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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穆勒纲领与演化经济学的起源
①

贾根良 黄阳华
中国人 民大学 经济学院

,

北京

摘要 运用
“
历 史 一 伦理

”

方法
,

揭示制度之间复杂的相互关 系及其演化
,

把理论
、

历 史与政策融于

一体的研究框架是熊彼特曾称之为
“

施穆勒纲领
”
的主要内容

。

施穆勒纲领经过新新历 史学派经济学家

桑巴特
、

韦伯
、

斯皮索夫等人发展后
,

对熊彼特产生 了决 定性的影响
,

同时
,

它也对美国老制度学派的诞

生产生 了直接的影响
,

作为演化经济学最重要的两个流派
,

新熊彼特学派和美国老制度学派在德 国历 史

学派中有其起源
。

施穆勒纲领虽然是一种朴素的和直觉上契合了现代宇宙观的原始形 态的演化经济学

研究纲领
,

但它却强调 了现代演化经济学发展中所忽视的伦理要素和欠发达经济等问题
,

特别是在当代

社会
,

如何减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排斥已经成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前沿
。

因此
,

重新认识作为

演化经济学先驱思想的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 史学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关键词 施穆勒纲领 演化经济学 熊彼特 凡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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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佣

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起
,

一方面是落后的德国谋求发展
,

追赶当时发达国家的民族意志的体现
,

另一方面
,

又具有极其深远的思想渊源
。

从思想背景来看
,

对德国历史学派影响较大的有德国古

典哲学
、

浪漫主义
、

达尔文与斯宾塞的进化论
,

但是影响更大的乃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孔德的社

会学
。

黑格尔主义影响德国历史学派体现在两个方面 进化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
。

进化的方法认

为经济生活是与时代共演的
,

它是不断创造和进步的
,

历史的方法则是从过程形态去考察社会科

学
,

这与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法不同
。

孔德的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各种要素及其之间相

互关系
,

排斥绝对论
,

强调历史比较法
,

并且充满了道德观点
、

社会责任思想与改 良主义等
。

与新

古典经济学忽视历史不同
,

历史重要在演化经济学中是一个基本的信条
,

演化经济学试图融合理

论与历史
,

德国历史学派在这个方向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
。

本文旨在研究德国历史学派最为重

要的经济学家 —施穆勒研究纲领及其经济理论 —对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先驱熊彼特和凡勃伦

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

本文第一部分归纳施穆勒经济学的特点
,

这构成了本文的论证基础 第二部

分讨论熊彼特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的密切关系
,

论证他的研究计划如何处于施穆勒的研究纲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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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孔德的科学分类法
,

生物学是最高科学社会学的前一层次
,

社会学依赖于生物学的发展
,

他强调了两门科学之间的相似性
,

即两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系统的
、

多样性的有机整体
,

而天文
、

物理
、

化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分散的
、

同质的个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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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章的第三部分论述施穆勒伦理经济学对凡勃伦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和二者的相似性 最后本

文简要评述了施穆勒纲领作为原始形态的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对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意义
。

