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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评 凯 里 调 和 经 济

利 益 的 理 论 体 系

颜 鹏 飞

凯里 ( 1 739一 1 8 79年) 是十九世纪中叶早期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
,

其主要代表作是 《社会

科学原理 ))( 写于 18 5 7至 1 8 6 0年间 )
。

当时是经济利益调和论甚嚣尘上的历史时期
。

资产阶级放

其出笼的历史背景是
,

阶级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威胁的形态
,

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广泛传播
。

这股反动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凯里外
,

还有英国的西尼耳
、

法国的巴师夏
。

他们攻击古典

学派
,

其口的在于摧毁从李嘉图理论中寻找理论前提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

马克思专门评价

了凯里本人及其学派的理论特征
,

即他们
“

只是想用各种博爱的
一

同句来人为地加快美国 工 业

资产阶级的英国式的发展
。 ”
①本文力图辩证地全面地评述凯里的经济利益调和论

,

以及凯里

在经济学说史上 的地位
,

以期引起争鸣
。

一
、

凯里的价值论

凯里的价值论是经济利益调和论的基础
。

他给价值下的定义是
: “

价值是我们为了获补实

现我们的 目的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而必须克服的反作用的尺度
,

即人 对 自然 的 支 配 的 尺

度
。 ”

②他又说
, “

价值只不过是我们对于这种反作用的评价
”

③还说
, “

价值概念与比较概 念 不

可分割地联系着
。 ”

④ 可见
,

凯里讲的价值就是人类征服 自然的能力以及人们对它 的 主 观 评

价
,

从而否认价值所反映的客观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

因此
,

他从来不去考察价值

的社会规定性和起源
。

这与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关
。

凯里总是把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的孤

立的个人
,

如鲁滨逊一类虚构的人物当作考察问题的出发点
。

马克思说
: “

十八世纪的人们有

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
,

如果不是巴斯夏
、

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

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
,

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
。

蒲鲁东等人 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

的办法
,

来对 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
。 ”

⑤

凯里从反映人和 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出发
,

得出了生产要素从而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结论
。

不过
,

与萨伊理论不同的地方是
,

他认为商品价值决定于再生产费用
。

这种再生产费用包括

工资和利润
。

在他看来
,

随着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
,

资本的价值在再生产费用中占有的份额 日

趋缩小
,

而劳动的价值日益增大
。

他举了鲁滨逊用 弓射鸟的例子
,

鲁滨逊原有工具的价位随

着再生产它们所花费的代价减少而一步步地减少
。

起初
,

他费很大的力气才得到他 自己的弓

上所用的弦 , 而现在
,

正是这个弓
,

使它有可能杀死为他提供弓弦的鸟和兔
,

这样一来弓本身

便成为它自己价值减少的原因
。

其余一切东西也发生同样的变化
,

而 同时
,

人创造的价值却

在不断地提高
。

凯里指出
: “

一切生产方法上的改 良都有一种趋势
,

要增加劳动的能力和减少



再生产同样东西所必需的费用量
。

……而每一个这样的变化都只是新的和较大的变化的准备
,

结果是现有的商品或已经积累起来的机器的劳动价值
。

有日益减少的趋势
。 ”
⑥

二
、

凯里的分配论

凯里的分配论是建立在他的再生产费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
。

由于再生产费用是工资和利

润的总和
,

利润是资本创造的收入
,

工资是劳动创造的收入
,

因此
,

在凯里看来
,

随着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
,

资本价值的下降和劳动价值的上升
,

实际上就是利润的降低和工资的提高
。

这样
,

凯里就制造出所谓的分配规律
:

工人在社会产品中所得的份额
,

在相对比例和绝对数

量上都得到增加
,

资本家所得份额在绝对量上增加
,

但相对量减少
。

凯里还杜撰了一些数字

加以论证
。

他最终的结论是
: “

这就是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伟大规律
。

这个规律可以说是一切

科学书籍中所记载的最美妙的规律
,

因为由它而建立了人类各阶级之间一个真实利益的完满

的调和
。 ”

