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崇台教授
, 1 9 20 年 6 月出生 于四 )1嘀 成都市

。
1 9 38 年高中

毕业时
,

因成绩优异获得
“

林森奖学金
” ,

特准免试保送到西北工学

院学习
。
后 来

,

他 由于治 学兴趣的转移
,

于 1 93 9年考入式汉天学

经济系
。

1 9 4 3年毕业后
,

考取 了出国留学
。

翌年辗转到达美国哈

佛大学经济系
,

攻读学位 ` 1 9 4 6年年底
,

在通过 了由里 昂惕夫
、

哈伯勒等著名教授主持的学位答辫
,

并获得硕士学位之后
,

出于

经济上 的原因
,

他不得放弃进一步攻磷博士学位的计划
,

在华盛

顿的远 东委员会谋到一个从事 日本经济与战后赔偿 问题 的研 究职

位
。

1 9 47 年年底
,

他王同事和上 司一再劝 队与挽留于不顾
,

放弃 了高薪位置
,

毅 然 登 程 回

国
,

在式汉大学受跨为经济系副教授
,

他参加 了地下党领导的
“

新 民主主义教育
.

协会
”

和所组

织的革命活动
。

19 能年他加入中国共产 党
。

五十牟代中
,

他除 了担任较重的教学任 务外
,

先

后 兼任校务委 负会副秘书长
,

校长办公室主任和经济 系副主任等职
` 八十年代中

,

他 又先后

` 担任 了校内各种职务
,

如经济系副系主任
、

经济系系务委 员会主任
、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

现任校

务委 员会委 员
、

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和武大 出版社副总编样
。

他还担任许 多社会工作
,

他琉在

是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 员会 中 方 委 员
、

中国社会主 义经济研讨会领导小组成 员
,

中华外

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兼湖北省 分会会长
、

中国人 口 学会理事兼湖北省分会副理事长
、

湖拓

省爪代领导朴学研究会会长
。

当代西方 经济学说涉及到许多流派和思潮
,

谭常台教授 自早年始就潜心 钻研
,

锲而不舍
,

.

提 出 T一些有益的 独立 见解
。

近年来
,

他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

提 出应 当努 力探索以马

克忍主义 为指导
、

吸收 国外经济学说的有益成分和社会主义经济发辰理论
。

他提 出 了以下的

一些看法
:

兴起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广文和狭义之分
,

其 涉 及 的 经 济 发

来 和 经 济 增 长 这 两 个 概 念 既 有 联 系 又 有 区 别
:
应 该 认 清 这 一 理 论 基 本 体 系 的 庸 俗 性 质 的 同 时

,

也 要 看 到 它 在 一 些 具 体 问 题 上 的 探 讨 中

,

具 有 许 多 可 供 借 鉴 钓 合 理 因 素
,
西 方 发 展 经 济 理 论

的 基 本 内 容 可 归 纳 为
:

( 1) 投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
,

其 中 又 含 有 人
p 对 经 济 增 长 私 发 展 的 影

响
,

人 力 资 源 的 开 发

,

资 源 的 积 累 与 储 蓄 的 重 要 性

,

技 术 进 步 的 作 用 等

,
(2) 投入要素的配

合
、

竟 争 和 替 代

,
( 3) 投入要素的相互约束

,
( 4) 资源的配置及人 口与资金的流动

,
(5) 部

门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相互作用
,

( 6) 时外贫易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作用
,

( 7) 调动国内储

蓄和利用国外资源的关系
,

( 8) 教育卫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 仑 ) 对经济增 长与发展过 在的

墓 本看 法等
;

当 代 西 方 发 展 经 济 学 中 有 一 些 理 论 应 该 受 到 重 视
,

知 开 发 人
力

资 源

、

采 用 适 宜

技 术

、

进
口
替 代 与 出
口
鼓 励 的 关 系

、

两 缺
口
模 式

、

发 展 极 子

,
应 努 力 发 握 马 充 忍 主 义 经 典 著 作

中 关 于 经 济 发 展 和 增 长 的 宝 贵 遗 产
,

批 判 地 继 承 西 方 发 展 经 济 学 的 合 理 成 份

,

井 分 析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经 济 运 行 现 状

,

从
而 建 立 起 中 国 特 色 的 发 展 经 济 学

。
1 9 8 3年 武 汉 大 学 出版 社 出版 了他



_

余 字 专
著

的
《 当 代 西 方 经 济 学 说 》

。
1 9 8 5年 10 月 人 民 出 版 社 又 出 版

了作 为 《 现 代 外 国 经 济 学 知 识 丛 书 》之 一 的 《 发 展 经 济 学 》
。

目 前

,

他 主 持 的 国 家

“

七 五

”

科 研 项

日 发 展 经 济 学 研 完
已 取 得 一 定 的 进 居

。

近 年 来

,

谭 崇 台 教 授 逐 渐 形 成 一 个 想 法

:

