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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韩非和马尔萨斯是中西方倡导人口过剩论的突出代表 ,他们的理论既有相通之处

又各具特色。二者思想的异同 ,展示了不同民族所面临的相同或相近的经济问题 ,在某种程度

上揭示了人口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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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体 ,直接关系一个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活动。人口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 ,从古至

今都是思想家考察、论述的重点。韩非 (约公元前 280 —前 233 年)

和马尔萨斯 (1766 —1834)是中西方人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人物 ,韩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绝对人口过剩论者”[1 ] (p406) ,

他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论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

系。马尔萨斯作为西方近代人口理论的奠基者 ,“唤醒了人们对人

口和生活资料的关注 ,开人口理论的一代先河。”[2 ] (p105) 对韩非和

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比较研究 ,不仅可以把握和印证中西方人口

思想的某些异同 ,在某种程度上 ,也能够揭示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

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考察 ,马尔萨斯和韩非在人口问题的见解

上 ,既有相近的一面 ,也有显明的相异之处。两人思想比较一致的

地方 ,恰好表明人类经济生活的客观实践和理论反映自有较为普

遍的共同性 ,即使相互隔绝、互不联系的场合也会发展出极为类似

的理论观点。

一、处于新旧秩序转换的历史过渡期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十八世纪末英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

的产物。英国在 18 世纪后半期开始产业革命 ,到十八世纪末产业

革命达到高潮。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机器大工业

的技术基础 ,然而机器的使用造成了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和工人

的破产与失业。伴随工人、农民生活的日益恶化 ,贫富差距和阶级

冲突不断加剧 ,英国掀起了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在法国革命和启

蒙主义影响下 ,各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纷纷涌现。威廉 ·

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一书中 ,论证了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 ,指出

私有制是一切灾难的根源。法国思想家让 ·康多塞同样认为社会

状况取决于社会制度 ,好的制度会使一切财富、机遇的不平等消

失 ,使人口增长不致因生活资料的匮乏而阻滞。[3 ] (p374) 为了消弭

激进思想的影响 ,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英国当政者需要一种

新的理论为其辩护 ,于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登上历史舞台。

与此类似 ,中国的春秋战国之际 ,封建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

变革 ,由贵族领主土地占有形式向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形式过渡。

与这一变革相适应 ,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礼乐

征伐自天子出”递次降为“自诸侯出”,“大夫执政”、“陪臣执国命”

等现象均表明整个社会已陷入“礼废乐坏 ,大小相逾”(《史记 ·礼

书》)的失序状态中。重新恢复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成为摆在

先秦诸子面前的迫切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个体私欲膨

胀、无限制地追求财富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宣扬“以义制利”作

为稳定社会、缓和阶级矛盾的统治原则。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

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张 ,他们从人口与财富的对比关系中 ,说明社会

治乱的原因 ,进而为财产私有权进行辩护。

二、面临增加人口的主流思想趋势
西方近代人口思想发源于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的人口观主张

国家像窖藏金条那样积聚人口”[4 ] (p202) 。托马斯 ·孟说 :“在人数

众多和技术高超的地方 ,一定是商业繁荣和国家富裕的。”[ 5 ] (p12)

著名经济学家蔡尔德 ·配第、斯图亚特 ,乃至亚当 ·斯密等都把人

口视为财富的源泉 ,提倡增加人口。蔡尔德 ·配第指出“人口少是

真正的贫穷 ,有 800 万人口的国家 ,要比面积相同而只有 400 万人

口的国家不仅富裕一倍。”[6 ] (p176) 亚当 ·斯密认为 :“一国繁荣最

明显的标识 ,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7 ] (p64) 斯密之后 ,约翰 ·拉姆

齐·麦卡洛克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 :“资本所指的应当

不光是人体之外可以用于维持生活并帮助生产的一切劳动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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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身不当成国家财富一部分是没有任何充分理由的。反之 ,把

人当成国家财富的一部分 ,则可以举出许多理由。人正和人力所

造成的机器一样 ,都是劳动的产品。”[8 ] (p39) 由此可见 ,古典主义经

济学家在人口思想的取向上是基本一致的 ,即众多的、不断增加的

人口是国力强盛的标志 ,人口增长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

济发展。这种人口观截至 18 世纪中期 ,一直是欧洲占主流地位的

思想。

增加人口 ,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或国家政策 ,在中国古代早已有

之。最早强力推行人口增殖政策的是越王勾践。他规定“壮年男

子不许娶老妇 ,老年男子不许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和男子二十

不娶则罪其父母。⋯⋯生育男孩者赐以两壶酒一条狗 ,生育女孩

者赐以两壶酒一头猪。一胎生三子者官府为之雇乳母 ,一胎生二

子者给予粮食津贴。”[9 ] (p146) 勾践之后 ,梁惠王及秦孝公都是厉行

人口增值政策的封建国君。在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中 ,孔子、墨子、

管子、商鞅等无不主张增殖人口。孔子说 :“地有余而民不足 ,君子

耻之。”(《礼记·亲记》) 墨子认为 :“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 ,王民者

所不足也。”(《墨子·非攻中》)“孰为难倍 ,唯人为难倍。”(《墨子 ·

节用上》)并提出早婚、禁妾、非攻、薄葬、减税等一系列增加人口的

具体措施。商鞅、管子从富国强兵的观点出发 ,力主增殖人口。商

鞅说 :“人众兵强 ,此帝王之大资也。”(《商君书 ·弱民》) 管子指出 :

