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社会学发展的条件及其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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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和理论体系研究经济间题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

它和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

这种亲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规定和制约着经济社会

学的发展
。

在本文中
,

笔者期望通过对经济社会学产生的条件
、

两种经济学对经济社会学发

展的不同影响以及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是否为经济社会学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等若干间题的

探讨
,

从学科外部来回顾和展望我国经济社会学的建设
。

一
、

经济社会学产生的外部条件

经济社会学是研究经济间题的
。

众所周知
,

经济学分两个时代
,

一个是古典 经 济学 时

代
,

一个是现代经济学时代
。

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形式是政治经济学
。

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两个

同义语
,

一是
“ 国民经济学

” ,

一是
“
社会经济学

” 。 “
社会经济学

”
这个叫法在本世纪 30

年代时还比较流行
。

我国当时就出版过几部以此为名的著作
。 “

社会经济学
”
这个别名透露

出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二者之间的某种微妙关系
。

情况的确如此
。

古典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事实是不仅仅具有经济学性质
,

而且也其有社

会学性质
,

甚至还具有哲学和历史学性质
。

这种棍合特性早在亚当
·

斯密时就 已存在
。

例如

在斯密的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 一书中
,

主要分析市场经济及其历史变迁的前三

篇就可以看作是经济学的内容
,
而主要阐述不同的政策体制以及国家的职责的后两篇则可 以

看作是社会学或准确地讲是经济社会学的内容
。

在马克思的著作里
,

经济学和社会学也是相互渗透
、

密不可分的
,

一切重大的概念和命

题既是经济学的
,

又是社会学的
,

在两个平面上具有相同的意义
。

马克思的经济学包括了所

有被后来西方的经济学家惯常视为干涉因素的
,

或视为论据的那些社会因素
,

诸如战争
、

革

命
、

立法变迁
、

财产关系以及政府形式等等
。

这一特点至今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仍

然可以观察到
。

所以
,

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
。

H
·

特纳在其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一书中认

为 “
古典经济学思想从总体上指导着社会学理论和社会思想

”
的观点是很有些道理的

。

①政

治经济学可以说是一种厂
`

义的经济社会学
。

具有经济社会学性质是一回事
,

是否就是经济社会学又是一回事
。

在学科分类上
,

政治

经济学毕竟是经济学而不是经济社会学
。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

经济社会学只是到了经济学

边际革命后
,

才得以出现
。

1 8 7 0年以后
,

、

经济学所发生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家对于保持他们的分析工具方面的改进

和社会间题的更有效的解决两者之间的区别变得比较自觉
,
开始接受一种学术分工

,

把研究

社会和制度方面的权利逐步移交给社会学家
,

缩小了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

其结果
,
不仅

。 乔纳森
.

H
·

特纳着 : 《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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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经济学带来了巨大成功
,

使它由此建立了庞大的理论体系
,

发展成为一门真正 的实证 科

学
,

而且也为社会学在经挤领域取得独立席位
,

衍生 出作出现代经济学的对偶的经济社会学

创造了条件
。

因此
,

如果把现代经济李称为边际革命的主产品的话
,

那么
,

经济社会学则可

以说是边际革命的副产品
。

而我们知道
,

边际革命的实质是经济学的实证化
,

所以
,

经济学

的实证化实际上是经济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

二
、

两种经济学及其对经济社会学发展的影响毒捕
`

和经济学进行比较
,

是经济社会学家在 向人们描述经济社会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学科时喜

欢采用的方法之一
。

— 在美国经济社会学家尼尔
·

斯梅尔瑟的笔下
,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是这样的
: “

经济

学家所关心的是人们如何利用有限的
、

稀缺的资源在生产
、

分配和交换那些适于消费的商品

和服务
。

他们更为注重的是社会生产总水平 , 社会产品构成 , 如鞋
、

枪炮和黄油 ; 资源
、

劳

动力
、

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组合和工资
、

利息
、

利润分配方式
。

因而经济学要分析的基本问题

就是生产
、

有效组织资源的技术和财富的分配等
。 ” ①

— 在日本经济社会学家富永健一的笔下
,

经济学表现出与斯梅尔瑟的描述十分相近的

面貌
。

富永健一写道
: “

经济学的分析
,

为了说明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
,

往往回避引进非经济因

素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经济学始终固执地坚持它 自己在经济领域内部的说明上的完整性
。 , ②

