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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论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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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歇尔的经济学说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

效率问题
,

即在投入一定的条件下
,

使产 出最大化

的 问题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 问题
。

马歇尔在 《经济学原理 》中对影响 生产效率的三大 因素 —
生产者

身体的活力
、

生产者的能力和组织进行 了深入分析
。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马歇尔是 世纪末 世纪初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

新

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
,

英国
“

剑桥学派
”

的创始人
,

其主

要著作 《经济学原理 》曾是经济学领域中划时代的著作
。

马歇尔的经济学说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

微观经济学

产生的前提是经济资源的稀缺性
,

其研究 目的是提高稀缺

资源的利用效率
。

效率问题
,

即在投人一定的条件下使产

出最大化的问题
,

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

马歇尔

对影响效率的各种因素作了全面深人的分析
,

这在今天看

来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

马歇尔关于效率的论述散见于各章节
,

既有关于经济

效率的论述
,

也有关于生产效率的论述
。

在马歇尔看来
,

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类
。

一 生产者身体的活力
马歇尔认为

,

身体的活力是工业效率的基础
,

是一切

进步的源泉
,

他说
“

我们必须考虑身体的
、

精神的和道德

的健康与强壮所依靠的种种条件
。

这些条件是工业效率的

基础
,

而物质财富的生产要看工业效率而定 ⋯⋯在许多

职业中
,

工业效率
,

除了身体的活力 —这就是筋肉的强

壮
、

健全的体格和奋发有为的习惯 —之外
,

不需要什么

其他东西
。

⋯⋯这种人的坚强
、

这种决心
、

精力和自制力
,

简言之
,

这种
‘

活力
’ ,

是一切进步的源泉 它在伟大的

事业中
,

伟大的思想中
,

以及对于真正的宗教情感的 自力

中表现出来
。

川

马歇尔认为
,

决定体力和活力的因素有以下几种
。

气候

马歇尔认为
,

决定生命长短的各种原因大体上与决定

体力和活力的各种原因是相同的
, “

这些原因中的第一个原

因就是气候
。

⋯ ⋯而高的死亡率一般是被归咎于气候的不

利于健康
。 ” 川 暖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活力

,

对人的体力劳

动和脑力劳动的效率都有消极影响
。

而寒冷的气候把人们

困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
,

使人精神萎靡不振
,

效率降低
。

统计表明
,

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
,

人口 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

凉爽的气候最适宜人的工作和生活
。

而且
,

不同的种族表现出不 同的活力
。

马歇尔认为
,

气候对于种族特性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

马歇尔说
“

活力一

部分要看人种的特性而定 但是
,

这些特性一就其能被解

释的而论一似乎主要是由于气候的缘故
。 ” 〔’〕

生活必需品

马歇尔认为
,

维持劳动者的生产效率的必需品主要包

括 舒适的住宅
,

温暖的衣着
,

干净的水
,

丰富的食品
,

适量的闲暇和娱乐
。 “

生活必需品的第一样就是食物
、

食物

的调制是否适当关系很大
· · · · ·

一个人所有的食物供给与

他可用的力气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

而在体力操作方面尤其

如此
。

⋯ ⋯次于食物的生活和 劳动的必需品
,

就是衣着
、

住屋和燃料
。

当这些东西缺乏时
,

精神就变为迟钝
,

最终

体质也受到损害
。

⋯⋯休息与食物
、

衣着及其他属于物质

的必需品
,

同样是强壮人 口 的增长所必需的
。

各种过度的

工作都要减低生命力 同时
,

忧虑
、

烦恼和过度的精神紧

张
,

对于损害体质
、

损伤生殖力和减少民族的活力
,

都有

极大的影响
。 ” 川

如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样东西
, “

他的效率之将受到损

害
,

正像一匹马饲养不 良或一架蒸汽机没有充足的煤的供

给一样
。 ”

川 此外
,

因时代和地点的不同
,

人们有不同的习

惯
,

有些人爱抽几支烟
,

有些人喜欢喝二两酒
,

或者穿件

时髦的衣服
,

这些东西可称为习惯上的必需品
,

也是维持

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所必需的
。

某些东西超出了习惯必需品

的范围
,

一般被视为奢侈品
,

但在某种程度上说
,

也是维

持生产效率所必需的
,

例如在劳动强度很大或劳动者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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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

吃点生猛海鲜补补身子应该不算奢侈
。 “

任何一行或

一业的生活程度的提高
,

将增进它们的效率
。 ” “

高工资

不仅能提高工资领受者的效率
,

而且能提高他们子孙的效

率
,

⋯⋯即报酬优厚的劳动一般地是有效率的劳动
,

因此
,

不是昂贵的劳动
。 ”