⑦

凯里的分配理论不仅论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经济利益的和谐一致
,

而且通过地租理论来

论证地主
、

资本家及农业工人利益的一致性
。

凯里认为地主的土地是资本
,

地租则是对地主

及 其祖先过去投放于出租土地上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
,

因而是利润的一种形式
。

凯里以此证

明地主和资本家收入的质的同一性
。

他还给地租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
,

即
“

以地租的形式取得

的金额是所花费劳动的价值的利息
,

扣除 (付租土地的)生产力和较新的土地的生产力之间的

差额
,

而后一种生产力是在使用和投入与已耕种土地同等数量的劳动 的情 况 下 才能 达 到

的
。 ” ⑧这个定义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

。

然而
,

他从再生产费用价值论出发
,

认为地主的资

本即土地的价值
,

随着生产率的发展而下降
。

因此地主的分配额即地租的绝对量增加而相对

量却减少
,

农业工人分配额的绝对量和相对量 同时增加
。

他的结论是
,

地主和农业工人的关

系不是对立的
,

因为他们都从支配 自然界能力的增长中得到好处
。

凯里竭力攻击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

因为后者揭示了地租与利润
、

工资之间的不和谐和相

互对立的关系
。

他说
: “

李嘉图的理论是普遍仇恨的理论… …整个体系具有挑动阶级之间和民

族之间的仇恨的倾向… …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
,

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

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
。 ”

⑨凯里在什么是地租这个问题上
,

实际上是与李嘉图相一致的
,

争论

仅仅在于地租是怎样产生或由于什么产生的
。

凯里并不同意李嘉图关于地主地租随着农业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的结论
,

进而认定李嘉图的这个结论是以下述错误的假 定 为 基 础
:

即地租的产生及地租量的变化
,

与人们先种优等地后种劣种地的耕种顺序有关
。

凯里认真地

考察了北美土地耕作的实际状况
,

提出关于先劣等地后优等地的耕作顺序的独立见解
。

凯里

对于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批判是片面的
,

混乱的
,

马克思指出
: “

凯里的唯一功绩是
,

他同样片

面地主张从较坏的土地向较好的土地转移
,

李嘉图则与此相反
,

而实际上肥沃程度不同的各

种土地是同时被耕种的… …至于说到耕作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
,

有时— 根据各种不同情况

— 是同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
,

有时是一个时期这个方 向占优势
,

一个时期那个方 向 占优

势
。 ”

L

凯里承认保存奴隶制的必要性
。

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与对奴隶制的辩护交织在一起的

状况
,

是 当时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

它是美国经济发展状况— 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和奴隶主经济同步发展— 的理论反映
。

凯里还进一步证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

利益是和谐一致的
。

他在《工资率》一书中指出
:

奴隶的状况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会日趋改善
。



这无疑是一种虚假的许诺和安慰
。

三
、

凯里的人 口论

凯里的人 口理论是经济利益调和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他认为人类经济的发展和各阶级利

益的和谐
,

不会被人 口过快的增加所破坏
,

因此他是马尔萨斯的人 口规律 强硬的反对者
。

他

说
: “

马尔萨斯学说力图将责任从强者和富者身上推到穷人身上
,

即推到弱者和没有文化的人

的身上
。 ”

@ 在他看来
,

上帝赋予的自然法则会克服人口增加超过食物供给 的趋 势
。

他承 认

人 口增长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
,

但是
,

他同时认为
,

人类控制土地及自然界的能 力也 大 大

增强了
,

体力劳动逐渐因机器的使用而减少
,

人们的食物消费量也相应减 少 , 食 品 结 构的

变化 (以植物界及矿物界的产物来取代动物性食品的趋向增加 )开放了食品供给 的 新 来 源 ,

文明 (包括文化
、

道德 )及其赖以产生的人类神经系统的发展
,

促使生殖力下 降
,

即 生 殖 力

与文化水平及智力的发展成反比
,

这样人类的食物需求呈下降趋势
。

凯里 因此得 出 的结 论

是
:

人口增加所造成的食物需求不会对食品的供给造成压力
。

他说
: “

文化发展到自然 力 替

代人力之时
,

芸芸众生的生命必不受艰苦劳作的折磨— 结果体力减弱而降 低 生 殖 力
,

或

精力从体力移注于脑力而减低了生育的比率
。

无论状况如何变化
,

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

可是
,

我们所趋向的变化是属于后者
。

我们的社会状况的改良
,

系起因于扩充智 力 活 动 及

刺激神经系统的改进
。

社会愈趋向自然 的形式
,

脑力与体力在生产维持生命的 物 品 之 中
,

愈相调合一这些调合在恰好的比例上使生殖力下降
,

而使维持人生之力增加
。

情况既是这样
,

我们现在有一个自动调节的定律
,

在说明过去的事实时
,

预示将来的情形
,

而使我们能够有

远见卓识
,

节节前进
,

以达到最后的目标
。

这些 目标的利益与我们对于创造这些 定律 的 至

灵
、

至正
、

至善的上帝的观念
,

完全和谐
。 ”

