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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学思想

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

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西

方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与德国思想家卡尔·马

克思和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并称为“社会

学的三大奠基人”。

与发扬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以及奉行实证主义

的杜尔凯姆相比，韦伯更强调主观因素对社会研究的

重要性，以主观选定的理想类型为研究框架，并以人

们对社会现象的主观理解为诠释对象。因此，韦伯对

宗教信仰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深，认为注重禁欲

的基督教新教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韦伯和美国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法国管理学家亨利·法

约尔处于同一时期，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了杰出贡献，是公共行政

学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马克斯·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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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韦伯在最初转向经济学研究时的中心问题，是由当时的社会

背景所引发，即德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所面临

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问题。《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共收录 4 篇文章，包含了韦伯在这些方面的见解。

 z 第一篇文章，《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是韦伯

1896 年在弗莱堡学术协会所做的讲座内容，脱胎于 1891

年出版的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

与私法的重要性》，与韦伯的博士论文《中世纪贸易公司

的历史》有一定关联。

 z 第二篇文章，《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处境 : 经济发

展趋势与政治后果》发表于 1892 年，是韦伯在 1888 年加

入社会政治协会这一学术团体后，参与该协会针对德国东

部移民与农工问题的调查，并据此调查和史料撰写的研究

报告，以此奠定了他出色的农业经济专家的地位。

 z 第三篇文章，《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韦伯 1895 年 5

月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的演讲。这篇演

讲稿表达了韦伯的政见，表述了他关于民族国家与经济政

策的关系、政治的担纲者及国家的政治教育等话题的观点。

 z 第四篇文章，《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 : 欧洲与美国的比较》

是韦伯 1904 年访问美国期间所做的学术报告，主题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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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讨论“农村社区或社会，既然已经不复存在，能

否复兴，如何复兴以保持健康和持久的发展”的问题。

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马克斯·韦伯代表的是德国的经济

历史学派“最年轻的一代”。韦伯的研究领域也与他的同僚维尔

纳·桑巴特相同，桑巴特则将资本主义的崛起归功于犹太教的影

响。在方法学的研究上，他的主要贡献是：解释社会学的理论和

反实证主义（又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

并且，韦伯还公式化了社会阶层的三大要件理论，主张社会

阶层、社会地位和党派（或团体）在概念上是不同的要件，即社

会阶层是以在经济上与市场的互动所决定的（物主、承租人、员

工等），社会地位是以非经济的成分如荣誉、声望和宗教构成，

党派则是指一个人与政治界的联系。而这三大要件都会影响到被

韦伯称为“生涯机会”的结果。

二、核心的内容：马克斯·韦伯的 
经济分析思想

西方文明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从“城邦文明”向“农业文明”

的演化。对于这种演化，韦伯使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分析

框架，分析了西方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主要分为以

下三点。

（一）自然经济的发展对市民的影响

西欧文明演变为封建社会与农村化，必须被理解成一个极大

的重修元气的过程，因为长期以来没有自由的底层民众，此时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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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拥有了家庭生活和私人财产，从“会说话的工具”变成了“人”。

