思想史》（１９９３），朱英、石柏林合著的 《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

稿》（１９９８），刘勉玉主编的 《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发展史》（２００１）等。

近年来，在外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方面，美国杜克大学华人学者高柏

教授的成名作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１９３１—１９６５年的发展主义》

（高柏，２００８）是一本优秀的著作。因此，笔者在这里要做一点评。高柏教授的

这本著作首先研究的是，政治家、官僚阶层等非经济学家较能普遍接受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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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济政策思想史的这种研究有时要采取张林教授提倡的 “事件”研究方法 （张林，

２００７），或者某些研究属于笔者讨论的 “经济学学界史”的内容 （贾根良、兰无双，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观念和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对日本这一时期实际的产业政策制定所产生的重

要影响，他将经济观念放在了日本产业政策分析的核心位置。在这本著作中，

高柏 （２００８：１３）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几乎没有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任何显著

影响，所以他不得不通过对１９３１—１９６５年间相关的日本经济学家、政府官员、

商界领袖和一般公众就重要政策问题所进行的政治争论进行研究，探寻究竟是

哪些经济思想对日本崛起时期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和直接的影响。结果他发

现，在政策制定中产生的 “实践派经济学”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形成产生了决定

性影响，并把这种 “实践派经济学”的历史渊源追溯到了德国历史学派。

高柏 （２００８：５１）指出，“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显示了与盎格鲁－撒克

逊式道路截然不同的另一条工业化道路；这种工业化道路被认为是对西方国

家巨大的经济挑战。然而，来自日本的意义更为深远的挑战却是思想上的，

因为日本发展主义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的另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

溯到德国历史学派，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分庭抗礼”。但如果人们

了解笔者命名为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 “替代性教规经济学”（赖纳特、贾

根良，２００７ａ，２００７ｂ），① 那么，日本发展主义所代表的经济思想史上的这种

传统可以远溯至重商主义经济学，而高柏教授所指的德国历史学派只是其后

裔之一。更重要的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道路和历程也并非像高柏所认为的与

盎格鲁－撒克逊式道路不同，英国崛起和美国保护主义时期的发展道路是日

本模式的老师和先驱。② 笔者将日本发展主义的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从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提出了与彭慕兰 （ＫｅｎｎｅｔｈＰｏｍｅｒａｎｚ）及加州

学派 “大分流”相当不同的一个概念——— “中日大分流”（贾根良，２０１５），

对近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提出了新的解释。

二、经济思想史学界有关经济思想史研究

　　主要对象的争论

　　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一直受到经济思想史家们对其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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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下卷是出版于２００７年，专门为中国读者
选编的相关文献的著作。该著作由贾根良邀请赖纳特共同主编，贾根良等翻译，中文书

名由贾根良拟定。 “演化发展经济学”这一术语为贾根良所创造，用于他此前所译的

“替代性教规经济学”。

请参看笔者的相关研究论文 （贾根良，２０１７）和专著 （贾根良等，２０１７）。



究对象认识的制约，这在熊彼特的论著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虽然著名经济思

想史家马克·珀尔曼 （ＭａｒｋＰｅｒｌｍａｎ）将熊彼特的 《经济分析史》称作经济思

想史学科的三大权威性著作之一 （Ｐｅｒｌｍａｎ，１９８６），但它本身并不是一部被熊

彼特狭义地定义为 “经济思想史”的著作。熊彼特的 《经济分析史》① 是在

其去世后由其夫人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Ｂｏｏｄｙ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编

辑出版的，正如伊丽莎白·熊彼特在 《经济分析史·编者绪论》中指出的，

在熊彼特撰写 《经济分析史》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强调这是

一部经济分析史而不是一部经济思想史”（熊彼特，２００９：６）。《经济分析史》

主要研究的不是关于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而是经济分析工

具或者说经济分析手段发展的历史。

熊彼特所定义的 “经济思想史”实际上是本文所说的 “经济政策思想史”

的一部分。熊彼特对 “经济学史———经济分析史———和政治经济学体系史以

及经济思想史”的概念进行了如下区分，“所谓经济分析史，我是指……经济

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熊彼特，２００１：６９、１７），而

所谓 “政治经济学体系”指的是 “一整套经济政策的阐述，而这些政策是作

者根据某种统一的 （规范的）原则，例如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

等等，而极力主张的”（熊彼特，２００１：６９）； “经济思想”则是指 “浮现于

公众头脑中，或者可以归因于立法与行政官员的有关经济政策上的观念”（熊

彼特，２００９：６）。英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特伦斯·哈奇森 （ＴｅｒｅｎｃｅＷ