一
、

施穆勒的经济学与施穆勒纲领

施穆勒 此住 犯 , 一 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的海尔布罗姆
,

青年时在图宾根

大学学习
,

后在哈雷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
,

年接任柏林大学的教席
。

施穆

勒发起创办了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组织 —
“

社会政策协会
” ‘目卿

。

他

不仅是历史学派承上启下的经济学家
,

而且也是历史学派的领袖人物
,

熊彼特宣称
,

德国历史学派

只有到了施穆勒时代才真正出现
,

足以见得施穆勒在德国历史学派的核心地位
。

他不仅是新历史

学派的创立者
,

而且还是德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推动者
。

施穆勒除了通过理论界的影响
,

还借助政

界和教育界来扩大历史学派的影响
。

直到今天
,

施穆勒的大部分德文著作仍然没有被译成英文或

其它语言
,

原因之一就是在他的影响力尚存之时
,

德语是经济学的通用语言
,

而在他的影响力失去

的时候
,

人们失去了阅读他的著作的兴趣
,

这就是今天人们对这位重要的经济学家知之甚少的原

因 〕。 幼年的施穆勒受其外祖父的影响
, “

认识到坚实的研究方法可 以证实或者拒绝假设
,

摈弃错

误的假说 ⋯⋯按照施穆勒的思维方式
,

他认为概念的形成依赖于特定的环境
,

因此概念的内容会

根据时间与空间表现出来
” 。

所以
,

概念的内容不能事前地给定
,

而是随着经验研究而不

断发展的
。

这样
,

他就拒绝了演绎法在经济学中的简单应用
。

由于受到孔德的影响 ① , “

施穆勒还

说一般经济学都有哲学的社会学的性质
,

因而应该接近那从社会本质及经济生活之一般原因出发

的伦理的历史哲学的研究
”

闭 困
。

将社会视为
“

格式塔
” ,

也反映在施穆勒的
“

历史 一 伦理
”

方法

当中
。

施穆勒称 自己的方法是
“

历史 一 伦理
”

的方法
,

盐野谷佑一 为
,

施穆勒之所

以这样称呼自己的方法
,

一方面
,

表明了施穆勒试图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德国历史学派理论框架
,

是

为了德国历史学派
“

将来的整合与发展
”

图 另一方面
,

也表明了德国历史学派试图在理论上

做出成就
。

施穆勒认为人类文化的基础条件是一个宗教与伦理的体系
,

经济只是人类文化的一个

组成部分
,

如果没有作为社会规范的习俗
、

法律与道德的历史发展知识
,

就无法理解经济生活
。

而

伦理以习俗
、

法律与道德的形式体现在社会制度当中
,

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变迁与经济绩

效
。

在他看来
,

人类社会的演化还是伦理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
,

即经济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

作用对人类社会的演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

经济制度还是调控市场中企业活动的经济政策的载体
。

由此可见
,

伦理方法并不是宣扬某种主观的价值判断
,

但明显地与
“

经济人
”

的自利假设相对立
,

因

为伦理方法首先强调的是人类动机的多样性
,

除自利之外还包括道德
、

法律与习俗等
,

并且人类的

所有动机都是历史地呈现出来的
。 “

施穆勒宣称伦理方法不仅是为了认识体现在社会制度当中的

伦理因素
,

而且还应该理解为一种 目的论的形态
”

闭
,

这是因为伦理从整体上规制整个社会和

人类的行为
,

因此
,

在对体现了伦理因素的社会组织进行研究时
,

伦理方法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

施穆勒的研究纲领可以简单地归纳如下 验特定的社会中无穷种类制度 观察制度
,

并进行描述与分类 研究制度依时间维度的演化 示制度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困
。

理论归纳是一个宏远的目标
,

在达到统一的规律之前
,

需要大量的资料收集与分类
。

施穆勒的历

① 现在

上
。

,

熊彼特德文初版《经济发展理论 》第七章已经被翻译成英文
,

发表在 〕年的《产业与创新 》 记 匀 ‘ 。 杂志

贾根良组织了该章的中文翻译
,

收录于赖纳特和贾根 良主编的《穷国的国富论 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 》第四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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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方法与罗雪尔的历史方法一脉相承
,

都认为历史方法不是单纯的史料拼凑
,

而是在承认社会制

度的多样性的基础上
,

横向上研究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

纵向上研究制度的演化
。

因此
,

历史方法

的主题是制度及其历史演变
,

目标是收集资料并最终为经济及其历史变迁的制度框架构建一个更

为宏大的理论
,

这才是历史学派的精髓所在
。

为了避免资料收集的无限性
,

伦理方法对历史方法

的支撑就体现出来了
。

如果历史知识不够充分时
,

伦理方法可以当作一种辅助性解释方法
。

施穆

勒的历史方法与伦理方法是内在一致且相互补充的
,

他的
“

历史 一 伦理
”

方法
,

继承和发展了旧历

史学派有关历史重要
、

制度多样性
、

社会系统性等个体群思维以及有机主义传统
。

施穆勒的思想

后来还被弗莱堡学派的奥肯 和罗普克 八肠 础 等人所继承
,

此两人继承了历

史学派关于理论不能割裂历史
,

不能独立于政策的观点
。

奥肯经济理论的形态学方法实际上是属

于经济发展阶段论
,

两人的
“

秩序政策
” 、 “

框架政策
”

