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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个分析现实经济
问题的理论框架

李义平

[摘要] 本文从四个方面梳理、研究了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并据此评析了当代中

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出路。 一是马克思的发展观。 马克思认为经济发展是为了人的

自由全面的发展。从已有的实践来看，如果背离了这一目的，就会为发展而发展，并因此难

以持续。 二是马克思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是生产端、是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发

展的根基。 产业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 一些地方拔苗助长地发展服务业会导致产业的

“空心化”，这也是拉美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三是马克思以第二种含义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中两大部类结构的匹配为枢纽，研究了产能过剩、
结构调整问题。在市场经济下，结构调整的途径是竞争、兼并、破产、重组、经济周期中下行

阶段强制性地修正等市场机制。 四是马克思论述了货币的本质，以及从金属货币到纸币、
到虚拟资本的演化过程。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货币就是交换的工具，不宜作为调节经济发

展的手段。 过度金融化、过度虚拟化以及不适当的刺激，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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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总结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当前的经济状况，科学地制定经济政

策，有着其他流派的经济学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一、 马克思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发展观决定发展的路径和举措。马克思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发展只不过

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 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人的个体发展的程度把人

类社会分为依次递进的三种社会形态。其中最初的社会形态是指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形态下，人

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种形态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诸

社会形态，生产力不发达，盛行人身依附。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种社会形态。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
这种社会形态打破了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是货币面前人人平等，人们有了更广阔的实现自我价值

的选择空间和多方面的选择自由，较之第一种社会形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相当于马克思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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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主义社会或通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

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个体得到了全面的、充分

的发展，它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强调，“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

准备条件。”① 马克思所讲的条件既包括物质条件，又包括精神条件。物质条件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造就的强大的生产力，即经济本身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 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巨大生产

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他们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

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然力的征

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

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

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② 与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方面的准备就是公平、平

等、自由选择和竞争，人的自我价值较之此前的社会得到了更充分的实现，才能得到了更为淋漓尽

致的发挥。 在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生产力的发展只是手段，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是目的。
经济生活中的发展如果背离了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观，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 先期发展的国家

存在着这种现象，造成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 1973 年，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曾经批评道，把经济

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对物的关注胜过于对人的关注，结果“从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会发生

对环境的损害———发电厂对空气的影响， 由此产生的氖对视力的影响……造纸厂不能推卸它的责

任，而汽车主对于汽车的使用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可以表示遗憾，却不存在个人的责任感，因为他个

人在总的损害中所增加的一份是微不足道的。 ”③ 加尔布雷思认为，应当改变这种现象，应当对人本

身给予充分关注，确立和追求公共利益或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目标。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其颇具影响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同样批

评了将发展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个人收入的提高，或工业化与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

等的观点，认为这些都是狭隘的发展观，最多属于工具性范畴，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 进入 2000 年，
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商定了一套时限为 15 年的目标和价值指标， 强调自由、
平等、共济、宽容、尊重大自然和共同承担责任，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

中国在经济发展中，确实存在着为发展而发展的问题，一些地方不择手段地追求 GDP，造成了

环境的严重污染，贫富差距拉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福祉。 在反思这些问题的时

候，党中央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以及五大发展理念等重要思想。 当回

顾已经走过的发展历程的时候， 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关于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的发展观之

伟大。离开了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任何发展都会黯然失色。以人为本，以普通老百姓为本，既是我

们在今后的发展中丝毫不能偏离的目标，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源。

二、 推动经济发展的是生产端、是实体经济

马克思的发展理论认为，生产端或供给侧是经济活动的逻辑起点，人类经济的进步和一国经济

的发展主要是靠供给端推动的。 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类经济活动分为四

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处于首位，起着决定作用，是整个经济活动

的逻辑起点。 在讲到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时马克思强调，“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 10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 256 页。

③ [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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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 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