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指出，在通常情况下，“经济思想”是指囊括了经济学家和非经济

学家有关经济问题、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务的一切思考和讨论；而熊彼特在

《经济分析史》中所说的 “经济思想”指的只是非经济学家有关经济政策的意

见和看法。因而熊彼特所定义的 “经济思想史”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思想

史并不是一回事 （哈奇森，１９９２：３５９—３６０），它实际上指的就是笔者所定义

的经济政策思想史中由非经济学家们不成体系地提出的有关经济政策的思想

史 （贾根良，２０１０）。实际上，经济政策思想史也包括了经济学家们对 “一整

套经济政策阐述”的成体系的 “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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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务印书馆于２００９年出版了由朱泱、孙鸿敞、李宏、陈锡龄所译的此书的第一卷，将
英文版编者姓名译为伊丽莎白·波蒂·熊彼特。



（一）对熊彼特贬低经济政策思想史的批评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指出，熊彼特将经济分析史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

要对象是他自己的偏好，异于在他之前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常规做法。丹麦

经济学家安德森 （２０１３：２５４）指出，“熊彼特在对经济学史的描述中包含了

一个特殊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他放弃了经济思想史强调政策问题的常

规做法”。马克·布劳格 （ＭａｒｋＢｌａｕｇ）对熊彼特偏好经济分析史而贬低学说

史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当熊彼特为思想史辩护时，想的是经济 “分析”史。

可是，后来几乎所有为思想史教学辩护的主张都是关于经济 “学说”史的，

这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社会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先入之见对

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经济学大师的方法论观点，经济学界的社会学，经济

思想的国际传播，以及如何把思想史应用到经济学的诸多问题上 （Ｂｌａｕｇ，

２００１）。也有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专家指出，熊彼特专注于经济分析史是其一贯

的偏好。熊彼特在１９１４年出版了德文版著作 《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该

书在１９５４年被翻译为英文版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５４）。奥雷斯特·波佩斯库

（ＯｒｅｓｔｅＰｏｐｅｓｃｕ）通过梳理经济思想史学史发现，在熊彼特出版该书之前，带

有批判性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的研究对象都是 “学说”（即理论与政策主张的总

和），专门将理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撰写经济思想史著作的做法正是由熊彼特

的 《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所开创的 （Ｐｏｐｅｓｃｕ，１９６４）。作为 《经济学说

与方法：史略》的扩充版本，《经济分析史》很自然地延续了这种做法。

贾子尧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熊彼特倾向于赞扬 “为科学而科学”

的经济学家，而贬低以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为目的的经济学家，是其贬低经

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 （贾子尧，２０１８）。贾子尧引用理

查森 （ＧＢ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的研究说明了这一问题，理查森认为，所有的经济

学家都被熊彼特按照他们从事理论研究的动机和目的分为了大致两类：一类

经济学家出于纯粹的科学好奇心，致力于把尽可能多的个别现象概括在简洁

的、统一的一般性原理之下，尽可能地实现 “思维的经济”；另一类经济学家

则为了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试图通过他们的理论将那些对实际目的至关重

要的经济关系凸显出来，从而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理查森指出：熊彼特倾

向于赞扬第一类经济学家，如莱昂·瓦尔拉斯 （ＬéｏｎＷａｌｒａｓ）、卡尔·马克思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约翰·海因里希·冯·屠能 （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ｖｏｎＴｈüｎｅ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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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万·奥古斯丁·古诺 （Ａｎｔｏｉｎｅ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Ｃｏｕｒｎｏｔ）等；批评和贬低第二类经

济学家，如大卫·李嘉图 （ＤａｖｉｄＲｉｃａｒｄ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Ｊｏｈｎ

ＭａｙｎａｒｄＫｅｙｎｅｓ）、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Ａｌｆｒｅｄ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等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５５）。在笔者看来，熊彼特的这种划分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例如，将瓦