“地大国富 ,人众失强 ,此霸王之本也。”(《管子 ·得令》)“夫争天下

者 ,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 ,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 ,

得其半者霸。”(《管子·霸言》) 总的看来 ,在先秦时期占主流地位

的人口思想是追求人口的增加 ,增殖人口的目的在于发展生产或

富国强兵。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下 ,马尔萨斯和韩非提出了

人口过剩论 ,它既是对客观经济现象的深刻反思 ,也是对前人思想成

果的积淀与扬弃。

三、首开人口与资源关系研究之先河
马尔萨斯在 1798 年匿名发表了《人口原理》,首次对人口与资

源的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马尔萨斯认为 ,人类社会有两个

永恒的法则 :“第一 ,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第二 ,两性间的情欲

是必然的 ,且几乎会保持现状。”[10 ] (p4) 在这个前提下 ,他阐述了人

口与生活资料变动的一般规律。“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

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 ,便会以几何比率

增加 ,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10 ] (p7) 在马尔萨斯看

来 ,人口的增长要快于物质资料的增长 ,绝对的人口过剩是不可避

免的。“随便假定世界有多少人口 ,比方假定有十亿罢 ,人类将以

一 ,二 ,四 ,八 ,一六 ,三二 ,六四 ,一二八 ,二五六 ,五一二那样的增

加率增加 ;生活资料却将以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那样

的增加率增加。”[10 ] (p8) 因此 ,马尔萨斯把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

关系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均衡过程 ,“人口的增加 ,必然要受到生活

资料的限制 ;生活资料增加 ,人口也常随着增加 ;占优势的人口繁

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 ,因而使现实的人口得与生活资料保持

均衡。”[ 10 ] (p43) 换言之 ,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增加是有自

然规律限制的 ,当人口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而出现不平衡时 ,

自然规律必然使二者恢复平衡 ,那么 ,人口增长的最终结果就是贫

困。“由人口的增长快于有限的土地所产生的生活资料的增长的

自然倾向所造成的、以最简单的社会状态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贫困 ,

使发达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的上层阶级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

难以按同样的生活方式供养家庭。”[10 ] (p174) 富裕家庭生活质量下

降的同时 ,穷人也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以前养活 700 万人口的

食物 ,现在必须在 750 万或 800 万人口之间分配。结果 ,穷人的生

活必然大大恶化 ,许多穷人必然陷于极为悲惨的境地。由于劳动

者的人数也多于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 ,劳动的价格必然趋于

下降 ,与此同时食物的价格则趋于上升。所以 ,劳动者要挣得和以

前同样多的工资 ,就得更卖力地工作。”总之 ,“人口的不断增加使

社会下层阶级陷于贫困 ,使他们的境况永远也得不到明显的改

善。”[10 ] (p14) 在这里 ,马尔萨斯抛开人类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和社

会制度的因素 ,抽象地总结所谓的“人口规律”,其理论的局限性不

言而喻。但是 ,马尔萨斯对人口适度增长的最初表述却奠定了人

口经济学的雏形 ,他通过对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较分析 ,揭示了劳

动需求、人口与劳动工资等人口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

指出的 :“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

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 ,总的说来是由于政治经济学 ,我们

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11 ] (p620)

与马尔萨斯不谋而合 ,韩非同样从人口和财货对比关系的角

度来分析社会治乱的原因。韩非指出 :“古者丈夫不耕 ,草木之实

足食也。妇人不织 ,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 ,人民少而财

有余 ,故民不争。⋯⋯今 ⋯⋯人民众而财货寡 ,事力劳而供养薄 ,

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是以古之易财 ,非仁也 ,财多

也 ;今之争夺 ,非鄙也 ,财寡也。”(《韩非子 ·五蠹》) 在韩非看来 ,现

实的问题不是人口稀少 ,而是人口过多。“今人有五子不为多 ,子

又有五子 ,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 ,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韩非

子·五蠹》)可见 ,韩非虽然没有“几何级数”、“算术级数”的概念 ,

但他和马尔萨斯一样 ,认为人口增殖的倍数快于财货增加的倍数。

从客观物质因素中寻求社会变动的根源 ,说明韩非已经接触到人

口问题的核心 ,“这在古代世界史上恐怕是最早出现的朴素的唯物

主义人口观点 ,这种观点到今天还不无现实意义。”[ 12 ] (p155)

