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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化一直发展较为
缓慢。虽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进行经济分
析，并且采取了大量的事实数据予以论证，甚至有人
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本接近实证主义经济学
的著作，但是在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数理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新古典经济学。造成这
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第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
及相关的基本理论基于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抽
象演绎方法，其劳动和价值等概念均属于抽象概念，
很难用现实中的价格进行估计和研究。《资本论》第
三卷中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商品的生产价格即著名的
“转形问题”就源自于此；①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生产关系为主，生产力
的重要性次于生产关系。与西方经济学重视研究表
面的经济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侧重于透过
经济现象探索经济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
济学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新古典经济
学眼中物与物的关系。生产关系这一概念范畴，增
加了数理化的难度；第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源于
“边际学派”（数理经济学派），数理经济学与新古典

主义经济学是一种并行的关系。杰文斯、瓦尔拉斯、
帕累托等经济学家本身就是具备一定数学基础的研
究者。事实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仅对于其他学派
经济学，乃至于其他社会科学，都形成了一种数学上
的优势地位。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数理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概念都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数理化过程仍面临极大挑战。这决定了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家需要吸收数学知识来补充发展数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事实。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数理化的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发源于 19世纪末，由欧洲传入，并在其后得到
了很好的发展。由于日本与欧亚大陆相隔绝，因此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风格较为独特，与苏联模
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有明显区别。数理化作为日本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起源于 20世纪 30年
代，高田保马、柴田敬、越村信三郎等经济学家率先
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化进程的先行者。但是
日本数理马克思经济学②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知晓，
还要得益于 20世纪 70年代日本名噪一时的数理马
克思经济学派。该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置盐信雄和
森岛通夫，利用数学工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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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理进行论证，并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数理化进程③。进入 20世纪 90年代，日本的数
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以高增明、吉
原直毅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于数理模型
等理论进行了相关补充和拓展。日本的数理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呈现出一番多元化的状态。
研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

首先，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早已超过一国
的范围，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
要影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价值转形、
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扩大再生产理论等一系列经
典马克思主义问题作出了数学解释和发展，有力地
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其次，日本
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果丰富，方法前沿，具有
很好的借鉴意义。日本的许多大学将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同时开设，足见其对于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的重视④。而且在全日本范围内有日本
经济理论学会，定期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动
态和发展进行研究。再次，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
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源于日本，李大钊、陈独秀等
知识分子从日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日关系
的升温，相互之间的访学交流不断增多，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也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
获得了大量有益的知识，许多日本归来的研究者为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本文以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

程为线索，以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
着眼于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研究对象，
希望能够对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来源、影响和不足进行概括和论述，并力图从中找到
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益的部分和启示。

二、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历程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悠久，《资本论》
第 1卷在 1887年就已传入日本，1907年山川均最
早用日文对《资本论》作了介绍。其后，高素之翻译
的《资本论》出版，成为《资本论》最早的日本版本⑤。
与此相伴，日本数理马克思经济学可以追随到 20世
纪 30年代，柴田敬在吸收参考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之后，将一般均衡体系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

时，他也是第一位参与价值转形问题研究的日本经
济学者。在马克思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这一问
题上，柴田敬 1935年的理论是置盐定理的雏型（置
盐定理又称为柴田—置盐定理）。继柴田敬之后，越
村信三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化范围。
在越村信三郎看来，数学方法既然能够应用于以效
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然能够应用于
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⑥柴田敬
和越村信三郎为日后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在日本开辟了运用数学方
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先河。
令日本数理马克思经济学名声大噪、走向世界

的是著名的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置盐信雄和森岛
通夫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量运用数学方法是这
一学派的重要特征。森岛通夫和置盐信雄的研究以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为主，在 20世纪 70年代曾
具有重要影响力。置盐信雄提出了著名的马克思基
本定理（FMT），并在继承柴田敬理论的基础上得出
了柴田—置盐定理。森岛通夫最大的贡献在于同萨
缪尔森的论战中引入了马尔科夫矩阵的迭代法，对
于价值转形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同时对于扩大
再生产理论也有一定的创新。⑦森岛通夫和置盐信雄
对于数学理论非常重视，森岛通夫在价值转形问题
中引入了马尔科夫矩阵的迭代法，置盐信雄在置盐
定理中运用了弗罗贝尼乌斯-佩龙定理（Frobenius-
Perron theorem），这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属
于创新性行为。越村信三郎、森岛通夫和置盐信雄在
西方经济学界也具有很大影响力，三人曾经先后获
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
继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之后，日本数理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一
方面，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典理论得到了
不同程度的发展。任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
nomics 编委的中谷武以及日本神户大学教授萩原
泰治，都师承置盐信雄，二人在主要研究马克思劳动
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以及世界经济南北问题都作出了进一步的探索。另
一方面，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对数理马克思经济
学作出了创新。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这一时期也
和日本马克思经济学紧密结合，早稻田大学教授藤
森赖明，就在继承马克思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
基础上发展了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时期的
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更广，数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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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经济学家们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
题。同时，一些经济学家也将实证分析引入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松井晓教授认为单纯的规范研究不能
独立完成对于经济学的探索，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需要有实证方法作为支撑。⑧实证主义方法论的
引入，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
理化进程。