尔拉斯、屠能和古诺划为第一类经济学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只将马克思和

凯恩斯划为其中某一类就是不成立的了，因为他们两人同时具有这两类经济

学家的特点。

熊彼特的 《经济分析史》出版后，针对熊彼特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

想史研究对象的问题，许多经济思想史学家提出了批评。熊彼特认为，他所

定义的经济思想，即非经济学家有关经济政策的观点和看法，“与其说属于经

济学史的范围，毋宁说属于经济史的范围”（熊彼特，２００１：８９）。对此，鲍

勃·科茨 （ＡＷＢｏｂＣｏａｔｓ）指出，熊彼特明确地表示过对经济政策史没有

任何兴趣 （Ｃｏａｔｓ，１９９３：１）。针对熊彼特将非经济学家有关经济政策的观点

和看法归于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做法，哈奇森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

的分隔和成见进一步提出了批评：经济思想史学家对经济思想史感兴趣通常

不是由于经济思想对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是出于思想观念本身的

吸引力；而经济史学家如果对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感兴趣，则一定是因为这种

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实际行动和政策制定 （哈奇森，１９９２：３５１—３５２）。

针对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两个学科对经济政策的不同态度，钟祥财教授

指出，经济政策思想史是联系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重要纽带，“这种纽带作

用集中体现在两种关系上，一是理论与政策的关系，一是个人和阶级的关系”

（钟祥财，２０１５）。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离不开对经济政策史的深入研究，

因此，笔者一直是将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连在一起加以讨论的，并

将之看作是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两个学科的交叉分支学科。

（二）经济政策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无进步可言的吗？

熊彼特对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采取了截然对

立的评价态度。在他看来，经济分析是客观中立的，在人类经济思想史的长

河中，经济分析是存在进步的；而经济政策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其时代和

阶级利益的产物，在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上是没有进步可言的。

首先，熊彼特将经济分析史定义为独立于环境因素特别是独立于哲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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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影响的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历史，而经济政策是哲学观和意识形

态的产物。熊彼特承认通常所说的 “经济思想”的确受到了经济学家所持的

哲学观点的影响。Ｃｈａｌｋ（１９５８）指出，熊彼特觉得当经济学家处理本质上是

规范性的问题时，哲学常常会对他们产生影响。Ｍｅｅｋ（１９５７）总结道：在熊

彼特看来，“政治经济学 （体系）”和 “经济思想”无疑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污

染，但幸好在某些重要的意义上，“经济分析”可以被证明相对而言是没有受

到损害的。

其次，熊彼特对理论和政策、经济分析与经济政策思想采取了截然可分

的态度，声称只有经济分析才有进步可言，而包括他所谓的经济思想和政治

经济学体系在内的经济政策思想则完全是某一历史时期和不同环境的产物，

谈论它们是否取得了进步没有客观意义 （熊彼特，２００１：７１—７２）。熊彼特明

确地指出，“在经济政策或其他任何政策问题上，进步这个名词是没有客观意

义的，因为人与人之间在比较时没有一个适当的标准”（熊彼特，２００１：７２）。

总之，在熊彼特看来，在经济思想史中，只有分析工具存在着进步，人类在

认识经济世界的思想上是不存在进步的，因此，经济政策思想也不存在进步。

我国学者巫宝三先生针对熊彼特将经济政策思想视作阶级偏见和经济政

策思想不存在优劣好坏之分、不存在进步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首先，熊彼特

认为，“政治经济学体系”和 “经济思想”表现的是各个时代和各个阶级的意

识形态偏见，对于其他时代和地区没有真实性，相互之间没有孰优孰劣可言；

而 “经济分析”是科学的，是可以比较的，是有优劣好坏之分的。巫宝三先

生反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 “历史上的许多经济学说和政策方案的提出，都

以具体时代和具体社会经济情况为根据”（巫宝三，２００３：７９），并不能仅仅

将之视为偏见。其次，熊彼特认为，“分析工作的发展，无论受到市场上各种

利益与态度的干扰有多大，都显示出一种特性，完全不存在于我们所说的经

济思想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历史演变之中”（熊彼特，２００１：７１）。针对这种

观点，巫宝三先生也明确地表示异议，他指出：“经济分析方法与经济思想和

政策虽然有不同之处，但终极地说，都不能脱离具体时代和具体社会条件。”

（巫宝三，２００３：７９）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熊彼特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我们首

先简述他的基本观点。熊彼特认为，“经济分析”或者说 “经济分析工具”的

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客观的、绝对的，在意识形态上是中性的，既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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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所持的哲学观点的影响”，也不受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运用新古