四、反济贫法与反足民论
为反对社会主义者改革社会制度的主张 ,马尔萨斯在分析人

口问题时 ,区分了不同社会制度下人口过多与社会贫困的关系。

他认为财产私有制以及各人负担养育子女的责任 ,是控制人口的

最有效制度。“在私有财产权确立的地方 ,在社会的需要由勤劳和

交换来满足的地方 ,任何一个人想要占有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

的欲望不管怎样强烈 ,如果他自己所占有的某些东西不为别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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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他的这种欲望就不能对生产起任何作用。⋯⋯从利润的观

点来看 ,如果产品的价值不能大于取得这种产品时所花费的劳动 ,

就不会有对生产性劳动的需求。”因此 ,“在理论上 ,当不需要增加

劳动时 ,人口的增加将因就业机会的缺乏和已就业的劳动者生活

的恶劣而立刻受到抑制。”[13 ] (p259) 如果实行财产公有制 ,人们虽

然消除了贫困和饥饿的顾虑 ,但人口生殖会很快超过生活资料的

增加 ,公有制便要迅速瓦解和消灭。“在一种平等制度之下 ,虽然

大家都努力于获取更多粮食 ,但是人口仍紧紧地压迫着生活资料

的限度 ,而且所有的人都变得很贫困。”[ 10 ] (p332)“除非人口的增长

有办法加以阻滞 ,这种趋势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将使全体人民沦于

贫乏和困苦的境地。”[10 ] (p333) 马尔萨斯由此断言 :“贫困的主要的

和最难消除的原因是与政府的形式或财产的不平等分配没有多大

关系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人口的过快增长才是贫困的根本原

因。[10 ] (p551)

为保持利益约束的应有压力 ,马尔萨斯反对英国的济贫法。

他指出贫困救济不仅不能缓解贫困反而创造了更多的贫困人口 ,

“济贫法往往使人口趋于增长 ,而养活人的食物却不见增加。穷人

明知无力养家糊口 ,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 ,是济贫法在

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其次 ,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

价值的社会成员 ,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

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 ,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

赖救济为生。”[10 ] (p30) 所以 ,贫民的穷困“和任何其他人无关 ;他们

所生活的社会及统治这个社会的政府对于这个问题都没有直接的

力量 ;社会和政府不管怎样热心要救济他们 ,或试图要这样去做 ,

它们的这种仁慈的愿望 ,只不过是不合理的许诺 ,是无法实现

的。”[10 ] (p468) 为此 ,马尔萨斯强调 :“应该形成一种风气 ,把没有自

立能力而陷于贫因看作是一种耻辱 ,尽管这对个人来说似乎很残

酷。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 ,这种刺激似乎是绝对必需的。

如果某些人根本没有可能自立 ,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 ,只因可以指

望得到教区的施舍 ,便结婚成家 ,不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 ,

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损害同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一个不能养家

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 ,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

人。”[10 ] (p34) 1834 年 ,英国依据马尔萨斯的思想 ,撤销原来的济贫

法 ,制定了一项新济贫法。新济贫法规定 :取消一切金钱的或实物

的救济 ,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即把穷人收容到当时已在各地迅速

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3 ] (p379)

与马尔萨斯的主张相似 ,韩非也坚决反对把土地分给贫穷者

的济贫政策。他说 :“今夫与人相善也 ,无丰年旁入之利 ,而独以完

给者 ,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 ,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 ,独以贫穷

者 ,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 ,而力而俭者富。”(《韩非子 ·显学》)

“今上征敛于富人 ,以布施于贫家 ,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韩非

子·奸劫弑臣》) 征课富人而施与贫穷者 ,就是使“无功者得赏”

(《韩非子·奸劫弑臣》) ,这样 ,贫者不急于耕作 ,不仅对生产不利 ,

也有损于富者。况且 ,人们在“财货足用”以后会产生奢侈与怠惰 ,

故足民不但不能使人富足 ,反而使人贫困。“凡人之生也 ,财用足

则隳于用力。⋯⋯财货足用则轻用 ,轻用则侈泰 , ⋯⋯侈泰则家贫

⋯⋯此虽财用足而爱厚 ,轻利之患也。”(《韩非子 ·六反》) 在韩非

看来 ,必须人人贫困才能加倍努力 ,家家贫寒才不会因奢侈而陷于

穷困。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的 :“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给善良行为提