三、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
溯源及创新特点

（一）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溯源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一个理论来源是后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在某些程度上具有内在的联系：首先，后
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斯拉法，其作品《用商品
生产商品》（1960）对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意义深
远，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希望通过该书完成向李
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故后凯恩斯主义学派
又被称为“新李嘉图主义”，这就为后凯恩斯主义经
济学和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李嘉图理论的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提供了共同的基础以及沟通对话的可能。
其次，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具有相当程度的好感。被称为左派经济学家的琼·
罗宾逊提出了“向马克思学习”的口号，对于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数次到社会主
义国家进行讲学访问。因此，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家的理论中具有浓重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痕
迹。日本数理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显著异于新古典经
济学微积分以及动态规划的数学方法，所应用的非
负矩阵和斯拉法的生产价格理论具有密切的承接
关系。在森岛通夫之后，藤森赖明也继承了对于后
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藤森赖明借鉴了
斯拉法的价格理论和商品理论，同时在研究固定资
本的再生产问题时，参考了斯拉法以年龄区别固定
资本的构想。线性规划、非负矩阵、广义逆矩阵等研
究方法，成为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鲜明特
色之一。⑨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二个理论来源是相
关数学理论。20世纪 40年代后期，数学革命和科学
革命如火如荼，也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灵
感。冯·诺依曼曾经提出一种方法：上一生产过程留
下的固定资本，应当视为上一过程的产出。而本次
生产过程使用上一生产过程留下的固定资本，应当

视为本生产过程的投入。森岛通夫在转形问题中借
鉴了这一观点，将固定资本分别视为两个生产过程
的产出和投入，这样就有效地消除了重置投资的问
题，将生产变成了联合生产过程。同时，在转形问题
中，森岛通夫利用了马尔科夫迭代方法，利用旧有变
量不断推算新变量，有效分析收敛速度和收敛范围。
通过马尔科夫迭代法，森岛通夫认为总价值等于总
价格以及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即价值转形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⑩继森岛通夫和置盐信雄之后，大西
广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约翰·罗默的理论，引
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罗
默的剥削理论进行了批判和解释。輥輯訛

（二）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特点
日本数理马克思经济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非常

注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原始解读剖析，尤
其是针对《资本论》和一些其他的马克思原著。日本
学者对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一般利润率趋于
下降规律、扩大再生产理论等具有极大的热情和关
注度，并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贡献。再生产问题作为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问题，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发展始终，在日本经济学界被广泛扩展应用。最
初的柴田简单再生产模型被认为是庞巴维克理论的
翻版，后来柴田扩大再生产理论得到了扩展：资本转
化为生活资本，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与必要劳动投
入的关系，线性的生产结构与回归生产结构的关联
性等问题得到了相关研究；輥輰訛再生产理论与凯恩斯
经济理论也存在重要交集：投资乘数论和马克思的
再生产理论二者具有诸多同一性与差异性，国民收
入所得与再生产可以相互转换，三部门四价值构成
的再生产表能够等价表示国民收入，人们在这种条
件下能够很好地区分“扩大再生产”与“投资”概念的
异同；輥輱訛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扩大再生产理论
中追加可变资本的货币回流问题，成为自 1922年河
上肇到 20世纪 50年代、争论持续存在且悬而未解
的难题。寺田隆志利用追加可变资本（mv）=剩余价
值（M）的“非实现”进行说明，指出谋求在等价部分
追加劳动者购买并实现价值的前提具有根本性错
误，为研究再生产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輥輲訛除再生产
问题外，其他的马克思经济学问题也都有明显的继
承和发展。
第二个特点就是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