以及
“

结构政策
”

等都是出于为市场经济的更

好运转而进行的政策调节
,

社会是个有机整体在德国历史学派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
,

这也是
“

社会

市场经济
”

的组织原则
。

施穆勒经济学强调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
,

支持跨学科的研究
,

他并不反对理论

导向
,

只是不赞同统一模式
,

而倾向于全面的多因素分析
。

因此
,

我们认为
,

施穆勒的经济学是一

种较为原始的制度主义经济学
,

他的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的研究
。

施

穆勒还提 出了融合理论与历史 的问题
,

这被熊彼特 现冲 称之为
“

施穆勒纲领
”

幻 中 罗毗皿
。

施穆勒纲领经过新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桑巴特 七 么州
、

韦伯
七

、

斯皮索夫 为油世 等人发展后
,

对熊彼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

此外
,

德国历史学

派对制度与演化以及人类动机多样性的强调
,

对美国老制度学派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

我们下面就

分两部分分别讨论施穆勒纲领对现代演化经济学两个最重要流派 —新熊彼特学派与老制度学

派的影响
。

二
、

施穆勒纲领与新熊彼特学派

新熊彼特学派 一 山句叩 在研究思想上遵循着熊彼特的思路
,

已经在技术变迁
、

企业

和产业组织
、

国家创新体系
、

创新来源和扩散
,

以及长波理论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虽然

该学派对创新的研究方兴未艾
,

但是熊彼特多元主义的研究纲领并没有引起该学派的足够重视
,

这可能对该学派今后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

通常认为
,

熊彼特的经济思想来 自于三个方面 —马克思
、

德国历史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
。 “

熊彼特的发展观强调的是经济与社会文化的演化
”

川
,

这正是施穆勒的研究主题
,

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

这种联系更主要地是通过新新历史学派经

济学家而取得的
。

施穆勒提出的融合理论与历史的间题
,

反映在熊彼特那里是处理形式化理论分

析和历史性经验分析的间题
,

这个问题是熊彼特宏大研究纲领的本质所在
。

卯 年时的熊彼特仅推崇瓦尔拉斯 犯 曲褪 济学
, “

极其希望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

⋯⋯借助于数学可以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 即 一 ,

他所追求的是
“

纯经济学
” ,

利用
“

门罗主义
”

试图将经济学从其它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
。

此时的他不仅对施穆勒类型的历史方法

失去了兴趣
,

而且他坚决反对施穆勒与历史学派的立场
。

但到 年
,

当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

论 》问世时
,

他已经逐渐接受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社会有机整体观
,

熊彼特在德文初版《经济发展理

论 》第七章对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的相互作用机制的讨论就是明显的证明
。

然而
,

在第二版之后
,

熊

彼特为了迎合当时经济学的发展潮流
,

将第七章删除了 中译本的《经济发展理论 》是根据该书的

英译本译成
,

因此也缺少了第七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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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派与熊彼特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
,

这可 以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反映出来
。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其经济发展观的重心所在
,

他的创新理论经历了两个阶段
。

青年熊彼特的
“

企业家
”

明显地带有尼采哲学中
“

超人
”

的品格
,

强调了人类智慧与意志对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
,

即将知识
、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置于一个根本的层面上
。

这时的熊彼特受到了桑巴特的影响
,

而桑

巴特接受了尼采的哲学
,

是将尼采哲学中
“

创造性毁灭
”

引人经济学理论的第一人图
。

然而
,

当
“

创

造性毁灭
”

在今天成了熊彼特经济学标志的时候
,

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桑巴特的原创性贡献
。

施穆

勒也认为企业家精神包括开创性
、

承担风险和领导能力
,

杰出人物的创造性作用是发展过程的内

因
。

正是因为在创新理论上的这种一脉相承
,

赖纳特认为熊彼特的原创性贡献大都来 自于德

国经济学传统仁 」
。

成熟的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垄断企业制度下的惯例性活动
,

这同样可以找到韦伯

和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堕落为官僚主义的思想印记
。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经济