韦伯指出，古典西方文明早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就已经没

落，本质是“城邦文明”，立足于以城邦市场为中心的交换经济，

依赖乡村的奴隶制庄园来提供产品。下层阶级家庭纽带的重建是

城邦文明覆灭的根本原因。罗马帝国的瓦解是基本经济结构发展

的必然政治结果，这就是商业的逐渐消失和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

的扩展。古代战争的一大目的是劫掠奴隶，而随着罗马帝国武力

征伐的停止，奴隶的供应也陷入停滞。

随着奴隶供应量的减少，原本无权拥有家庭的奴隶终于被允

许结婚生子，这样才能为庄园源源不断地补充人手。相应地，部

分奴隶因而可以租赁或获取一定数量的土地，从奴隶变成拓殖农

也就是自耕农，也就成了实质性的小农，经济身份的变化带来了

社会身份和法律身份的变化，进而改变了社会结构。

对于这种变化，韦伯进一步指出，在国家与拓殖农之间存在

地主充当中间性权力，地主们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权贵阶级，

他们不需听命于地方和省的行政权威，而只服从皇帝本人。

简言之，社会阶层划分从自由人与非自由人演变为身份等级

制。这使大庄园变成了完全自给自足的庄园，庄园的主要经济职

能慢慢变成以它内部的劳动分工来满足自己的一切需求。庄园依

靠农民的劳役实现了自给自足，不再与城市发生交易，中小市镇

因而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贸易退化带来的城市衰落使得

庄园占据了主要地位，庄园领主们成了政治领袖，最大的领主就

是国王。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帝国，往往以实物作为税收的

主要形式，这使维持付薪的官僚阶层和常备军变得更加困难。

而由于领主们努力保全庄园中有限的劳动力，国家也更难从

农民当中征募兵源，不得已从“野蛮民族”中征兵，并且要求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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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行组织武装，在危急时刻履行勤王的责任。这就是西欧封建

制度的创生和中世纪的开始。

在韦伯看来，西欧社会经历了城邦文明—城邦社会、农业文

明—农业社会、城市文明—商品社会三个阶段，而第三个阶段的

到来要以前两个阶段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他认为，向自然经济的

漫长过渡终会使市民的自由发展成为可能。

（二）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国家的影响

19 世纪末期，德国处于国家统一后的经济快速发展与深度社

会转型期，韦伯分析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形势和对应的政治后

果，核心议题是农业工人是如何出现的、农业无产阶级是如何形

成的，以及在社会变革中国家该如何干预。

韦伯认为，“庄园”已变为“地产”，而地产不仅是经济单元，

还是地方政治的统治中心。这些“地产”原本沿袭着封闭性的庄

园经济，主人对农民有人身支配权，为农民配给土地、提供住房，

并与农民从土地的总收益中进行分成。在封建社会形态下，农民

与领主是家长制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随着资本要素在农业改进中

所占比重的提高，这种关系逐渐让位于农业企业家与雇佣工人的

契约关系，经济理性被引入生产与分配的全程，以往的分成实物

报酬被定额实物报酬取代，后者又进一步被货币工资取代。分成

权利的丧失、货币工资的出现，标志着农民与领主关系的彻底改

变。庄园成为地产，领主成为农业企业家，而依附型农民则成为

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农业工人。

韦伯关注到德国东部地区农业工人内部构成的变化：在集约

化的生产条件下，农场季节性工人所占比重超过了长期工人，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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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流动的劳工出现了，在某些地方甚至成为劳动人口的核心组

成部分。

 z 企业规模越大，土地质量越好，土地经营的集约化程度越

高，长工在雇工总数中所占份额越小，而长工的减少对于

劳工的社会地位、工资率、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为有利。相

比分成报酬或实物报酬，货币工资的形式对劳动者的物质

福祉和安全保障是明显不足的，百年来，农业工人的主要

食品从谷物和奶类转变为营养价值更低的土豆就是明证。

这也表明，农业工人在农业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并未

随着农业资本化程度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相应改善生活

条件。

 z 农业无产阶级的前途在封建的家长制社会结构下，农民受

领主的人身支配和封建剥削，同时也受到领主的庇护。而

当农民摆脱依附关系成为自由雇工时，农民获得个人解放

的前提或代价是放弃了物质上更为有利、更为安全的地位，

从此生活只能靠他们自己，再也没有领主的庇护。

 z 封建剥削变为商业剥削，对于工人而言，雇主是可替换的，

并且发展出普遍的反抗的阶级意识，工人自身也在趋向于

同质化。农村劳动者在物质生活条件上日益接近一个统一

的无产阶级形态，农业无产阶级已经形成，韦伯将这一切

转变视为一场阶级斗争的准备阶段。他认为，在东部农业，

阶级斗争是一场徒劳而且无望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财

产和劳动者都会受害，正在发生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将工人

们均等化，由于利益的不同，也绝无在共同群体利益基础

上组成总工会的可能。

针对这一问题，韦伯纳入民族和文化的维度。他认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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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关工人前途的一个重要命题，“自由”在韦伯的文化谱系