法论的多元化。日本学者秉承了日本民族的特点，表
现出与近代日本对外广泛学习相似的特征。日本学

理论经济学 杨博文，牟欣欣 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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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并不单纯专注于某一方面的研究，而是在许多领
域和范围内都有所涉猎和汲取，并为自己所用。除
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后凯恩斯主义研究方法外，一些
日本学者也试图从现代经济学体系輥輳訛中获得灵感，
但这种创新和多元化甚至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经济学
的基本范畴。大西广一改传统经济学家的风格，开
创性地将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优分配论”的现代经济
学同“从空想到科学”的马克思经济学相结合。在他
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同马克思经济学不仅没有矛盾
且存在着重复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问题
变成了如何决定财富生产的“最佳增长”问题，完全
可以利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最优控制理论去推导
动态路径。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市场，类似的一个
例子是山下裕步将马克思经济增长问题的基础变成
了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的分权均衡，其方法论和理
论基础已然成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輥輴訛这种思路被
山下裕步所继承，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
打算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的增长理论进行再解释。客观而言，日本学者这种
多元化的学习风格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这有
利于打破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促进日本数理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也在某种程
度上曲解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原意，对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三个特点就是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时代性。日本学者一方面秉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传统，另一方面与现实结合，关注最新的动态变化，
旧题新做和新式选题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
大特色。社会再生产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内容，
属于传统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但以剩余价值为切
入点研究社会再生产与社会收入分配问题，并讨论
效率和平等之间的关系，则将传统的理论与现实问
题较好地结合在一起。輥輵訛剩余价值理论的应用还体
现在环境领域上，传统的剩余价值 M1 分解成为
M1=E+M2，突破原有维度的三维价值空间理论得以
被提出。在产业方面，劳动价值论再一次被巧妙地
利用，通过统计 2008—2013年日本农业林业再生产
过程的变化，人们发现了导致林业解体的原因以及
山村解体和形成西日本型经济带的一系列因素（根
津基和）。輥輶訛松井晓从更为广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对象可以扩大为社会经
济学的贫困、不平等、战争、资源问题，这些拓展极大
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四、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
贡献

（一）维护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同时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来自

其他学派的攻击和批判。由于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
都是抽象概念，而且研究对象以生产关系为主，因此
非常难以量化。加之马克思生前的一些理论没有完
善，遭到其他学派学者的攻击和批判，而传统的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者对此很难做出有效解释。庞巴维克
就针对《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生产价格与平均利润理
论之间的关系，即价值转形问题向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提出了猛烈批评，认为劳动价值论不能成立；日后
的萨缪尔森也提出过相似结论，称马克思的证明是
一个“不必要的迂回”；斯蒂德曼曾经通过一个线性
方程组，得出在联合生产条件下劳动价值为负的结
论。斯蒂德曼因此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与此相
似的还有一般利润趋于下降规律，马克思虽然在《资
本论》第三卷中提出了这一命题和猜测，但是没有来
得及对一般利润率在长期中趋于下降这一结论给出
相应的证明。这些质疑和批评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提出了严峻挑战，尤其许多问题涉及劳动价值论
这个根本理论，如果不能给予有效回应就会动摇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基。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非常重视对于马克思

主义经典理论的传承与创新，许多经济学家都对马
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了拓展，在维护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的同时也实现了对理论本身的创新。他们在
研读《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
将数学理论融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发展。一
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率先吸引了柴田敬的注意，輥輷訛

置盐信雄也在研究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上，继
承柴田敬的思想提出了柴田—置盐定理。輦輮訛但一般
利润率及置盐定理的发展并没有结束，置盐信雄在
自己的晚年曾经反思置盐定理是一个比较静态的结
果，只有在新均衡建立的条件下才具有意义。而在没
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所有的利润率将缩减为零。輦輯訛

由此可见，1960年他的两个前提假设存在问题。随
着研究进程的不断深入，置盐定理吸引了全世界马
克思主义学者的目光，人们发现置盐定理实际上与
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并不矛盾。置盐定理和马
克思理论在许多维度都有差别，二者本质上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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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问题，不能说明置盐定理反驳了马克思理
论。輦輰訛置盐定理和马克思理论的区别源于对技术的不
同定义，二者并不构成矛盾关系。置盐定理描述的是
生产力发展的技术变动，与一般利润率具有互补性。輦輱訛

同时，对于置盐定理的内外部条件的扩展也开始被
人们重视，置盐定理被扩展到包括固定资本和联合
生产的情况。置盐定理的假设条件也被不断放宽，逐
渐扩展至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矛盾这一越
来越接近于真实世界的情况下进行分析。輦輲訛