马歇尔指出
“

气候对于决定生活必需品也有很大的作

用
,

⋯⋯维持效率的必需品是随着要做的工作的性质而不

同的
” 。

川 在三九天的哈尔滨
,

厚棉衣是生活必需品
,

而在

海南的三亚
,

一件羊毛衫足矣
。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
,

如在斯密举例的制钉业中
,

生产工具 比较简单
,

并不需要

较大的体力和较高的脑力
,

女工
、

童工大量存在
,

工资水

平很低
,

工人的生活条件很差
。

而在现代的高科技行业
,

手机
、

电脑
、

秘书
、

助手都是维持效率的必需品
。

希望
、

自由
、

变化

有希望才有进取的动力
,

有 自由才有创造力
,

有变化

才有生机
,

古人云
“

穷则变
,

变则通
” ,

又云
“

树挪死
,

人挪活
” 。

亚当
·

斯密在论及变化与活力的关系时说
“

大

多数人的智力
,

必然由他们的 日常活动发展起来
。

终生从

事简单操作的人 ⋯ ⋯没有机会运用 自己 的智力 ⋯ ⋯他的迟

钝和无知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

⋯⋯他的呆板的
、

单调

的生活 自然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 ⋯⋯他甚至破坏了他的身

体的活力
,

使它除了从事他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
,

不

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 自己的力量
。

马歇尔认为
,

希望
、

自由和变化三个因素与人的活力

密切相关
。

他指出
“

一切的历史都充满了关于在不同程度

上由奴隶制度
、

农奴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一般的和政治

的压制与迫害所造成的无效率的记载
。

在一切时代中
,

殖

民地人民在活力和精力方面易胜过母国
。

也许最重要的原

因是在于他们的生活上的希望
、

自由和变化
。 ” ’〕马歇尔把

自由分为两种
,

一种是
“

不受外界约束的自由
” ,

一种是
“

由自制力而来的较高的 自由
” , “

由自制力而来的较高的

自由
,

对于最高级的工作甚至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
。

这

种 自由有赖于生活理想的高尚
,

而生活理想的高尚一方面

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
,

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和宗教的

影响
,

其中幼年时代母亲的影响是最大的
。 ’,

川

职业

在马歇尔生活的时代
,

虽然城市居民有知识
,

收人高
,

医疗便利
,

但城市中的婴儿死亡率却比农村高
,

在妇女因

忙于工作而忽视家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

关于职业与健康的关系
,

马歇尔说
“

身体的和精神的

健康与强壮受职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

在本世纪之初
,

工厂

工作的条件对所有的人
,

尤其是幼童
,

是不必要地不健康

和难受的
。

但是
,

工厂和教育的法令
,

已把这些弊端中最

坏的从工厂中清除出去了
,

虽然其中许多弊端在家庭工业

和较小的工厂中仍然存在
。 ” 〔’〕随着工业部门的增加特别是

化学工业的发展
,

越来越多的职业病的发生使职业与健康

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

生活环境的影响

马歇尔对生活环境与健康的关系论述较多
,

他重点从

城市与农村生活环境差别的角度
,

分析 了污染严重
、

拥挤

不堪的城市环境对活力的消极影响
。

他说
“

新鲜空气和阳

光的缺乏
,

为各种年龄的人和儿童游戏所需要的室外休息

处的缺乏
,

耗尽那些不断流人大城市的最优秀的英国人的

精力
。 ”

川 因此
,

马歇尔主张
“

在大城市中设立公园和运动

场
’, , 〔‘〕以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

,

提高人们的活力
。

另一方

面
,

应该通过发展交通运输等措施
,

加快企业和工人向郊

外迁移
,

因为
“

郊外有优良的排水
、

供水和灯光设备
,

还

有优良的学校和户外游戏的好机会
,

这些条件之能增进活

力
,

至少与乡村中所有的条件一样
。 ”

川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

的提高
,

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的环境
,

环保主义应运而生
。

社会的进步

马歇尔认为
,

性会的进步对人们活力的影响是双重的
。

一方面
, “

关于斗争和竞争的淘汰的影响
,

在文明的较早阶

段中
,

使最强壮和最有力的人留下的子孙最多 人类的进

步之由于这种影响
,

比其他任何一个原因为大
,

但这种影

响现已部分消失了
。

在文明的较后阶段中
,

上层阶级结婚

很迟
,

因而他们的孩子就比工人阶级少
” , ’〕上层阶级还采

取其他方法节制生育
,

从而导致上层阶级中的国民活力趋

于熄灭
。

另一方面
, “

知识的进步
,

特别是医学 的进步
,

政府在关于保健的一切工作上不断增长的活动和明智
,

以

及物质财富的增加 —这些因素都会减少死亡
、

增进健康

和延长寿命
。 ’,

川

二 生产者的能力
马歇尔说

“

人类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
,

同样

是重要的生产手段
” 。

川 他特别强调了企业管理才能
, “

私

人企业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权衡任何方针的得失和鉴别

它们真正相对重要性的那种能力
。

由于实践和天才而学会

使各种因素各得其所的人
,

业已获得致富之道 我们生产

力的效率的增加
,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许多能干的人
,

他

们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获得这种企业才能
。 ”