体才是产品。 产品在消费中得到最后完成。 ”① 马克思的论述告诉我们：是生产端，或者供给侧推动

了经济发展；生产端的生产要通过市场的检验，要为市场所接受，才能把产品变成消费品，才能有效

地推动经济发展。
马克思所讲的生产端指的是实体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三卷《资本论》研究的都是实体经济中

的制造业。 在《资本论》第一卷题为“商品”的第一章中，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

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 ”② 使用价值是商品这一物质产品的社会有用性。 由价值形式进而

由货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财富量背后是使用价值， 是由使用价值支撑的。 只要这些使用价值量不

变，表现其价值量的价格或高或低都不影响一国的实际财富的增减。
三卷《资本论》在逻辑安排上也体现了实体经济是全部经济活动的基础的原则。 其中第一卷研

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 这是由生产物质产品的产业资本完成的。 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

程，具体论述的是创造物质产品的产业资本的循环、周转以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 第三卷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论述了其他资本形式，如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等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如

何参与由实体经济领域的产业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割。 它们服务于产业资本，并由此得到以

平均利润形式表现的回报。 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则断然不可能产生。
马克思的经济学高度讴歌了劳动。 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劳

动价值论。 他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 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

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 马克思区分了简单劳动和

复杂劳动。 复杂劳动是教育和培训的积累，相当于人力资本，可以创造倍加的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

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预见到了人力资本。
以实体经济、物质产品生产为标准，马克思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创造物质产品

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其他的劳动，如演员的劳动，金融从业人员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 非生

产性劳动的收入是对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分割，不应当高于物质产品生产者，即生产性劳动

者的收入。
在马克思经济学里，行业之间的分配也是实体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其他资本形态因为服务于实

体经济，实体经济让渡给它们相应的回报。 通过利润的平均化，商业资本以商业利润的形式、银行资

本以利息的形式分割之。但利息率不能高于平均利润率。换言之，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里，金融资本

的利润率高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是不可能、也不允许的。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其宏观经济的范畴也是从实体经济出发的。 为了研

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按照最终用途，马克思把社会实际物质产品分作两大

部类，第 I 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 II 部类是消费资料的生产。 从价值上社会总产值被分作三个

部分，即不变资本转移过来的价值 c，可变资本或者工人的工资 v，剩余价值 m。 马克思要研究的是

社会所有商品的价值实现和再生产中的实物补偿问题。 两大部类内部各个产业、各种部门有自己的

交换，两大部类之间要发生成功的交换，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要成功，不仅要

求量上相等，而且要求在实物上相适应，即既要总量平衡，更要结构平衡。 如果需要的是机器，供给

的却是棉纱，或者需要的是高规格的钢材，供给的却是低规格的钢材，固然量上是相等的，但由于结

构不匹配，交换就不能成功，价值亦不能实现，实物亦不能补偿，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 这就是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 2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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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问题，是供给端的问题。靠刺激性政策是解决不了的，货币在再生产中只是一个交换的媒介。马克

思关于生产端和实体经济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基。 实体经济中的农业直接关系到谁来养活这个国家的人

民，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业，关系到谁来装备这个国家的各个行业。 任何创新都最终要落实到实体经

济上。 没有实体经济， 创新将变得毫无意义并且最终枯竭。 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

1791 年发表的《制造业报告》中指出，“与制造业繁荣休戚相关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甚至还

有这个国家的独立。 ”① 没有强大的制造业，美国就不可能赢得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全球战争的胜利。
加拿大学者瓦科拉夫·斯米尔在其撰写的《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中对

过分强调服务业持批评态度。 他指出，“2011 年，尽管美国农业对 GDP 的贡献率仅为 1.2%，但如果

就此认为如此低的贡献率会让农业成为经济发展中的边缘性行业，那就大错特错了。 农业和金融业

对 GDP 贡献率减少的意义是不同的。 农业贡献率减少带来的是饥饿和死亡，金融业贡献率减少如

果是由投机性的金融衍生产品来承担，那是求之不得的。 ”我们看到，以扎实的实体经济作为基础的

德国在 2008 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中表现良好，而美国则通过对过度金融化引发的危机的反思