值得一提的是，置盐信雄定理在很长时间以内
一直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
否定。与之相伴，森岛通夫关于价值转形的解法同
样受到国内外许多经济学者的批评。黎贵才和丁堡
骏认为所谓的马尔科夫解法只是一种循环论证，并
没有找到均衡解，森岛通夫的迭代法转型实际上只
是一种循环论证。輦輳訛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日本经济
学者对于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实际上，
日本经济学者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新的
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即使某些论证和发展
会受到一些质疑。虽然森岛通夫的马尔科夫迭代法
存在某些不足，但是却成为解决价值转形问题的一
个里程碑，它为从数理方面探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此后研究价值转形问题的学
者，无论支持与否，基本都会参考森岛通夫的研究成
果。置盐定理具有类似的作用，日本数理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家出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目的，对
于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的贡献是不可忽视和抹杀的。
（二）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并扩大

了适用性
正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受到的挑战

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即马克思《资本论》
及其本人著作中的内容，而且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解释力和适用性方面的挑战。在解释力方面，
由于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量纲很难直接测算，而且
现实中的生产价格又和劳动价值不完全一致，这就
为衡量劳动价值带来了困难。包括利润率及剩余价
值率的测算和衡量，都具有一定难度。与此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市场供需均衡价
格为研究对象，其测算方式均以现实中的量纲作为
直接的计量单位。实际上，不仅仅在理论维度，在适

用性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面领着重大挑战。20
世纪 60年代兴起的计量经济学，有力地推动了实证
主义方法论的快速发展。在实证主义大旗的引领下，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开始吸收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
法，并且广泛应用于各种具体研究。尤其是时间序列
分析和面板分析方法，更是在计量经济学家的推动
下层出不穷。同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成为许多应用
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被广泛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国
际贸易理论、金融理论以及劳动经济理论等应用经
济学。与之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论是在
实证主义方法论还是在应用经济学方面，都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问题。“苏联模式”和过度注重解读文本、
专注于理论概念的传统方法，都束缚了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进展。
日本经济学者在这些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并力

图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并扩展其适用
性。在解释力方面，日本学者利用一些方法使抽象理
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操作化。过去，马克思的价
值理论被普遍认为无法量化，但森岛通夫及其继承
者奥乔亚开创了核算价值及生产价格的先河，使这
一问题得到解决。輦輴訛今天的研究人员在测算不平等
交换的过程中，就借鉴了他们的研究方法。輦輵訛除此之
外，剥削这一抽象的概念也在数理公式的推演中得
以实现：工人生产价值实际上高于生产成本与工人
工资的总和。剥削实际存在于资本主义时代。这一研
究向世人说明劳动价值理论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
会，同时也能够通过数理演绎得到证实。輦輶訛在适用性
方面，坂木雅彦继承了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
了李嘉图·马克思型贸易理论的优势条件和劣势条
件。在资本主义贸易国中，资本集约部门优势难以维
持，而利润率较高的贸易则能够生存，这一结论以李
嘉图和马克思的双重理论讨论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平
等劳动交换问题。輦輷訛佐藤洋一通过研究自我资本积
累方式和虚拟价值增殖机制，发现自我资本以虚拟
资本（虚构的资本还原价值）的形态储存、积蓄。金融
资本内在型产业资本的自我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长
期停滞论提出了批判并暗示了经济对抗理论，并认
为这将成为资本主义帝国性复活的经济基础。輧輮訛这
样，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贸易、金融资本、不
平等交换等当代应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以崭新的面
貌出现。
日本经济学者秉承规范与实证并重的学术态

度，主张规范与实证相结合。松井晓教授认为，规范

理论经济学 杨博文，牟欣欣 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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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理论不同于实证分析理论，甚至是一种相反概
念，但是二者的结合是必要的。新自由主义倡导的
规范分析具有不足，虽然罗尔斯的正义论涉及关于
公平正义的观点，但是不能改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忽视道德规范的性质。一些日本的经济学家也积极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规范理论的结合，这些
研究包括：实证研究能源商品化以及电力资源市场
化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全球化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
不稳定问题，以制造业空洞化为表现的区域经济波
动问题，这些实证研究有力地弥补了日本原有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在实证研究领域的空白。日本经济学
者也广泛参与应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力图将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扩展其
适用性。其表现有：在产业经济学方面，将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相结合，分析日本的产业空
心化问题以及产业结构、产业规制等产业方面的问
题；在金融学方面，研究世界金融危机和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的金融化问题；在财政学方面，分析日本的财
政政策对于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和效果；在劳动经
济学方面，分析日本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以及劳资
雇佣问题；在世界经济方面，研究南北不平等的发展
现状及原因。輧輯訛日本学者的这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迅速向最新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转向，不仅
脱离了旧有模式的影响，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的解释力得到增强以及适用性得到扩展。并且得到
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
（三）实现了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并扩大了影