典经济学发展中边际代替率概念替代比较旧的边际效用概念的思想史，熊彼

特试图说明从边际效用价值论过渡到以边际代替率概念为基础的价值论，在

意识形态上是中性的，因为每一种理论都可以同等地与任何意识形态并行不

悖 （熊彼特，２００１：７９）。

熊彼特的上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边

际代替率是经济学边际革命的产物，正如Ｍｉｒｏｗｓｋｉ（１９８４）等许多经济思想史

家的研究所表明的，边际革命是深受经典物理学机械世界观和静态宇宙观影

响的产物。边际革命是新古典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因此，Ｍｅｅｋ

（１９５７）认为，熊彼特所说的从边际效用价值论过渡到以边际代替率概念为基

础的价值论，作为经济理论走向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环节，这种理论上的转

变反映了经济学正朝着脱离真实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形式主义方向发展，而不

是在揭示真实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方向上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理论兴趣的变化

在意识形态上绝不是中立的，它根源于真实的社会生产关系。这就是道格拉

斯·多德 （ＤｏｕｇｌａｓＤｏｗｄ）所说的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是回避棘手的和引

发尖锐社会冲突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的产物，“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并依然是资

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遮羞布……新古典经济学的推动力起初部分来源于意识形

态领域 （抵制马克思在社会压力不断增长的时期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将

其分析与历史分析脱钩，成为 ‘静态’理论，为在现状之内运转和维持现状服

务”（多德，２００８：１１１—１１３）。其次，从哲学角度来说，正如当代科学哲学家

诺伍德·罗素·汉森 （Ｎｏｒｗｏｏ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Ｈａｎｓｏｎ）提出的 “观察渗透理论” （汉

森，１９８８），在这里，所谓的 “理论”是指关于世界的信念和世界观。在经济学

中，经济分析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就像经济政策思想一样从根本上来说是经济学

家的哲学本体论的产物，而这种本体论假定绝不是价值中立或意识形态中立的。

三、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

　　主要对象及其研究目的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经济思想史学界曾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价值进行过

辩护性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唐纳德·戈登 （ＤｏｎａｌｄＦＧｏｒｄｏｎ）认为，经

济学家们对经济理论的基本模型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使得经济学更接近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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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其教学基本上可以依靠教科书：经济理论非常像一门常规科学

（ｎｏｒ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与其他常规科学一样，将它的历史作为专业训练的一部分

是没有必要的，而在那些没有一致意见的领域，人们自然会求助于该领域中

的经典。因此，戈登将经济分析史与经济学说史 （即有关经济政策的看法的

历史，包括它们与政治、社会和哲学的联系）区别开来，并提出经济思想史

学家应该更偏重于后者。在他看来，经济思想史学界在经济政策上没有达成

一致的意见，相反有极大的分歧 （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６５），所以经济学说史对于经济

政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在笔者看来，戈登虽然正确地理解了经济政策及其学说，也就是笔者所

说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应该成为与经济分析史相并列甚至比之更

重要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对象。但是，他将经济学类比于自然科学是不正

确的，他认为经济学家们对经济理论的基本模型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也是不

符合实际的。因为在他说这种话的时候，世界上一直存在着对西方主流经济

学持异议的非主流经济学，这就是笔者一直强调经济思想史的多元主义史学

观和经济思想史中存在着两大思想传统的原因。

虽然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对熊彼特的 《经济分析史》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

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做法提出了许多批评，但这些批评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

实践似乎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不只是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编写，而且经济

思想史的研究基本仍是以经济分析史为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经济理论史

为主，关于经济政策思想史的讨论很少见。

在这方面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

精心著述的 《经济理论的回顾》（布劳格，２００９），这基本上仍是一本以经济

理论与分析工具为主的经济理论史著作，而且与他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 “反

对者”相悖的是，这本著作主要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史的 “理性重建”，

而相当大范围的非主流经济学思想史并没有被论及 （贾根良、李黎力，

２０１０）。第二个例子是英格丽德·Ｈ里马 （ＩｎｇｒｉｄＨＲｉｍａ）直接将其编写的

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教科书命名为 《经济分析史》。① 这本教科书自１９６７年首次

出版以来，五十多年里再版了六次，正如作者在该教科书 《前言》里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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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 “一本关于经济学分析工具发展的书”（里马，２０１６：１），而不是一本经

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的教科书。当然，笔者并不是说经济分析史不重要，

在笔者看来，它应该与 “经济政策思想史”“经济学学界史”一起构成经济思

想史学科研究的主要领域，笔者只是说经济学家们仍很少关注经济政策史和

经济政策思想史。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虽然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对熊彼特的 《经济分析史》