演化的最后阶段
,

最终会因为创新的衰竭而灭亡川
。

很明显
,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观深受德国历史

学派
,

特别是新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影响
。

除了经济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德国历史学派
,

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也处于德国历史学

派的研究传统特别是施穆勒研究纲领的脉络当中
。

厄伯纳 出
“

熊彼特对资本

主义经济演化所运用的理论
、

统计与历史的综合分析
,

可 以看成是对施穆勒纲领的实践
· ,

一他提

出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坚持了施穆勒的有益思想
。 ” 〔〕在 经济分析史 》中

,

熊彼特指出
“

经济分析所

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在任何时候怎样行为以及产生什么经济效果 经济社会学处理的问题是他们怎

么会这样行为的
。 ” 」 一

叫经济社会学作为经济史
、

统计与理论方法的补充
,

是为了对制度加

以研究
,

这
“

借用德国的做法
” 〔 〕

。

更确切地说
,

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是
“

借助制度的分析
,

对

经济史进行一般化
、

典型化和类型化
” 〕

,

他试图融合理论与历史
,

这种努力实际上始于施

穆勒
,

在新新历史学派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

年
,

熊彼特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态度出现了激烈转向
,

在 古斯塔夫
·

冯
·

施穆勒与今 日的问

题 》一文中
,

熊彼特已经主动替施穆勒辩护
。

除了澄清对施穆勒的许多误解之外
, “

熊彼特勾画出

了他所看到的施莫 穆 勒对经济学的真正贡献
,

即施莫勒试图构建一个崭新的且内涵更丰富的经

济学观
。

因此
,

这篇论文的重点是围绕施莫勒对
‘

今天和明天的社会经济学
’

的潜在贡献展开的
”

。

熊彼特认为
“

施穆勒的毕生事业
,

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视为是对 制度的 经济社会学的

奠基与发展
” 。

施穆勒的经济社会学纲领
,

最终会形成一个综合的或统一的社会学
。

沿着

施穆勒纲领
,

韦伯与熊彼特分别对
“

社会经济学
”

与
“

经济社会学
”

的建立做出了努力
。

可以肯定的

一点是
,

韦伯的成就对熊彼特产生了直接影响
,

虽然这种影响的程度就 目前来看
,

并不十分清楚
。

在经济社会学中的
“

施穆勒 一 韦伯 一 熊彼特联系
”

已经清晰可见
,

他们用同样的视角观察经济生

活
,

并通过将现代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产物
,

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制度分析
。

熊彼特对德国历史学派的两个基本观点非常感兴趣
,

一是社会生活的整体观
,

二是对发展的

关注
,

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解释包括非经济领域的相互作用的经济演化
。

盐野谷佑一根据熊彼特

对德国历史学派最感兴趣的两个基本观点
,

提出一个分析坐标 以社会生活的整体观为横轴
,

重点

强调的是统一性
,

属于静态视角 以对发展的关注为纵轴
,

代表的是社会演化的观点
,

属于动态视

角
。 “

对于熊彼特而言
,

对历史过程的观察将此两个视角结合起来
,

使得经济社会学成为一门真正

的演化科学
” 。

正如斯威德伯格所指出的
“

通常熊彼特在说到经济社会学时
,

想到的就

是制度
。

借助于这一术语
,

他意指通常用制度这一概念所理解的东西
” 。

由此可见
,

熊彼

特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就是制度经济学
,

而且是演化的制度经济学
,

这种制度概念与新制度主义

经济学 的制度概念有很大的不同
,

更接近于老制度主义传统中的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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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并没有成为新熊彼特学派的主题
,

因此
,

新熊彼特学派在对技术演化的研究

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
,

在对制度的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

这已经引起了新熊彼特学派代表

人物之一纳尔逊 凡 司 的注意
, “

熊彼特的著作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起始点
,

但却极少被自称为制度主义者的学者所引用
,

尽管存在着这种事实 他是非常关心经济制度问题

的
。

在引用熊彼特的观点作为其灵感来源的早期演化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
,

熊彼特的制度取向被

忽视了 ⋯ ⋯国家创新体系 ⋯⋯就是一个极好的制度概念
”