响力
众所周知，出于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缘故，代

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不能被新
古典经济学等经济学派所接受，新古典经济学家萨
缪尔森还对劳动价值论发起过攻击和批判。但抛弃
这些因素，数理化的缺失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
能与新古典经济学实现顺利交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新古典经济学演化而成的现代经济学，以大规模
实证研究、前沿的数学方法而著称。可以说，数理化
是新古典经济学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也是其长期
区别于其他学派的一个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数理化，使这一隔阂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数学语
言的运用，富有逻辑的论证，使两种不同的学派共同
探讨问题和交流意见成为可能。关于价值转形的论
战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家能够合理地运用数学工具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

同掌握主流话语权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进行解释和论
战，非常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向主流经济学界
发出自己的声音，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更容易被
世人接受。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和效果显而
易见：数学符号是一种表达工具，同时也是一种语言。
数学语言具有一些文字语言所不具备的优势，即使不
同语言和不同派别的学者，都可以运用数学工具来
陈述自己的观点。通过数学语言的表达，分属不同学
派的森岛通夫与萨缪尔森才能够跨越障碍地交流辩
论。而且，数理化是未来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定量分
析和数理推导也有助于增加经济学的科学性。
日本的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扩大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影响力。森岛通夫和置盐信雄先后获得象
征主流经济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就充分说明
了这一点。在刊物方面，中谷武任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的编委，藤森赖明任日本后凯
恩斯派经济学研究会 Post Keynesian Review 的主
编。与此同时，日本的数理马克思经济学者也积极在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期刊或是广义政治经济学
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些期刊不仅运用缜密严谨的
数理方式表达，同时以英语为正式语言，向世界各国
公开发行，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与主流经济学期刊
同样的作用。日本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与后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编纂发行高
水平的英文刊物，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影响力，而且还使越来越多的新古典经济学者能够
接触到以数理方式陈述表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其他学派经济学者之间的
沟通提供了便利条件。

五、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启示

通过整理回顾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
们发现从史至今，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
国引入和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而经历了许
多波折和坎坷，存在许多遗憾不足。因此，借鉴和反
思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多重意义。
在模式上，建立“中国模式”的经济学成为向日

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的根本原因。中国在
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建立起属于“中国模式”的中
国政治经济学，缺少正确的价值导向是非常大的制
约因素。“苏联模式”中的左倾主义和教条主义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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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活力，许多研究领域都被
人为划分成禁区，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性和适用性也
在这种背景下受到限制。改革开放后，由于过分反
思“苏联模式”以及受到新制度经济为主的“美国范
式”影响，国内一些学者又过度强调新制度经济学和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试图以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来
取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现阶段许多经济学者所倡
导的建立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根植于新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实际上，不论是“苏联模
式”还是“美国范式”，都不能完全取代“中国模式”的
政治经济学。建立“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应该
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的国情为
现实条件，以唯物主义辩证法为方法论，真正构建属
于中国国情、带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日本的数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其专注于对经典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研究，尤其是《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家的经典著作的原始文献研究，因此是新时期建
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力补充。
在方法论上，数理分析短缺成为向日本数理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的必要原因。过去，老一辈经
济学者侧重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尤其是对
《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文本解读，取得
了非常显著的成就。而对于数理方法的应用，则处
于一种较为弱势的地位。改革开放后，随着统计资
料的不断丰富和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经验分析
尤其是实证分析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21世纪后，
以计量经济学为核心的实证分析方法，成为最为主
流的研究工具，并形成了理论分析、经验分析和实证
分析为“三驾马车”的方法论框架。但是理论分析中
数理分析的缺位，使“三驾马车”的框架并不稳固。
在许多政治经济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上，数理方法短
缺这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带有浓重数理色
彩的日本数理政治经济学成为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
最好理论工具。日本学者不仅善于利用数理工具，
而且富有创造力，在研究学术问题时常常有一些巧
妙的方法。从森岛通夫、置盐信雄到大西广、坂木雅
彦，一批又一批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世人贡
献了大量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成果。这些
成果也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学习借鉴日本数理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的宝贵财富。
在借鉴来源上，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术借鉴不