供自然的报酬 ,并广泛地普遍地使每个人都希望在社会里往上升 ,

而害怕沦落。这种社会形态无疑是最能发挥人的能力和智慧 ,并

且是有利于人类品德的锻炼和改进的。”[10 ] (p330) 由此可见 ,韩非

和马尔萨斯反对济贫的思想虽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 ,但为阶级

利益辩护的逻辑却如出一辙。

韩非和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尽管具有以上相似之处 ,但由于

社会经济环境、思维方式和方法原则的差异 ,二者在控制人口、消

除贫困的具体措施上仍存在重大分歧。

据现在的研究考证 ,欧洲大约从 1750 年起 ,人口增长率迅速

提高 ,到 1800 年 ,人口增加到 1. 8 亿至 1. 9 亿 ,即 50 年间 ,人口总

数翻了一番。随后 ,整个欧洲的人口增长率不断提高。18 世纪下

半叶人口的增长率约为 34 % ,1800 年到 1850 年上升到 43 % ,1850

年至 1900 年上升到 50 % ,人口的高速增长使当时的欧洲成为全世

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14 ] (p19) 人口增加有助于刺激生产 ,加快工

业革命的进程 ,但资本、技术等“瓶颈”因素的制约使“人口有超过

生活资料许可的范围而增长的这一恒常的趋势”[10 ] (p2) 对此 ,马尔

萨斯指出 :“在努力提高任何国家的生活资料数量对消费者数量的

比例时 ,我们的注意力自然首先集中在生活资料的绝对数量的增

加上。在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立即发现消费者人数的增加远远地

快于生活资料的增加 ;并且发现不管我们怎样努力 ,生活资料老是

瞠乎其后。这时我们就该相信我们仅仅在这个方向上努力一定是

不会成功的。这好象是驱使乌龟去赶上兔子一样。既然我们不能

使生活资料赶上人口而达成适当的比例 ,那末次一步的打算自然

就该使人口去适应生活资料了。假使我们能说服兔子使它乖乖地

睡着 ,那末乌龟便一定能够赶上它。”[10 ] (p469) 可见 ,马尔萨斯所主

张的恢复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的办法 ,是减少人口而不是

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唯其如此 ,才能够保证生活资料的增长超

前于人口增长一定的距离 ,我们所希望的两大目标就可以同时达

到 ,就是 ,一方面有实际的充实的人口 ,而另一方面又较少有赤贫

和求助于人的社会情况。”[10 ] (p347)

与之不同 ,中国战国时期 ,在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仍是地广人

稀 ,“七大诸侯国的人口共约两千万左右”[1 ] (p406) 。只有韩、魏等

国在秦国的不断进攻下 ,疆土日削 ,而被占土地上的人民“不乐为

秦”(《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纷纷向尚未被占的国土上迁移 ,以

致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土狭民众”、“参居而并处”(《商君书 ·徕

民》)的现象。所以 ,“人多财少”不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 ,更不是

生活资料增长过慢的结果 ,而是军事、政治原因所造成的局部地区

的人口机械增长。作为战国末期的韩国人 ,韩非对这种情况具有

直接的见闻和亲身的经历。为使人口数量与能够承载其生存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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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资料的数量保持平衡 ,韩非厉行法制 ,奖励耕织。他说 :“家有常

业 ,虽饥不饿”(《韩非子·饰邪》) ,“力作而食 ,生利之民也”(《韩非

子·六反》) ,“夫耕之用力也劳 ,而民为之者 ,曰 :可以得富也。”

(《韩非子·五蠹》)等 ,都是劝民归农以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从

某种意义上说 ,韩非施行“务法”、“务耕”的政策是对当时中国人口

矛盾的透彻论证和发挥 ,“是一种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的思

想理论。”[15 ] (p236) 具有不可抹杀的思想价值和历史贡献。

综上所述 ,韩非和马尔萨斯作为中西方人口思想史上的突出

代表 ,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 ,却同样认识到人

口与资源的矛盾是社会贫困的根源 ,他们都试图通过人口与生活

资料增长的适度平衡来实现社会秩序的合理化。二者在人口思想

上的相似性 ,表明人类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解决方法自有较为普

遍的共同性 ,二者思想取向和路径的差异 ,则与各自的社会组织形

态、生产方式等有着复杂的关系。这些异同以其在各自时代人口

理论上的巨大影响和启蒙作用 ,不仅成为近代人口思想发展脉络

上的重要一环 ,而且在迄今为止的人口经济伦理建设中仍不失其

深刻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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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population thoughts bet ween Han Fei and Malthus

WEI Zhong
( School of Economics , S hanghai Universit 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S hanghai 200433 , China)

Abstract : :Han Fei and Malthus are typical rep resentatives for advocating over - pop ulation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 ries respectively , and their t heories are similar and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of t he t hought s of t he two show similar and different economic problems

faced by different nations , and to some extent , reveal the specific cult ure and era spirit resulting f rom

t he pop ulation t hought s.

Keywords :Han Fei ; Malt hus ; pop ulation t hought ;over - pop ulation t 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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