从 经 济 增 长 理 论 和 经 济 发 展 思 想 出 发
,

重 修 外

国 经 济 学 说 史

。

他 在 发 表 于
《 经 济 研 完 》上 的 一 篇 文 章 中 指 出

,

长 期
以

来

,

流 行 我 国 的 外 国 经

济 学 说 史 教 材 一 般 是
以

价 值 论 和 分 配 论 作 为 贯 穿 始 终 的 主 线

。

这 样 做 是 正 确 的

。

第 一

、

价 值

理 论 在 经 济 学 说 体 系 中 处 于 一 种 关 健 性
的 地 位

,
第 二
、

马 克 忍 研 究 资 产 阶 级 学 说

,

就 是
以

价

值 及 剩 余 价 值 理 论 为 一 条 贯 彻 始 终 的 脉 络

。

以 马 克 忍 的
《 剩 余 价 值 理 论 》 为 模 式 写 出 经 济 学 说

史
,

可 以
使 人 们 看

出 马 克 忍 经 济 学 和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的 分 野

,

可 以 使 人 们 认 识 马 克 思 怎 样 以

批 判 的 武 器 揭 示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的 局 限 性 和 庸 俗 性

,

从 而 建 立 起 马 克 忍 自 己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体

系 的

。

但 是

,

为 了 不 损 历 史 人 物 的 全 貌

,

写 出 更 完 整 的 经 济 学 说 史

,

就 应 当 注 意 研 究 经 济 学

家 涉 及 经 济 增 长 和 经 济 发 展 问 题 的 思 想

。

这 样 做

,

既 有 利 于 较 全 面 地 认 识 和 了
解 包 括 马 克 思

在 内 的 既 往 经 济 学 家 的 思 想

,
又 有 利 于 更 深 刻 地 认 识 资 产 阶 级 庸 俗 经 济 学 家 的 庸 俗 本 质

,

还

有 利 于 更 好 地 追 溯 当 代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发 展 理 论 产 生 的 渊 源

。

特 别 是 我 们 工 作 重 点 已 转 移 到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之 后
,

就 应 当 相 应 地 把 自 己 的 研 究 重 心 放 在 如 何 发
展 社 会 生 产 力

、

增 加 国

民 财 富 和 推
动 经 济 进 步 之 上

,

我 们 在 研 究 外 国 经 济 学 家 的 思 想 时

,

更 应 当 特 别 注 意 其 中 涉 及

经 济 增 长 和 经 济 发 展 问 题 的 思 想 以 及 分 析 问
题 的 方 法

。 1 9 84 年
,

他 在 华 东 地 区 外 国 经 济 学 说

研 究 会 上 阐 述 了 上 述 思 想

。

这 一 想 法 随 后 在 中 华 外 国 经 济 思 想 研 究 会 召 开 的 教 学
经
验
交 流 会

上 也 得
至 .1不 少 同志 的赞 同

,

并 引 起 上 海

、

安 徽 等 地 一 些 高 校

、

科 研 及 出 版 单 位 的 重 视

。

谭 崇 台 教 授
钻 研 的 领 域 很 宽 广

,

五 十 年 代 上 半 期 已 是 他 多 产 的 时 期

,
发 展 了 许 多 有 关 政

治 经 济 学 理 论 及 现 行 经 济 政 策 的 文 章

。

19 52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 了《 苏 联 的 商 业 》
,

该 书 被

某 些 大 学 的 货 易 系

、

科 列 为 必 读 参 考 书
目

。

他 至 今 引
以
为 憾 的 一 件 事 情 是

, 1 9 5 7年 交 由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列 宁 论 帝 国 主 义 》 一 书
,

因 当 时 处 境
的 突 然 变 化 未 能 正 式 出 版

,

该 书 的 原

稿 和 清 样 经 过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浩 劫 已 荡 然 无 存

。

他 很 重 视 人
口
理 论 的 发 展 和 武 大 人

口
研 究 所 的 建 设

。

前 几 年 他 作 为 人
口
研 究 室 主 任

,

为

争 取 联 合 国 人
口

基 金 的 援 助

,

并 推 动 该 室 人
口

研 究 工 作

、

为 充 实 研 完 人 员

、

提 高 研 究 人 员 的

素 质

、

配 备 干 部 等 等 方
面

,

作 了
很 大 的 努 力

,

使 研 究 室 发 展 为 研 究 所

。

他 主 编 的 全 国 六 五 计

划 重 点 科 研 项 目
: 《 中 国 人 口

:

湖 湘
》 分 册 已 竣 稿
。

1 9 8 5年 2 月
,

他 出
席 人

口
与 发 展 国 际 会 议

,

并 作 了 题 为
《 经 济 发 展 与 人 口 控 制 》 的 学 术 报 告

。

谭 崇 台 教 授 在 武 汉 大 学 这 块
园 地 上

,
已

辛 勤 耕 耘 T 三 十八 载春秋
。

他 的 弟 子 中 有 七 十 余

人
己 获 高 级 学 术 职 称

,

其 中 有 的 已 是 知 名 的 学 者 和 专 家

。

他 很 重 视 课 堂 讲 授

,

他 的 讲 课 质 量

之 高 和 效 果 之 好 在 学 生 中 间 是 有
口

皆 碑 的

。

他 还 多 次 应 邀 外 出 讲 学

。
1 9 8 1年 再 度 访 美 时

,

应

邀 在 斯 坦 福 大 学

、

加 利 福 尼 亚 ( 伯克 莱 ) 大学和 内华达 大学等校上 课和作 学术报 告
,

受 到 了

欢 迎

。

目 前 谭 崇 台 教 授 除
T 承担 较重 的社会工作

,

以 及 指 导 硕 士 研 究 生 和 招 收 博 士 研 究 生 之 外

,

正 孜 孜 不 倦 地 致 力 于 关 于 发 展 经 济 学 这 一 国 家 重 点 科 研 项 目 的 研 究 和 著 述 工 作

。

(樱 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