足成为向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的重要原
因。改革开放前，中国全盘奉行所谓的“苏联模式”，

排斥包括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致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政治经
济学的联系完全断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介绍和引入不足使大量包括日本、美国、西欧国家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鲜有机会被国人接触。近些年，对
于法国调节学派与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介绍
和引入开始呈上升趋势。与之相对应，由于语言方面
的原因，国内学者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著
作的翻译还较少。实际上，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
其是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成果相当丰富，没有
能够被大规模高质量地引入中国，对于我们的政治
经济学体系架构和学科建设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但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作为一个新事物，具有非常广阔的学术空间和非常
大的研究价值，等待我们去发掘和探索。
不可否认，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是

完美无缺的。其中，有一些问题和教训值得我们深
思。长久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被排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之外，二者的差
异和矛盾远远超过二者的沟通与相似性。森岛通夫
一直致力于打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
之间的沟壑，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被西方主流
经济学所容纳接受。为此，森岛通夫对马克思的相关
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运用冯·诺依曼的方法将马
克思的经济学数理化，并认为把劳动价值论同马克
思的其他经济理论相分离，就能使原本反对劳动价
值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接受马克思经济理论，从
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一席之
地。实际上，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精髓与本质，抛开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只能是被肢解和分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为
了获得对方认同而自我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与
森岛通夫类似，大西广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
主流经济学的交集出发，声称二者具有许多的共同
性和相似性。但大西广的错误之处在于将柯布—道
格拉斯生产函数引入剥削理论，得到了各种条件下
的均衡解，并强调初期资产差别并不是产生阶级和
剥削的根本原因。輧輰訛大西广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寻
找了所谓的微观基础。但这种行为无疑是没有意义
的，在 C-D函数中，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与劳动等同
起来，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表述和定义。
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
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个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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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社会性质。”如果将资本视作生产要素，就表
明我们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并且掩盖了剥削这个事
实。大西广在一开始就否定了劳动力作为唯一生产要
素的投入，自然也就会得到与马克思相反的结论。综上
所述，部分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不恰当行
为，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长久发展造成了不利影
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引以为戒，保持警惕。
在今天信息多元化，沟通和交流越来越发达的

情况下，我们应该从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入
手进行研究。首先，我们需要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和指导原则，以辩证的态度对待日本数理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坚决反对“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对于
政治经济学话语权的支配，改变政治经济学研究范
式的僵化和西化，并着力使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在经济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其次，我们应当拓展增
加对于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尤其培
养这方面的人才和年轻学者。与科学社会主义、马
克思主义哲学相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于日本的学习和借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这不
利于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培
养青年学者有助于增加国内对于日本数理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乃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体学习
和借鉴。再者，我们应当加强与日本数理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界的沟通。目前，国内已经有多所学校与
日本建立了互动、沟通等联系，但是学界之间的深层
次交流还远远不够。日本学者的影响力主要局限在
中国少数顶尖大学，传播范围非常有限。最后，我们
应当着力将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弥补中国政
治经济学研究中数理方法的不足与缺陷，为中国政
治经济学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国新时期的经济发
展、改革创新作出学术上面的贡献。

（本文得到清华大学副教授李帮喜提出的宝贵建议，在
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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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Con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Mathematical Marxist Economics in Japan
Yang Bowen1，Mu Xinxin2

（1.Economics School，Liaoning University，Liaoning Shenyang 110136，China；

2.School of Marxism，Liaoning University，Liaoning Shenyang 110136，China）

Abstract：Japan's Marxist economics originated early and was less disturbed by the Soviet model，so it has its own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Marxist economics in Japan，mathematics，physics and chemistry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conomics. Mathematical Marxist economics in Japan has been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in the confrontation and exchange with neoclassical economics，and has gradually absorbed the economic research
methods of many schools，gradually forming its own unique theoretical system. Among them，Mathematical Marxist School of
Economics，as the representative school of Japanese Mathematical Marxist School of Economics，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the world economic circles. Mathematical Marxist economics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to study and demonstrate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Marxist economics and the positivism of Marxist economics，and constructs a bridge between Marxist economics and
other economics.
Key words：mathematics Marxism school of economics，Japanese Marxism economics，Okishio Theorem，reproduc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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