川

能力源于知识
,

知识的综合运用表现为能力
。

知识作

为一种非实体性生产要素
,

其重要性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增

加
。

马克思说
,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邓小平说
,

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
。

马歇尔说
“

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

力
” 。

川
“

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
,

足以抵偿整个

城市的教育费用 因为
,

像白塞麦的主要发明那样的一种

新思想之能增加英国的生产力
,

等于十万人的劳动那样多
。

医学上的发明 —像吉纳或巴士特的发明那样 —能增进

我们的健康和工作能力
,

以及像数学上或生物学上的科学

研究工作
,

即使也许要经过许多代以后才能显 出增大物资

福利的功效
,

他们对生产所给予的帮助
,

虽没有前者那样

直接
,

但重要性是一样的
。 ” 〔’

在知识经济时代
,

知识重要

已成为人之共识
。

人们上班忙工作
,

下班忙充电
,

各种成

人教育
、

职业教育如雨后春笋
。

有人预言
,

资本时代行将

过去
,

知本时代指 日可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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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资本时代还是知本时代
,

都是能者统治的时代
。

但知识不等于能力
,

所以马歇尔特别强调了能力
。

他认为
,

影响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

一个是环境
,

马歇尔说
“

一

般能力大都要看幼年和少年时代的环境而定
。

在这方面
,

最早和最有力的影响是母亲的影响
。

其次是父亲和其他孩

子的影响
,

而在某些情况下
,

还有仆人的影响
。 ”

川 另一个

是教育
, “

依靠这个手段 指教育
,

许多原来会默默而死

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
。 ”

川 他把

教育分为一般学校教育和工业教育两大类
。

一般学校教育

重在培养人的综合素质
, “

在学校教育中得到的进步之所以

重要
,

除了由于它本身的缘故之外
,

更多的是因为学校教

育所给予的将来进步的能力之故
。

⋯⋯由最好形式的普通

教育所训练出来的那些才能的重要性正 日见增大
” ’〕他强

调
“

教育必须更加普及
。

学校教师必须懂得他的主要任务

不是传授知识
,

因为几先令买来的报刊上的知识一个人的

头脑就容纳不 了
。

他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个性
、

能力 和才

干
’, 。

川 工业教育重在发展能力
, “

按照英国最好的意见
,

为

高级工业而设的工业教育
,

应像普通教育那样
,

不断以发

展才能为目的
。

它应当与完善的普通教育建立在同一的基

础上
,

但应进一步详细制订出特殊的学科
,

以利于特殊的

行业
。 ’,

川

三 组织
马歇尔认为

,

组织对效率的影响有以下两种情况
。

这

从另一方面说明
,

精神生产更离不开丰富的社会生活
。

区域内居民的增加

随着居民的增加
,

道路
、

交通工具及医疗
、

教育
、

娱

乐设施会随之增加
,

市场上的商品会更丰富
,

居民的生活

会更便利
,

眼界也更开阔
,

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

恩

格斯在 《路德维希
·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

说
,

在社会领域内
,

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
“

前进
” ,

这主

要是因为费尔巴哈
“

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

孤陋寡闻的生活
” 。

’

工业组织内部的分工协作

正如亚当
·

斯密所说
, “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
,

以

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
、

技巧
、

和判断力
,

似

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

⋯⋯有了分工
,

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

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
” 。

川 但是
,

分工不是越细越好
。

马

歇尔指出
“

在低级工作上
,

极端专门化能增大效率
,

而在

高级工作上
,

则不尽然
。

在最高级的工作部门中应当实行

专业化到什么程度
,

是一个困难而未解决的问题
。

在科学

研究中以下一点似乎是一个正确的法则 研究的范围在青

年时代应当广泛
,

而随着年事 日增
,

就应当逐渐缩小
。 ”‘’

虽然工作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

但其意思是正确的
。

他举了

两个医师的例子
,

说明研究范围较广的医师比专门研究一

种疾病的医师高明
。

许多病具有相似的症状
,

仅研究一种

病显然是不够的
。

在学科交叉发展的今天
,

研究范围太专

很难出新的成果
。

分工虽然提高了效率
,

但也潜藏着危险
。

工人一旦失

业
,

就难以找到曾经从事的工种
,

在产业结构调整加快
、

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尤其如此
,

从而降低其工作效率
。

另

有一些人具有特殊的天赋
,

只适合于特定的行业
,

若使他

做别的工作
,

则其工作效率较低
。

这就需要政府加快劳动

力市场建设的步伐
,

来减少结构性失业和结构性人才浪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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