— 在我国
,

费孝通先生也曾经指出
: “

传统的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上的商品流通
、

供求关系
、

物价起落等等
。

而社夯 上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变动
,

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和服

务的生产
、

流通
、

消费的很多活动并不在市场上进行的
,

于是又产生了经济社会学
。 ” ⑧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

经济社会学家所理解

的经济学都指的是现代经济学
。

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和当前经济学的现状是有所出入的
。

纵观当今世界
,

我们看到
,

经济学并不象经济社会学家所理解的这样简单
。

它不仅仅是

指现代经济学
,

而且也包括政治经济学
。

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并没有彻底埋藏政治经济学
。

前

面
,

我们说边际革命使经济学由政治经济学时代过渡到了现代经济学时代
,

只不过是就发展

趋势和局部的情况而 已
。

若就全球现状而言
,

现代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者孰占优势实际上

在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情形
。

— 在美国
,

主流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
,

政治经济学处于次要地位
。

在政治经济学这一

体系中
,

影响比较大的有新制度学派和社会经济学派
。

社会经济学派目前办有两个刊物
,

一

个是 《社会经济学评论》
,

另一个是 《国际社会经济学杂志》
。 19 8 5年社会经济学派曾在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举行了第三届世界社会学大会
。

-
在 日本

,

现代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
“
两大流派

” “
对立并存

” 。

例如 1 9 8 0年在 日本

31 个经济学会中
,

有 6 个学会 (经济学史学会
、

土地制度学会
、

日本农业经济学会
、

社会政策学

会
、

经济理论学会以及社会主义学会 ) 的研究者基本上由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构成
。

除

此而外
,

在其它各学会中
,

站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立场的学者也程度不同地占一定比例
。

④

① 尼尔
·

斯梅尔瑟
: 《经济社会学》 ,

载 《 经济学译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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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
,

主流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
。

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居于统

治地位
。

我们认为
,

经济社冷学家之所以把经济学等同于现代经济学
,

是跟这门李科发韧于以现
、

代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的美国分不开的
。

前边我们曾经指出
,

经济社会学产生的外部条件是边际革命和经济学的实证化
,

并且同

时指出经济社会学和现代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对偶关系
。

根据这一论点
,

我们认为
,

一个以现

代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的国度和一个以政洽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的国度
,

二者为经济社会学

的发展所提供的学术基础是不同的
。

前者具备发展经济社会学的条件
,

而后者则不具备
。

关

于这个结论
,

我们可以借助于富永健一对
“
学科

”
和

“
领域

”
的区分予以进一步说明

。

富永健一认为
:
对象世界是无限丰富的

、

多方面的
,

如果作为认识原理的
“
观点

” 和作

为系统化原理的
“
理论体系

”
不同

,

就能从同一对象中抽象出各种不同的变数群及其各种关

系的公式
。

把作为认识原理的观点和作为系统化原理的理论体系统一起来
,

就是学科
。

他认

为一个对象领域可以由几个不同的学科去研究
,

一个学科也可以研究几个不同的对象
。

不是

称作
“
什么什么学 ” 的都是学科

,

其中有的具有学科的性质
,

有的则具有领域学的性质
。

根据富永健一的观点
,

我们可以说
,

现代经济学是一门学科
,

而政治经济学则是一门领

域学
。

作为一门学科
,

现代经济学为 了严守其学科的统一性
,

必须依赖其它学科
,

把认识经
-

济领域的社会行为的任务交给经济社会学 , 相反
,

作为一门领域学
,

政治经济学则没有这种

对分工的需要
。

在一个以政治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的国度
,

经济社会学要在社会科学中取得

一定地位
,

其艰巨性要比在一个以现代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的国家大得多
。

我国是一个以政治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的国家
.