高调回归实体经济。 历史证明，马克思关于通过实体经济推进经济发展的论述意义十分深远，即使

在 21 世纪的今天，也依然具有它的指导意义。
第二，过早脱离实体经济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 在当前中国经济中，一些地方不分青红皂白

地赶时髦，拔苗助长地提升产业结构，不分青红皂白地发展服务业。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

1672 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曾比较过英国农民、手工业者和船员的收入，其结论是：从业之利，农

不如工，工不如商。 于是他预言：劳动力将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 1940 年，英国

学者克拉克又以 40 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做样本，验证了配第的这一预言。 配第·克拉克定理有两个

前提：①受分工范围的约束，通常在一国范围内，即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由于产业的发展程度不

同，可以有不同的分工。 而不是在同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地区，例如每一个县，都要重点发展服务业。
②它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水到渠成，而不是人为地拔苗助长。 一旦拔苗助长地发展服务业，就违

背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顺序发展的自然规律。 经济就可能会因失去实体经济的支撑而

过早地空心化，这是拉美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
第三，一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生产端或供给侧拉动。 三次伟大的工业革命就是供给侧推动经济

发展的典型。 一旦供给侧有了巨大的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之势去迎接。 如果供给能力没有提

高，产业结构固化，从需求端大水漫灌式地刺激经济，只能形成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供给

侧是市场的供给，是微观层面活力的体现。 经济发展说到底最终是微观层面的事。 如果微观机制活

力无限，宏观经济政策甚至可以“束之高阁”了。 威廉·鲍莫尔在《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中引用《经济

学家》的话指出，“如果上个世纪的经济政策制定给了我们一些启示的话，那就是它让我们知道了实

现强劲的长期增长与良好的微观政策的关系要强于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 好的微观经济政策包

括培育竞争市场。 这种市场奖励创新且将政府的作用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② 据此，生产端、供

给侧的本质在于企业的活力，它的意义较之于频繁的宏观调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第四，劳动价值论的出发点是实体经济。 劳动创造财富是一条公理，一个民族如果离开了劳动

连一天也活不下去。 创造财富和致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创造财富者不能致富是因为制度出了问

题。 在马克思的笔下，劳动创造了财富，但却没有致富，是大多数剩余被资本分割了。 当今中国劳动

① [加]瓦科拉夫·斯米尔. 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② [美]威廉·鲍莫尔. 资本主义增长的奇迹[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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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致富，有初次分配的问题，有其他产业，例如金融产业、虚拟经济不适当分割的问题，有官商勾

结、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还有国有企业领导人天价年薪的问题，当然也有有些劳动太过简单，效率

不高的问题。 一些分配制度的安排，使得直接创造财富的劳动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我们应当改变

的是相关制度安排，而不是怀疑劳动创造财富的公理，助长投机心理。
在肯定劳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一种趋势。 今天的劳动，已

经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包括人力资本拥有者的高素质的劳动。 这样的劳动可以获得更高

的回报。

三、 经济发展是不断进行的结构调整和创新

马克思认为，经济发展是不断进行的结构调整和创新。 发展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函数。 对于中

国经济目前碰到的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问题，马克思同样有着相当深刻和精辟的论述。
对于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另外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即由社会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确定的分配给这个产业的劳动时间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如果超过

社会对某一产业的产品的总的需求量， 即使这些产品都符合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要

求，即在现有的正常生产条件下，以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平均的劳动强度，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

劳动时间，超过社会需要的部分还是不能被社会所接受。 这就是产能过剩。
在《资本论》的第一卷里，马克思以亚麻的生产为例写道，“即使某种劳动，例如我们这位织麻布

者的劳动，是社会分工特许的一部分，这也决不能保证他的 20 码麻布就有使用价值。 社会对麻布的

需要，象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

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 ”马克思强调，“假定市场上每一块麻布都只包

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仍然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 如果市场的