@ 无疑
,

凯里是从上帝制定的和谐规律 出发
,

以其

错误的人口理论来反对错误的马尔萨斯的人 口理论的
。

凯里竭力反对以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
。

他甚至说
: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社会科学是
“

以算术为基础的
、

绝望的
,

毁灭一切的科学
。 ”

L这种 攻 击

是出于维护其经济利益调和论的需要
,

同时也表明
,

他对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封建生产方式而

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美国资产阶级制度充满了信心
。

这个制度 目前暂时的特征是
,

它的

生产力正以空前规模自由发展
、

阶级对立还未公开化
。

马克思对凯里理论的本质以及凯里学

派同英国经济学家的这场论战
,

作了中肯的评价
。

他说
: “

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还很不成

熟
,

没有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显而易见和一 目了然的地步
,

关于这一点
,

北美唯一有影响的经

济学家查
·

亨利
·

凯里 (费拉得尔菲亚人 ) 提供了十分出色的证明
。

他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

级的最典型的代表者和无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
,

认为他的著作是无政府主义者
,

社会主

义者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敌人的军火库
。

他不仅指责李嘉图
,

而且还指责马尔萨斯
、

穆勒
、

托伦斯
、

威克菲尔德
、

麦克库洛赫
、

西尼耳
、

惠特利
、

理
·

琼斯等等
,

一句话
,

指责欧洲的

经济学权威
,

说他们分裂社会和制造内战
,

因为他们证明了
:
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

,

一

定会在它们 中间引起一起必然的
、

不断发展的对立
。

他拼命驳斥他们
,

虽然他不象愚蠢的海

因岑那样把阶级的存在和垄断的存在联系起来
,

但是
,

他想证明
,

经济条件— 地租 (地产 )
、

利润 (资本 ) 和工资 (雇佣劳动 )不是斗争和对立的条件
,

而是联合与和谐 的条件
。

实际上
,

他只

是证明
:

美国
`

不成熟
’

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是
`

正常的关系
’ ” 。

0

凯里的经济利益调和论和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

他们两个是从完全不



同的国情出发
,

但是却产生了同样的意向
:
他们都反对古典经济学以及从中极取思想养料的

空想社会主义
。

稍有不同的是
:

凯里的主要对立面是李嘉图
,

巴师夏的主要对立面是法国社

会主义者 ; 巴斯夏所提供的不过是一堆注重形式逻辑的冗长的矫揉造作的陈词滥调
,

凯里对待

特殊的经济问题如地租
、

信贷等进行了独立的真诚的研究
。

因此
,

马克思在这个 意 义 上 指

出
:

凯里实际上是美国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
,

他的著作所以具有很大的意义
,

是因为他

的著作从材料上说到处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最自由的
、

最广阔的现实为基础的
,

他以抽象的

形式表达了庞大的美国〔经济〕关系
,
而且是在同旧大陆的对比中来表述的

。

四
、

凯里的保护主义思想

凯里在早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自由主义者
,

而在后期却将经济利益调和论同主张保

护关税等政策的保护主义相结合
。

凯里觉察到经济利益调和或和谐的规律在整个世界上表现为不和谐
,

甚至波及到美国自

身
,

他把作为世界市场的统治力量的英国视为普遍和谐的破坏因素
。

凯里认为经济利益的调

和或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城市和乡村
、

工业和农业及各行各业的合作之上的
。

因此
,

他说
:

社会科学是一门
“

研究关于人尽其力而求其最高人格以及发挥其同群协作的最大能力的 法 则

的科学
”

L
。

英国在它本国内瓦解了这种基本和谐
,

进而又通过自由贸易即竞争在世界市场上

到处都破坏了这种基本和谐
。

因此他主张美国只有在本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扶持幼稚的工

商业
,

以此来抵制以及最终摧毁英国大工业的破坏力量
。

凯里在这里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

了经济利益调和论的破产
,

因为最初表现为经济和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最终表现为世界市

场形式上的不和谐
。

从而真实地反映了英美两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
、

矛盾和对立
。

凯里还进一步把经济关系和谐遭致破坏的原因归咎于
“

贸易
” 。

他区分了
“

商业
”

和
“

贸易
”