川
。

他认为演化经济学与制度经

济学出现了
“

再次合流
”

纳尔逊所指的演化经济学确切地说是演化经济学诸流派中的新熊彼特学

派
,

笔者认为除新熊彼特学派之外
,

演化经济学还包括老制度学派
、

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等
一 。

这事实上是重拾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理论
,

这种老制度主义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回

到了德国历史学派
,

我们下面将专门探讨德国历史学派与美国老制度学派之间在制度研究中不可

忽视的联系
。

三
、

施穆勒纲领与美国老制度学派

按照通常的观念
,

老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
,

虽然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站得住

脚〔巧 〕
一 ,

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历史学派对老制度学派的直接影响
。

有必要注意

到从 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

德国学术界对美国学术发展的深远影响〔 〕 一 。

拿

破仑的人侵
,

促进德国发动了各方面的制度改革
,

由于费希特
、

洪堡等发动的教育改革运动
,

使得

德国在 世纪成了世界学术的圣地
,

吸引了众多外籍学生前往德国求学
。

在经济学领域
,

世纪

的美国没有经济学研究生院
,

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在德国大学完成他们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

直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
,

阅读德语文献仍是美国经济学博士的硬性要求
。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
,

如罗

雪尔
、

希尔德布兰德
、

克尼斯
、

施穆勒和桑巴特等
,

吸引了大批的经济学家前往求学
,

其中包括克拉

克 田玉 受罗雪尔和克尼斯指导
、

埃利 凡 即心 断 受克尼斯指导
、

盖伊

受施穆勒指导
,

任哈佛商学院首任院长
,

案例研究法的推动者 等
,

他们回国后仿照
“

社会政策协

会
”

的模式
,

于 年创立了
“

美国经济学会
”

为拙五 苗。 。

这些早期美国经济

学家
,

通过自己的努力
,

或者通过对学生的影响
,

为美国制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例如埃利就通过门生康芒斯
,

对制度学派产生了影响
。

奈特 浏法 枷 自称为

制度经济学家 , 明 和康芒斯对韦伯
、

桑巴特的推崇
,

表明了美国制度经济学对德国历史经济

学的认同感
。

如前文所述
,

施穆勒纲领重点是研究制度及其演化
。

有关制度经济学的起源问题
,

有些经济

学家认为
,

制度主义起源于德国历史学派
,

正如帕拉达 丽。 几珑 指出
“

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之

源可以追溯至 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派 ,’
。

但是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

如张林认为德国历史学派与

英国历史学派没有形成以制度分析为基础的学派
,

不能看成是经济学中制度主义的源头 〕
。

消

除这些争论的关键在于分清楚德国历史学派在哪些方面影响制度学派
。

受到文章篇幅的限制
,

我

们仅仅比较施穆勒与老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凡勃伦的制度理论
。

首先
,

我们比较凡勃伦有关德国历史学派的两篇论文
。

凡勃伦 年的论文 经济学为什么

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 》被老制度经济学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 。划脆叮 记脚 称为制度与演化经

济学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

文中他论道
“

但从作为一门进化科学的角度来看
,

没有一种经济学 比公

认的历史学派更进一步 ⋯⋯历史学派试图对发展过程进行解释
,

但他们对发展的思考遵循的是前

达尔文主义而非现代科学所认同的进化思考
。

他们对现象做了叙述性的观察
,

而不是对逐渐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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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过程进行遗传学解释
。 ” 〔 」这时的凡勃伦仍然认为德国历史学派

“

满足于对产业发展的叙述性

说明
,

没有打算提供任何理论或把其结果精练成逻辑一致的知识体系
” 。

然而
,

三年后
,

凡勃伦

在另一篇论文中
,

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态度发生 了重大变化
。

凡勃伦 年的论文《施穆勒的经济

学 》 朋
’