胃口不能以每码 2 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

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 ”① 此即产能过剩。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再一次从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角度论述了社会

总劳动时间也须合理地分配在各种产业上，否则就会形成某一产业的产能过剩。 马克思写道：“不仅

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

类的商品上。 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 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

满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

的特定数量的需要， 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

域。 ”马克思举例说：“例如，棉织品按比例来说生产过多了，虽然在这个棉织品总产品中只体现了一

定条件下为生产这个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特殊部门消耗的社会劳动已

经过多；就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已经没有用处。 因此，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
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 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

样一种产品上。”② 这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下，某一产业的产能完全有可能过剩。《资本论》第二卷中，
在谈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时，马克思强调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不仅在价值量上要相等，在结构上

也要匹配，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如何解决这种过剩的产能呢？ 又如何使各种产业保持合适的比例呢？ 马克思认为有两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 125、12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 716、7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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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途径：一是淘汰，二是创新。
淘汰落后产能对于经济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破产、兼并、重

组，甚至包括危机，强制性的淘汰都是解决过剩产能的有效机制。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在讲到固

定资本更新的时候， 马克思写道：“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迫使企业设

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 ”① 危机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是对经

济快速发展时形成的不协调强制性地修正。 面对危机千万不能反应过度，要给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留

下足够的时间。
充分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流动也可以在利润平均化的过程中消除某一方面的过剩产能。 马克思

写道：“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 但是资本

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 通过这种不断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

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部

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 ”② 他还强调，“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

件下进行得更快：①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

门和另一个地点；②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

一个生产地点。 ”③ 在商品流动中、在自由进入中、在利润平均化中消除产能过剩的作用是显而易见

的。 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曾经指出，“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婪无耻，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

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绝不会永久继续存在的。 ”④

调整结构的另一个途径是创新，在创新过程中提升产业结构，淘汰落后。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或

者说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创新是内在的、 微观层面的自觉行动， 这首先来自他们追求利润的内在冲

动，其次来自于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 在给定社会所需要的某种行业产品的总数的情况下，在价值

规律的作用下，它们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产品。 更多的获利则在于其个别劳动时间和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额。 为了降低个别劳动时间，必须创新，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
竞争的压力使其必须努力获得超额回报。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

马克思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真谛在

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个过程首先表现为个别资本家率先创新，打破已有的均衡，获得超额的社会

回报。 在其示范作用下，其他资本家纷纷跟进，利润随之被平均化，社会的技术、经济上升到一个新

的层面，诞生了一批新的产业和新的企业。 如此不断反复，不断上升到新的层面，涌现出一批又一批

的产业，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三次工业革命，以及熊彼

特笔下的创新引领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就是这样发生的。 资本家的目的在于超额剩余价值，而不

是相对剩余价值、平均的剩余价值，相对的、平均的剩余价值是瞬息间出现的，竞争使得率先创新者

能获得超额的回报并且立于不败之地。
创新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如果没有变革，没有社会条件的创新，技术层面的创新是不

可能发生的。 马克思写道：“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

提高劳动生产力……”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 190、19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 218、21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 716、717 页。

④ [法]让·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 145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 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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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处在调结构的关键时刻，调结构的实质是吐故纳新。 对于调结构，马克思的论述启

示我们：
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会发生过剩。 然而，这种过剩不仅没有酿成大的问题，反而成为创

新、调结构的契机和杠杆。 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体制、机制，即竞争、兼并、破产、重组，以及

危机阶段的强制修正起了作用。 我们一定要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要接受计划经济

的教训，绝不可越俎代庖地指示产业发展的方向，如果政府能够调整成功、并且高效，计划经济体制

就不会被历史淘汰。市场经济条件下确实应当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市场经济下好的政府作用

和计划经济下好的政府作用是不一样的，衡量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思考

市场经济的问题。 计划经济下政府事无巨细，样样都管；而市场经济下政府发挥的作用就是创造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 如果市场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就没有