前者是出于人们迫切需要的联合或协作的必要
,

适合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较近的国内市场
,

后

者则是为他人而执行交换的行为
,

大多适合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较远的国外市场
。

在他看来
,

贸易业越发达
,

关系一国是否强盛的工商业就愈衰弱 , 贸易者获利越丰
,

生产者和消费者就

愈贫弱
。

凯里的实际结论是贸易不是一国财富的重要来源
,

而是破坏和谐的渊蔽
。

凯里的上

述解释实际上是其经济利益调和论的自我否定
。

马克思指出
: “

美国最近十八年的发展给他的

和谐论以沉重打击
,

以致他把他始终坚持的
`

自然
’ `

和谐
’

遭到歪曲的原因
,

不是看作由于国

家的外部影响
,

而是看作由于贸易 ! 结果是令人吃惊的
;
交换价值被当作和谐生产的基础来

加以赞美
,

然后又说它被发达的交换形式即贸易依照交换价值的内在规律而消灭了 ! 凯里正

是用这种绝望的形式说出以下这个迟延的判断
: 和谐的交换价值的发展就是不和谐

。 ”
L

凯里力图将保护关税政策与经济利益调和论相结合
,

也就是把国家当成经济和谐的守护

神和最后的避难所
。

他列举了美国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保护关税的措施和益处
,

如设立国内市

场
,

以促进距离较近的生产者及消费者之间的联合
,

并且能减少运愉成本以及缩小交换的组

织
, 限制一国原料尤其是农产品出口

,

否则就会象爱尔兰那样
,

出现土地肥力枯竭
,

人口输

出
,

国家衰弱的恶果 , 不仅仅在制造业
,

而且在采掘业
、

农业等部门
,

也应广泛推行高额关

税政策
,

否则会引起工业的集中化
,

从而导致大资本的专制
,

等等
。

凯里的保护关税思想与

长期居住在美国的李斯特的影响分不开
,

所不同的是
,

李斯特把保护关税视为扶植民族工业

的权宜之计
,

而凯里则认为这是一项长久之策
。

凯里的保护主义是对经济利益调和论的修补
,

这一思想迎合了美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在与英国竞争的不利条件下
,

力图发展民族资本的愿望



和要求
。

五
、

凯里及其学派在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

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德国一样
,

没有经历过古典的发展阶段
。

它从一开始基本上以输

入英法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为主百并力图把它和美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

凯里 以前
,

出现过

本吉明
·

富兰克林 ( 1 7 0 6一 1 7 9。年 )
、

亚历山大
·

哈米尔登 ( 1 757 一 1 8 0 4年 )
、

丹尼尔
·

雷孟德
( 1 7 8 6一 1 8 4 7年 )等人

,

而凯里
,

则是建立较有影响较完整的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

第一个人
。

以他为代表所组成的凯里学派形成了早期的美国学派
,

因而凯里在美国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史上 占有一定的地位
。

富兰克林是美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最早代表之一
,

并且是十八世纪独立运动时期杰出

的政治家
、

物理学家
。

他在《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 ( 1 72 9年 ) 中指出
: “

银的价值可以和其

他一切东西的价值一样完美地用劳动来衡量
。 ”

0 又说
: “

既然贸易整个说来不过是劳动 对 劳

动的交换
,

所以一切东西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
。 ”

Q 富兰克林可以说是在美国
“

第一

次有意识地
、

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分析
”

的经济学家
。

L但是
,

富兰克

林在这里讲的劳动并非社会必要劳动
,

而是指具体劳动
。

他只是出于一定的实际需要而探讨了

政治经济学的个别问题
,

因此富兰克林的著作
,

对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未产生重大的影响
。

哈米尔登对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

这位美国独立运动时期的反

动玖治家在 1 7 9 1年所作的报告《工业的奖励和保护》中
,

提出了工业保护制度的纲领
。

他反对

重农主义
,

提倡大力发展工业生产
,

其主要措施是
: (一 ) 扩大分工

、

(二 ) 推广机器的使

用
、

(三 ) 招收女工
、

童工及其他
、

(四 ) 鼓励移民
、

(五 ) 人尽其才
、

(六 ) 取消对企业的限

制
、

(七 ) 为土地剩余产品寻找出路等等
。

雷孟德是第一位企图建立富兰克林和哈米尔登都没有建立的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

系的人
。

这位经济学家兼律师写的《政治经济学要义》 ( 1 8 23 年 )
,

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本正式探

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

他极力反对古典学派的世界主义
、

经济自由主义
、

以及马尔萨斯的人

门论
,

提倡保护主义
,

他尽力讴歌美国经济的发展
。

在他看来
,

美国经济具有特殊性
,

因而

是研究和实践政怡经济学规律的最好场所
。

这一论点为后来的许多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

采纳
。

埃弗雷特 (人
·

H
o

E ,
r时 t , 1 7 92 一 1 8 4 7年 )

,

著有《人口新论刀
,

他视人 口为一 国 富足 之

源
,

并且提倡保护关税政策
。

菲利普斯 (W
·

P hi n i sP
, 1 7 8 4一 1 8 7 3年 )著有《政治经济学纲要 》

( 1 8 2 8年 ) 和《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 ( 1 8 5。年 )
,

其经济思想与埃弗雷特大体相似
。

凯里吸收了他以前的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某些经济思想
,

如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
,

反

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 提倡保护关税政策
,

.