在过去的岁月中
,

政治经济学曾经不适

当地和政治权利合而为一
,

变成令人望而生畏的御用之学
。

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

有着某些共同的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被裁定为
“
资产阶级科学

”
长时期内不允许存在

。

在这种
情况下

,

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

经济社会学根本谈不上什么发展顺利不顺租的问题
。

三
、

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学建设的回顾和展望

我国社会学重建始于 1 9 7 9年
。

在重建过程中
,

各分支社会学的发展很 不 平 衡
。

1 9 8 1一
1 9 8 5年六年中

,

全国共发表有关分支社会学的文章 54 4篇
,

其中有关家庭社会学的 1 15 篇
,

有

关社会心理学的55 篇
,

有关城市社会学的 44 篇
,

有关老年社会学的 25 篇
,

而有关经济社会学

的只有 1 篇
。

① 1 9 8 0一1 9 8 7年
,

全国各出版社公开出版的社会学书籍共计 2 14 部
,

其中 属 于

婚恋和家庭社会学的有43 部之多
,

而属于经济社会学的只有 2 部 (均为译作 )
。

经济社会学

建设远远落后于其它分支社会学
。

从 以上可以看出 ` 经济社会学的建设是非常缓慢的
。

对此
,

笔者认为其原因不外乎两个

方面 : 经济学上的和社会学上的
。

从经济学方面粼 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学目前还停留在政治经济学阶段
,

而政治经济
学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学性质

,

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混合体
,

因而使我国的经济学家在思考

经济问题附
,

普拘 具有社会学化的倾向
。

这种学科之间分工不发达的状况阻滞
、

延缓了我国

经挤社会字的建立和发展
。

①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抉中心的索引分类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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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方面看
,

主要是由于 9年来重建社会学的任务十分繁重
,

社会学界的力量又很
_

为薄弱
,

因而只能集中有限的力量研究一些比较容易的
、

其它学科较少研究的问题
,

开垦点
“ 田头地角

” ,

而无力到相对兴旺发达的经济学的地盘上去耕耘播种
,

在经济领域争得一席

之地
.

编写我国第一部经济社会学专著从 1 9台5年提出已整整三个年头了
,

至今未能付梓
,

看

来与社会学界 自身的力量不足不无关系
。

那么
,

我国建设经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前景如何呢 ?

不可否认
,

我国经济学的变革是在经济改革的推动下进行的
。 1 9 7 8年以后在我国广大农

村所掀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发展生产力
,

使人们 日益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

不仅需要先进的生产关系
,

而且也需要先进的生产力
。

伴随这种认识上的转移
,

经济学界发

表的研究生产力的文章日益增多
,

进而产生了生产力经济学
。

这一学科的产生标志着我国理

论经济学向实证化迈出了第一步
。

在政治经济学内部
,

学者们也力图使这门向实际更加靠近
,

纷纷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提

出了修改意见
。

有的主张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 , 有的主张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

社会的经济结构 ; 还有主张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
一

生产方

式
。

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标志着我国理论经济学向实证化迈出了第二步
,

除此而外
,

近些年我国还翻译出版了一批现代经济学著作 , 一些大学也开设了现代经济

学课程 , 一些研究者也逐渐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当前中国的经济间题
。

现代经济学的

引进标志着我国理论经济学已向实证化迈出了第三步
。

可以预见
,

理论经济学的实证化在我国仍将继续演进
,

而实证化是经济社会学产生的条
-

件
。

实证化的结果将日益使经济学由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生产关系 ) 转向主要研究

人与物的关系以及物与物的关系 (生产力 ) , 将逐步使经济学把研究经济领域社会关系的任

务移交出来
。

这无疑给我国经济社会学建设创造着日益广阔的社会需求和发展条件
。

从社会学一方看
,

发展趋势也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学建设的
。 1 9 8 1年我国共发表社会学理

论文章14 7篇
,

其中译文为 7 9篇
,

占总数的 54 %
。

1 9 8 5年我国共发表社会学理论文章 2 56 篇
,

其 中译文为 55 篇
,

只占总数的 22 %
。

这显示出我国社会学已完成了由过去的以引进为主到现

在的以研究为主的转变过程
。

另外
, 1 9 8 3年我国共发表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文章

4 7 7篇
,

其中有关经济改革的只有 2 篇
,

只占总数的 0
。

4%
。

到 1 9 8 5年
,

在所发表的关于中国

社会间题的调查和研究文章 5 76 篇中
,

其中有关经济改革的增加到 58 篇
,

其比重增加到 10 %
, 。

社会学界参与经济改革和经济领域的程度 已大大增强
。

社会学的以上变化
,

对经济社会学建

设
,

显然会起到正面作用
。

经济改革本质上是一场社会革命
。

一

它不仅需要得到经济学家的指导
,

而且也需要得到社

会学家的指导
。

研究和指导经济改革
,

应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基本任

务
。

要完成这一任务
,

社会学界必须首先利用经济学和社会学所创造的日益有利的条件
,

着
、

力建设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经济社会学
。

以便使这门新兴学科在今后中

国的经济领域早 日大放异彩
,

展示其特有的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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