更好地发挥作用。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离开了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人

们将不知道产业调整的方向，人们甚至不知道哪些产能是过剩的。 产业结构调整是知识累积、能力

累积和制度累积的。
第二，创新同调结构是同等意义的概念。 没有创新就没有结构提升。 在创新问题上我们也必须

把思维方式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要明白创新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其核心是知识产权。 道

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写道：“付给数学家报酬和提供奖金是刺激努力出成果的人为

的办法。 而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经常

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得而拿私人财产冒险。”① 奖励和补贴的人为标准具

有弹性，寻租空间大，组织实施成本也很大。 当然，制度安排除了知识产权之外，社会还要最大限度

地抑制“官本位”，既褒奖成功，又包容失败。
市场经济下创新的另一个特点是大众的广泛参与， 大众的广泛参与不仅可以形成积极向上的

创新氛围，而且可以促进信息共享，创意纷涌。 埃德纳·菲尔普斯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

国家繁荣》一书中指出，大众创新的特点是缺乏协调，或者说缺乏规划。 正是因为缺乏协调，才使创

新具有了多样性。 多样性使各类、各层次的创新充分萌发。 他说，“如果让国王一个人挑选值得投资

的项目，那只能造就色调单一的国家。 ”② 创新不是规划出来的，规划要求一致性，往往会抹杀创新

所需要的多样性和异想天开；规划是以一个时间点的知识和信息预测未来，但知识和信息却是瞬息

万变的，规划往往远离市场一线，感觉“迟钝”。 但这并非完全否定规划，实际上宏观层面的规划在创

新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当区分层次，充分发挥规划在战略层面、基础层面对创新的重

要作用。 在市场层面、微观层面，规划则应富有弹性，宜粗不宜细。 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艰苦探索的过

程，我们一定要有战略定力。

四、 过度金融化、过度虚拟化以及不适当的刺激不利于经济发展

马克思研究了货币，以及货币的演化及虚拟资本。 马克思认为货币也是商品。 最适合充当货币

材料的是金银。 货币的基本功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马克思指出，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不是

任意的，而是和待实现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例关系，和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例关系。 马克思研究

了纸币，认为纸币本身并没有价值，只不过是贵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 纸币的流通量限于它所代替

① [美]道格拉斯·诺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② [美]埃德蒙·菲尔普斯. 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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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属货币量，超过这一限制，纸币就会泛滥起来。 马克思写道：“只要这些纸票确实是代替同名的

金额来流通，它们的运动就只反映货币流通本身的规律。 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

表这种关系中产生。 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性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

通的数量……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纸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的饱和程度， 明天纸币就

会因商品流通发生变动而泛滥开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 ”① 当纸币的发行量的限度被突破的时候，
那就是通货膨胀，就是灾难。

市场经济离不开信用。 信用要有合理的边界。 有了纸币就可以有银行券，并最终借助信用膨胀

流动中的信用货币，加剧纸币泛滥。马克思以一张 500 镑的银行券为例，生动地描述了这个过程。“A
今天在兑付汇票时把这张银行券交给 B；B 在同一天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 这个银行家在同一

天用它来为 C 的汇票贴现；C 把它支付给他的银行，这个银行再把它贷给汇票经纪人等等。 ”② 在这

无数的既存又贷的链条中，一个支付行为是以另一个支付行为确实无疑的完成为前提的，只要其中

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支付行为就会中断，就会发生经济危机。 链条愈长，愈容易发生危机，如

美国次贷危机。
信用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尽可能地把一切都金融化，于是产生了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一旦作为相

对独立的形态就有了相对独立的运行。 马克思指出：“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

价值额的涨落，和它所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
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 ”③ 马克思观察到，作为虚拟资本的运行并非像实体经济那样清晰

和明白，而是带有赌博的性质。 他说：“由这种所有权证书价格的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

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 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