注重研究美国现实经济情况
,

用 以促进资本主义

经济的发展 , 既讴歌资本主义制度
,

也为奴隶主经济辩护
,

等等
。

凯里在这样的基础上
,

构

筑了他的经济利益调和的理论体系
,

并与他的拥护者组成了早期的美国学派即凯里学派
。

其

中有史密斯 (P
·

S m it 的
,

著有《政治经济学概要》 ( 1 8 5 3年 ) , 鲍恩 (F
·

B o w e
)n

,

著有《美国政治

经济学 》 ( 1 5 7 0年 ) ,
鲁道夫 ( C

·

N o r dh o f f )
,

著有《少年美国的政治学 》 , 格里利 ( H
·

G r e e l e y )
,

著有《政治经济学发凡
、

论述保护国内工业政策是有助于 劳工的全国协作制度》 ( 1 8 7 0年 ) , 柯

尔违尔 ( S
·

C ol w el l)
,

著有 《美国贸易与工业 生 产 的关 系 》 ( 1 8 5 0年 )
, 《商业财政 》 ( 1 8 5 8年 )

和 《劳工与贸易》 ( 1 8 6 1年 ) ;
老威廉 (W

·

E lder )
,

著 有《政 治经济学会话》 ( 18 82 年 ) , 汤普 森



( R
·

E
·

Th
o mPs o

) n著有《社会科学与国民经济学 》 ( 18 7 5年)
, 《政治经济学要义》 ( 1 8 82 年 ) 和《国

内工业保护论 ))( 1 8 8 6年 )
,

等
。

注释
:

① 马克思
: 《关于凯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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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层次的诸因素中
,

政治因素在我国是改变农民生育意愿的强大力量
,

国家的领导
、

宣传教育及在生育上的决策
,

是抑制农民的多生生育意愿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 的重大原

因
,

今后还要继续发挥政治干预的作用
。

经济因素在 目前农村生产力有所发展
,

农民的经济

生活稍为宽裕的条件下
,

尚是一个刺激农民多育的因素
,

还不足以促使农民从多育转向只生

一个孩子
,

从刺激转为抑制
,

经济是最终转变农民生育意愿的物质基础
,

目前应大力发展农

村经济
,

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

要用其他一切手段限制目前农村经济刺激农民想多生的

一面
,

又要充分发挥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促使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作用
。

文化因素是影响

农民生育意愿的强大因素
,

目前农村还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情况下
,

不

容易使农民的生育意愿转向少育
,

应当加速推行对农 民子女的义务教育
,

提高青少年一代的

文化水平
,

防止农民出于家庭经济的需要放松子女的文化教育
,

产生新一代的文盲半文盲
,

文化水平对于转变农民的生育意愿
,

降低生育率的作用
,

是众所周知的
。

社会因素包括范围

很广很复杂
,

比如婚姻家庭方式
、

社会风俗习惯
,

宗教迷信
,

伦理道德
、

民族心理等
,

这些

方面多半受旧社会遗留下来旧思想
、

旧习俗
、

归道德的影响
,

而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思想
、

新

习俗
、

新道德
、

新的婚姻方式
、

新的精神文明还未完全树立
,

在这新旧社会因素的矛盾中
,

农村的生育意愿还不能摆脱 旧社会的种种思想束缚
,

农村的多子多福
、

养儿防老
、

传宗接代
,

人多势大多半成为人们追求多育的行为规范
,

像这些社会因素在近期内仍有刺激 多 育 的 趋

势
,

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

开展计划生育宣传
,

解决农民养老等后顾之优
,

是转变农民

生育意愿的重要条件
。

在第三层次的中间变量诸因素中
,

由于各个因素的明显抑制作用
,

使农民多生育的意愿

不能如愿以偿
,

对于我国的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

今后要进一步推行晚婚

晚育政策
,

完善避孕节育技术
,

坚持行之有效的措施
,

充分发挥中间因素抑制生育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