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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上半期

对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90年代以来面临苏东社会主

义国家瓦解的新形势，日本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探讨又掀起了新热潮。

前不久，笔者应邀出席在日本经济理论学会（日本惟一的拥有800多名学者的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会）第51届大会期间，就深深地感受到这一浓厚的学术气息。

其研究特点和态势表现为： 

首先，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在日本，一方面继续研究和刊行《资本论》创作

史、经典文献阐释和马克思经济学入门的论著，另一方面，国立东京大学和横滨

大学、私立武蔵大学等众多高校仍继续开设马克思经济学课程（称为经济学Ⅰ，

或经济原论，或社会经济学，而把西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Ⅱ，或近代

经济学），以及用马克思经济学来分析的世界经济课程（称为现代经济体系课程

等），并作为经济学科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必修课。日本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

传播和学术传承搞得出色，而且更富有理论创新精神。会长大谷祯之介等教授认

为，马克思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是把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但今日多元的诸多

现象，有必要扩大研究范围，因而新构建的社会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是以

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或中心的，而现存的非市场领域也须列为重要的分析对象，

进而应吸收生态学、性经济学之类的成果；须研究经济体系同自然环境、法律、

文化、社会规范的相互影响；即使研究现代危机，也要从总体上把握现代社会的

四大危机，即贫困、不平等与经济不稳定，战争与纷争，环境与资源，以及管理

社会与人们关系疏远等问题。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学派，而继承和独创融

合的结果必然促进学派的不断产生和流变。目前，日本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流派，有重视黑格尔逻辑学的见田派、数理马克思主义的置盐派、新的新古典派

马克思主义、伊藤诚领衔的宇野派、市民社会派和八木的调节学派等。 

其次，借鉴与批评相结合。与我国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化属于日本

学术前沿和重要主题之一，而借鉴数学工具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凸现

为一个鲜明的特色。大西广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适宜增长理论的新解释——

作为最适宜迂回生产系统的资本主义数学模型，武井博之关于资本主义的模式化

和商品数量问题，濑尾崇关于个别资本的进化竞争模型等，均是如此。比如，在

贸易和资本转移的克鲁格曼模型与列宁模型及其一般化的研究中，京都大学统计

学教授大西广就国际间不均衡经济发展问题，对克鲁格曼的扩散理论与列宁的收

敛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利润率从“克鲁格曼状况”向“列宁状况”的历史转

换。对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批评，仍然是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术责任



和思想进化的表现。石原洋介在探究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

和短期化问题时指出，其实并非像新自由主义所说的是有效资本的分配和对发展

中国家经济成长的保证，而是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部分果实；况且，当

今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是保证投资资本及其所有者的富裕阶层的利益为优先；为了

纠正这样的不正确性质，至少要以马来西亚的资本限制规定为成功案例，对短期

资本流动的作出必要的限制。东京大学著名学者伊藤诚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

制占主体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成就，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潮的驳

斥，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消除西方主流经济

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影响。 

再次，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在立命馆大学松井哓等教授看来，规范理论是实证

理论的相反概念，论述该有的体制、制度和伦理的理想，不过，自由主义主导的

规范研究是有缺陷的，因为去掉平等原理是不能构成关于社会的规范原理的。他

们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中虽有关于制度方面的论述，但关于资本主义体制中榨

取和阶级的存在这样的问题却未提及，因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不关心规

范理论。面对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倾向，日本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以规范

分析的观点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化，并努力以自由（含消极的和积极

的自由）、平等（含所得和资产的平等）、共同（含合作）这些根本价值的视点

为基础评价现代世界社会、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以及环境问题，进

而形成“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在日本，诸如山本二三丸的《人本主义经济

学》和对人类经济社会终极关怀之类的规范分析较出色，然而从总体上观察，实

证性的研究更多。例如，探讨能源的商品化和电力资源市场化对社会的影响，以

日本群马、枥木县制造业空洞化为例的区域经济发展波动，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

场的不稳定问题，美国的世界战略与全球化，以中国为例的市场经济和劳动力配

置的性别歧视问题等等。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除了高度重视对本国经济的规

范和实证分析以外，还特别关注中国和俄罗斯不同性质的经济体制改革。伊藤诚

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大西广的《资本主义前后的社会主义》等，便是其

代表作。 

第四，原论与应用相结合。在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与方法的导引下，广泛研究其

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学科，深入探究日本和世界经济的多样化具体实

践，这又是一个鲜活的学术局面，比欧美国家大为出色。举例来说，把马克思经

济学渗透到产业经济学，探讨日本的产业空洞化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渗透

到劳动经济学，探讨南北经济不平衡发展条件下的劳资谈判和雇佣以及日本的劳

动力自由流动等问题；渗透到金融学，探讨日本、亚洲和世界金融危机和控制等

问题；渗透到财政学，探讨日本财政政策及如何激活处于长期低迷的国民经济等

问题；渗透到企业组织学，探讨日欧美国家类型不一的企业形态和不断涌现的新

业态等问题；渗透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探讨环境、资源和人口之间的良性循

环，以及制度和政策怎样去促进等问题；渗透到世界经济学，探讨全球化中的非

均衡发展、贫富分化、新旧国际经济秩序及资本主义的“原理像”与“变容（变

样）”的差异等问题。这类应用性的经济学和经济管理学的论著日渐增多。在此

基础上，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参与政府和财团的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

教育与管理人才的培养等多种途径，来推行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这不仅从根

本和长期上对日本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标本兼治地推动了本

国经济的近期发展。事实上，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效的产业政策，贫富



差别小于美国，较少的军费开支，较大的科教投入，以及独特的劳资关系和企业

管理模式，均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宣传或必要的论战密切相

关，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直为对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感

到自豪。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灵活地统一起来，颇值得我

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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