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 ”④ 马克思的论述告诉我们：
第一，货币就是货币，不应当成为我们任意把玩的调控经济的手段。 把货币作为调控手段的货

币只能是纸币，金属货币的数量是给定的，不是中央银行制造的，且有退出流通贮藏起来的贮藏功

能，因而不可能成为任意发行的调控手段。 中央银行把纸币的发行量作为调控手段，通常倾向于降

息使货币便宜，这就像马克思举例所言，如果肉便宜就会助长人们吃肉，啤酒便宜就会助长人们喝

酒，货币便宜，就会助长人们滥用资本，上一些本不该上的项目。 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是当前低层

次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滥发货币的政策极大地损害了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退休人员的利益，人

们为了保值而买房地产、买理财产品，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焦躁的状态。 如果非要把货币作为调控

的手段，从供给侧的角度讲，倒是加息，使老百姓手里的钱更值钱，更有利于转变为消费拉动经济

发展的模式。
把货币作为调控手段最大的弊端是币值不稳定。 纸币是靠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支撑的，一旦

币值不稳定，价格扭曲，就会加剧经济的震荡。 弗里德曼指出，“假如要把经济活动动荡的规模及频

繁程度减少到最低限度，那就必须首先使社会具有可靠的货币本位。 要使就业不受动荡的影响，首

先要通过健全地管理货币发行结构来保护经济不受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影响， 而不能通过全面

控制需求来有意识地纠正这种波动。 ”⑤ 弗里德曼主张单一规则，即为了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政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 14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 59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 540-54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 541 页。

⑤ [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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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可能地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政府要采取的唯一政策就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紧盯

GDP 的增长速度，因为 GDP 的实现必须以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
第二，纸币借助货币发展成金融，金融产业以及过度金融化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

一是与实体经济争资源。货币作为一个交易的媒介，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旦发展成一个独

立的产业，就有了自己独特的利益的追求。 于是，就千方百计地衍化自己，让普通老百姓雾里看

花。 金融产业的高回报，对实体经济无异于釜底抽薪，在抑制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抑制一国经济

的稳定发展。 二是把一切尽可能地金融化。 在当代中国，房地产业已经“变异”，不是一个消费品，
而是一个投资品；不是一般的投资品，而是一种金融产品。 通常越是经济不景气，房地产市场越是

红火，因为投资领域稀缺。 中国房地产充斥着泡沫，诚如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一样。
阿尔文·托夫勒在 1990 年出版的《力量的转移》中指出，“更糟糕的是像每个日本人都知道的那样，
日本经济是由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抬上去的，这个泡沫只要用针头轻轻地一戳就会破裂，那时，
它的冲击就将冲向已经不稳定的东京证券交易所，并且立即波及到华尔街、苏黎世和伦敦。 ”① 三

是过度金融化和虚拟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如同马克思所讲的“铁路大王”的赌博，会助长一夜暴富

的投机心理。

① [美]阿尔文·托夫勒. 力量的转移———临近 21 世纪的知识、财富和暴力[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Marx’s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of Re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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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ackles and researches the Marx’s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and comments on the statu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irst one
is a Marx’s view of development. Marx had believed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or free and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man. From the existing practice， if this objective is deviated， the development is for development，
and therefore it is unsustainable. The second one is that Marx had believed that it is production side and real
economy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al economy is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Industry development has its inherent law， and pulling to develop the service sector in some areas will
lead to industry hollowing. This is lesson of som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caught in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e
third one is that Marx had used socially necessary labor time Ⅱ and two major categories of reproduction of the
social capital as a junction to research excess capacity，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blems. In a market economy， the
way of structural readjustment is through such market mechanisms as competition， mergers，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mandatory amendments in the descending stage of economic cycle. The fourth one is that Marx had
discussed the nature of currency，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process from metal to paper money， and then virtual
capital. According to Marx’s logic， money is the means of exchange， not as a means of regul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finance，excessive virtualization and inappropriate stimulation are not conducive to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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