而 高度评价施穆勒的《国民经济学的一般原理 》一书
,

认为施穆勒的

这部著作是经济学著作中头等重要的
。

对于施穆勒的经济理论
,

凡勃伦指出
,

施穆勒的著作与其

他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
“

它的 目标是对制度的起源
、

成长
、

持续与变化进行达尔文主义的解

释
” 」

。

凡勃伦对德国历史学派和施穆勒评价的这种转变
,

很可能与随着时间的推移
,

德国历史

学派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有关 ① ,

其中施穆勒经济演化的观点
,

得到了凡勃伦

的认同
。

凡勃伦批评享乐主义的人性观
,

认为这是
“

按照一种被动的
、

基础上是呆滞的
、

永远不变

的人性来看待
”

〕
,

坚持人类动机的多样性
,

拒绝人性单一的 自利假设正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

家在凡勃伦之前几十年就提出来的观点
,

而且凡勃伦和历史学派一样
,

反对经济学的
“

自然秩序
”

思想
。

凡勃伦反对普适理论 祖 山印 立场
,

与德国历史学派反对
“

世界主义
”

经济学是一致

的
,

因此
,

正如霍奇逊所指出
“

在这个问题上
,

凡勃伦站在历史学派一边
” 〔 扛

。

两种批评之间

的差别在于德国历史学派从伦理学出发
,

而凡勃伦则是从本能主义心理学出发
。

强调人类动机的

多样性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共识之一
。

通过比较施穆勒的历史 一 伦理方法与凡勃伦的制度方法
,

我们会发现两种方法之间的巨大相

似之处
。

如前所述
,

施穆勒认为人类文化的基础条件是一个伦理的体系
,

在共同体中
,

个人在他们

文化
、

历史和传统基础上的经济活动分享着公共的价值与利益
。 “

制度与组织被称为
‘

器官
’ ,

构成

了施穆勒制度主义的非常原始的综合
,

他 施穆勒 将制度和组织做如下定义
‘

政治
、

法律和经济

制度是社群生活的独特秩序 ⋯⋯每一项制度都代表了道德
、

习俗和法律的惯例和规则的总和
,

它

具有共同的中心或 目的
,

彼此之间相互依赖
,

构成了一个体系 ”,

川
。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都很

具有特色地按照精神 来区分出不同的经济体系
,

精神是划分社会经济体制的最高标准
。

精

神包括占主导地位的心理态度
、

文化和伦理规范
,

伦理理想 因 塑造制度
,

社会制度又塑

造人类的习惯与行为
,

伦理价值体现于制度之中
,

具有演化的特点
。

而凡勃伦认为
“

制度实质上就

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
”仁 找

, “

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

一些已有的与正在取得的进步
,

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出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 自然淘汰
”肛洲

。

通过对比
,

我们可以发现
,

施穆勒与凡勃伦两人的制度观具有许多共通之处
。

施穆勒的制

度是规则与惯例的总和
,

随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
,

最终是由伦理决定的
。

凡勃伦的制度是流行

的思想习惯
,

制度的演化是思想习惯的更替
,

人类的思想和习惯来 自于人类的本能
,

本能是决定制

度的最终因素
。

两人的制度都塑造人类的行为
。

霍奇逊指出
“
制度主义的核心思想涉及制度

、

习

惯
、

规则以及它们的演化 ⋯⋯这些思想对于特定的
、

置身于历史环境的分析方法产生了一种强有

力的推动力
。 ” 只 霍奇逊的制度主义不仅同等程度地适用于施穆勒和凡勃伦

,

而且霍奇逊对

特定性的一贯坚持
,

比起凡勃伦更接近于施穆勒
。

正如厄伯纳指出
“

施穆勒的研究并非孤掌难

鸣
,

施穆勒的演化与制度经济学计划的影响或许超越了凡勃伦主义的影响
,

因为后者也根植于德

国历史学派的施穆勒纲领的传统之中
,

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

虽然德国历史学派与美国制度学派之间的关系难以用简短的文字概述之
,

但是现在我们至少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作为现代演化经济学重要流派之一的老制度学派
,

确实继承了德国历史学

派有关制度相互联系
、

制度演化
、

人类动机多样性等观点
。

① 施穆勒的《国民经济学一般原理 》第一册出版于 例洲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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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语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定
,