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做法一直存在着批评，但经济思想

史学界对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发展问题，仍少有探讨。目前，

无论是传统的经济学说史研究，还是后起的经济学学界史和经济思想知识史，

其注意力都是集中在经济理论本身，特别是集中在较为系统的理论学说的形

成、发展和变革上，很少去更多地关注政策问题，它对经济思想如何影响实

践、如何影响政策制定以及从政策效果上反思这些思想的研究始终都比较缺

乏，这样的经济思想史研究难以为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提供借鉴。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提出应该发展一种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交叉研究的

分支学科领域———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 （贾根良，２０１０）。作为经济

思想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亟待处理的具体经济政

策问题，运用 “创造解释学”和政策范式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历

史时期相关经济政策的得失进行探讨，挖掘其经济政策实践中蕴含但未见理

论化的经济政策思想，直至对现实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一系列具体的建议。传

统经济思想史研究主要关心的是过去的经济学家们基于其理论提出的经济政

策观点，针对这种研究范式，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反其道而行之，它主要是

从当时历史环境中实际经济政策效果和当前借鉴的角度，讨论并评价过去经

济学家的经济政策观点。

笔者在２０１０年提出的 “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纲领致力于将 “创造解释

学”的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和 “政策范式”的研究框架引入到经济思想

史、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之中。

“创造解释学”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是中国哲学史家傅伟勋先生在攻读硕

士研究生二年级时所独创的。在他看来，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是我们不仅要

“历史性重建”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他真正的意谓是什么以及他可能还要

说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问：假定这些作者今天还活着，他们愿

意根据新的情况来修正或扬弃已有的说法吗？他们会怎样进行修正或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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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原作者已不在人世，因此，只有创造型的解释学家才能千方百计为其作

答 （傅伟勋，１９８９：５１—５２）。但是，创造型的解释学家不仅要替原思想家作

答，更重要的是，他需要通过发现原思想家的分析框架、方法和理论的不足，

从实际出发，提出新理论，甚至开创新学派 （贾根良，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新经济思想史”也致力于将政策范式的研究框架引入到经济政策史和经

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之中。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政策范式概念在公共政

策、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发展政治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中开始兴

起，彼得·霍尔 （ＰｅｔｅｒＡＨａｌｌ）１９９３年在他经典论文中提出的政策范式理论

对其发展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Ｈａｌｌ，１９９３）。那么，如何定义政策范式

呢？按照卡森 （ＭＣａｒｓｏｎ）的看法，所谓政策范式是由特定参与者的共同体

共享的认知模式，它有助于解决问题 （Ｃａｒｓｏｎ，２００４）；同样地，弗兰克·鲍

姆加特纳 （ＦｒａｎｋＲ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指出，当思想被整个政策共同体广泛分享

时，这种思想就可以被称为范式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２０１４）。因此，Ｄａｉｇｎｅａｕｌｔ

（２０１４）特将其定义为 “一套能够对公共政策内容产生影响的连贯而完善的政

策理念”。①

四、经济政策史与经济政策思想史的

　　研究内容、框架和意义

　　目前，作为学科建设的 “经济政策史”和 “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仍处

于起步阶段。笔者在这里首先讨论一下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应

该包括哪些内容，然后再探讨研究的意义。

一般说来，该分支学科所研究的经济政策史和思想史应该包括有关一国

经济发展战略、具体制度设计 （内含了经济政策内容）和各种具体经济政策

的历史及其蕴含的经济思想和受到哪些经济思想影响的历史研究，也包括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８卷 《工业经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中所讨

论的作为社会政策的劳工政策史以及对其思想史的研究。具体的经济政策史

主要涉及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政策的历史，如对外贸易和投

资政策史、产业政策史、科技政策史、财政税收政策史、货币与金融政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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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政策史、环境和能源政策史、农业政策史、宏观经济政策史等。

一个初步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框架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

容：经济政策原理，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的关系，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两个

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未来学科发展新方向的探讨，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

各种因素，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和经济政策实际效果的评估，经济政

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一体化研究的框架和基本理论，等等。

在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框架的问题上，张林教授等提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政策史研究需要处理好两方面关系”的观