施穆勒纲领对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先驱熊彼特和凡勃伦都产生

过重要影响
,

或者与之并驾齐驱
,

施穆勒纲领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最为重要发源地之一
。

因此
,

称

施穆勒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并非没有道理
。

值得注意的是
,

近几年来新熊彼特学派与老制度学派

的交流 日益加深
,

制度演化的取向日益明确
,

特别是关于后进国家通过制度创新与创新体系的构

建加速发展
,

以及减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排斥的理念
,

成为演化经济学的前沿
,

这在理论

视角
、

目标与政策选择等方面又都重归于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那里
。

然而
,

施

穆勒受到黑格尔和孔德等人的影响
,

对社会有机的
、

系统的和整体的演化观也仅仅是在直觉上与

现代有机整体的世界观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

他的演化观仍然是原始的
、

朴素的
、

未完全展开

的
。

只有在现代宇宙观的指导下
,

进一步发掘这种原始演化思想的独特价值
,

施穆勒原创性的贡

献才能对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产生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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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
, “

咖 坦月荞 玩 加而 腼 叨 加 拍 艾 洲二州几目

场
” ,

物 加
,

而 , 灿 , 月公幻滚过 反九”之 月‘ 滚过 翻 及碗 人叩阳口叭 勿 石的肋邢如
,

助

罗
,

《

仁 〕美 纳尔逊 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 福斯特
,

梅特卡夫 主编 演化经济学前沿

竞争
、

自组织与创新政策【 〕贾根良
,

刘刚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万

【 〕贾根良 演化经济学 —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 抖

巧 〕贾根良 重新认识旧制度学派的理论价值〔 天津社会科学
,

性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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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妙
,

力乞切 及。朋 凡卿‘成幻叮 由 爪 月奋句成浏 枷卿斤妙 认 戒公 免油以
,

玩 二 沙
,

《

〔 〕 罗
, “ 拐‘ 衅

,

血时
’ ,

氏比扭 阮坛拓

,

瓜 砒乙妙 了乙叨肋碗沥 瓜 谊治 山以 。阮。以如竣如 月奋 成浏 刀切峪触 认 耐 比 。喇岭 肠
,

亩卿
, 龙

〔 〕 几阳山
, “

耐 目 王七朋倪‘。 仆 叮 卿 ” , 之触幻 , ,

姗
〔 」张林 新制度主义〔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测刀

〔 〕美 凡勃伦 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 进化 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评论
, 仪月

,

【 」
, “ 川 ’

而
” ,

加 娜晓晦
产 砚抓司 名留 胭穴 , , , ,

卯

〔 」美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 」蔡受百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头抖

〔 」英 霍奇逊 制度经济学的方法 〔 霍奇逊 编 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观点 关键性概念 〔 贾根 良
,

等

译 北京 高等教育版社忽刃

,’细叨 印
”

日巨 加肠闷

拄 灯 更沁。川呱苗

司
,

段 试 及朋仪币
,

砚山 枷 二
,

氏匀吨 阳
,

曲

月城门 卜 比 印的 。 山加 ’ 一

硫
’

,

曲 砂 ,

坛 勿 。 网 祀 叮叱 灰坛即 叮肛嗯功叮即

场 场 , 山 姆 阮址加 功孚知几 心 阮 伴 滋 联如 场

儿。扔石 氏 七 黝 玩
,

阮 明 为油
,

目

五均 几公 祀 街 。叮屺 与
,

朋 如环吐 匕℃ 石。朋叮
,

印

一 发 朗 喇 翻 比 统
,

阮坛旧 即明

‘。诩叮 。 花 功 傲 山 既 闭 胎咖 罗 面
,

卜。 ,

户出 成 而 日

一
卿 朗 耐 场 价记 诩叮

, 户知 心 仪坛
’ 叙祀 ,

戏月 ‘ 犯巴骆 碑叱 犯。帐 伽 叮

决 一 山 蹦 司 反
, 一 】 叮 玩 八资吧以曰

场 阮 咖 刊 , 山功 巴 〕此 阅 阴 以 娜 一
阮 功 甩 仙叮 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