点具有重要借鉴价值。这两方面的关系，“一是经济政策史与经济史材料的关

系。经济政策史研究需要大量经济史材料的支撑，这些材料中有正面的也有

负面的。因为，我们把经济政策史上的教训作为研究重点之一，从而可以客

观面对这些材料，避免了对历史的 ‘任意打扮’。二是经济政策史与政策评估

的关系。经济政策史要研究政策效果，自然离不开政策评估，但政策史视角

下的政策评估更加注重的是长期影响，不能简单地从一时一地的影响来评判

经济政策的效果”（张林、周济民，２０２０）。笔者赞同他们的看法，但笔者认

为，对于一般性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来说，研究的重点也应

该包括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我国来说更是这样。当然，

这些研究都应该是在国际历史比较中进行的。

作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意义就在于 “专取关国家

兴衰，系生民休戚”（司马光，１９９０：９３５）的重大主题，效法司马光主编

《资治通鉴》的精神，为我国当前和不远将来的经济政策制定提供历史经验以

供借鉴，甚至直接提供相关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其研究意义至少应该具有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支配经济政策的某种思想的持久性影响有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这是 “经济政策史与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之所以重要的表现之一。美国自

建国以来的东亚政策直到今天仍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就说明了这一问题。通

过对美国政治经济史和外交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席卷

亚洲的大变动之前，美国的东亚政策一直受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原则的支配；即使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大变动中，政策

的变化也是表面上的。今天，美国对于东亚的政策思考明显是从约翰·亚当

斯 （ＪｏｈｎＡｄａｍｓ）、马修·佩里 （ＭａｔｔｈｅｗＣＰｅｒｒｙ）准将和威廉·亨利·苏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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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ｅｎｒｙＳｅｗａｒｄ）等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如果了解美国在１９世纪下

半叶 “分而治之”的东亚政策，我们就会发现２１世纪初美国的东亚政策，特

别是对华和对日政策与那时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对支配美国经济政策制定

的 “经济政策思想史”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洞悉美国崛起和获取全球霸权的

战略及其因果机制，而且，对于观察美国目前东亚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对华

政策的制定，也将提供不可多得的历史视角，其意义是只局限于对经济理论

进行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所无法比拟的。

其次，针对我国目前和今后半个世纪经济政策制定所面临的挑战，对目

前发达国家在经济崛起时期 （或突破 “中等收入陷阱”时期）以及从崛起到

国际领先地位最终巩固时期的 “经济政策史”和 “经济政策思想史”进行系

统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使我国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少走弯路，

避免重大错误，而且还可以直接为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灵感。例如，笔

者通过对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其崛起过程中的对外经济政策史进行研究，总结

出了一种带有历史规律性的 “不对称全球化战略”：凡是成功崛起的国家无一

不是在对发达的核心国实施保护主义，与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 （浅度

全球化），同时和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 （深度全球化）

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崛起的 （贾根良，２０１８）。

再次，经济政策及其反映的经济思想，较之抽象的经济学理论能够更具

体和更直接地作用于现实，可以对经济发展产生最直接的因果效应。同样，

了解和深入研究发达国家崛起 （包括英美两国获取和巩固其霸权地位）的经

济政策史以及形成这种经济政策思想的前因后果等，较之按政治经济学或西

方经济学的概念梳理而成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来说，虽

然抽象程度较低一些，但对中国崛起及其政策制定具有更多的借鉴价值和现

实意义。

最后，创建 “经济政策史”和 “经济政策思想史”子学科，扩大经济思

想史学科的研究范围，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笔者曾

讨论过目前的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的两大缺陷：一是偏重于经

济理论，忽视那些对经济政策制定产生过重大影响却未得到明确阐释的经济

思想，这种研究导向忽视了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削弱了经济思想史研究对

解决当代经济发展问题的启发价值；二是偏重于对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学派传

承的研究，而对于经济思想是如何影响经济政策制定及其结果缺乏研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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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都讲授了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的国

际分工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但是，可以说没有一本教

科书讲述这些理论是如何影响英国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的，也没有对其影响

做出过评价，这就使得学生在学习和评价经济思想史上的经济学说时无法与

当时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我们知道，尽管经济思想直接或间接地是由一个国

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所激发的，但当这些思想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时

候，它就会反过来作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人们的经济行为，并重塑所处的

社会经济环境。因此，经济思想史研究还应该能够解释经济思想对经济政策

制定、经济制度变革和其他经济活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目前的经济思想

史教科书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一任务，因此有必要在经济思想史学科中创建

“经济政策史”和 “经济政策思想史”子学科 （贾根良，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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