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自由”意味着农业劳动者摆脱对土地和领

主的依赖，告别麻木与温驯，在迁徙中寻求另一种生存和生活的

方式，哪怕要牺牲物质福祉和安全保障。

对于国家如何干预，韦伯认为，易北河地区农业转型存在双

重忧虑，就是阶级层面和民族矛盾层面，国家要改变地主和农业

工人的特性，同时剥夺地主受托管理人的资格，通过国家的机构

系统地、渐进地，而非仓促地收购这些财产，将这些财产转化为

国有财产，出租给富裕农场主并提供国家改良的贷款。这一设想

几乎与赎买政策无异。赎买政策在这里指的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后，以一定代价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逐步转为国有的政策，用

温和的方式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三）政治经济学服务于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

利益

一代学者的使命是为保存和提高民族的素质、为后代争取生

存发展空间而斗争，而不是天真地相信经济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

韦伯作为当年的青年学者，满怀激情和使命，要为德国政治的理

智成长、为德国的民族情操永葆其肃穆庄重而尽其所能。

韦伯认为，德国东部庄园区的雇农流失是一个大众心理学问

题，德国雇农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庄园生活的社会条件了，“自我

意识”开始增长，开始渴望自由。这种迁移是自主性和现代性的，

对自由的向往使日耳曼雇农们选择了背井离乡，自给自足的生计

模式以及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要求”使波兰小自耕农在环

境最恶劣的地方扎下根来。结果，德国东部的土地上出现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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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民族胜出的局面，他认为“出色的”日耳曼民族是出于社

会组织或“种族优越”而无法适应低生活水平环境，才暂时失去

了光芒。

韦伯指出，物竞天择的结果并不一定像我们当中的乐观者所

想的那样，总是使更有经济头脑的民族胜出。就德国而言，农业

耕作模式转变，以及农业面对深重危机的关系，使经济不发达的

民族走向胜利。韦伯就此提出两点建议。

 z 一是关闭东部边界，抑制外来劳工潮。

 z 二是将东部土地大量收归国有，以取缔那些依靠外来劳工

的大庄园，防止国土“被贫穷落后的斯拉夫民族逐渐蚕食”。

韦伯以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的嫡系传人自居，他认为，一个能

够领导民族的阶级，必须具有政治上的成熟性。也就是说，这一

阶级，按照他们的理解力，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利益，

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任何考虑之上。

民族国家的存在，不仅有经济基础还有心理基础，它不仅是

经济统治阶级的组织，还能够团结那些经济上受压迫的阶级。领

导阶级的存在，不仅有经济理由，还有政治理由，他们除了要掌

握经济权力，还要成为“民族政治意识的担纲者”。他认为，政

治经济学应当服务于政治，服务于整个民族长远的政治利益。

三、研究的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的 
发展面临的问题

土地占有是保存和传承财富的最佳手段，甚至是跻身统治阶

级的通途，各行各业的精英们都会走上土地占有的道路。韦伯通

过农业社会学研究，探索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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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首先分析了美国与欧洲大陆农村社会结构的差异。传统

的力量在欧洲大陆产生和维持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人口类型，也使

欧洲的资本主义始终带有集权色彩，不同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

自由平等的情况。地域比较反映出农业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具有

不同特质。在以当时欧洲大陆为典型的传统社会，人们关心如何

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最多数量的人，资产阶级面临的反对力量，

不仅有传统的农村贵族，还有官僚、教会、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等。

现代资本主义式的竞争产生的强大动力，与农业一股保守的反对

力量相互冲击。

韦伯指出，欧洲大陆各种社会力量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源于

土地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冲突。在 13—14 世纪，德国东部和

西部的农村社会结构是相对一致的，而 16 世纪以来，两个地域开

始出现差别，并且差别持续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z 1848 年席卷欧洲的革命虽然动摇了封建地主制度，解除

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支配与依附关系，却未能改变“土地

的命运”。东普鲁士的土地仍然握在地主手中，没有分给

农民。德国西部的农业生产具有劳动密集的特点，那里出

现了面向市场的城郊小农户，他们在生产效率上超过了雇

工经营的大型农场，并成功地开展了合作社运动。可是在

德国东部，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小农户

完全丧失了竞争力，合作的热情也被经济个人主义淹灭。

 z 相应地，西部的土地贵族发展成为“地主”，通过地租、

高利贷和捐税来剥削农民；而东部的土地贵族发展成为“庄

园主”，先圈占农民的土地，然后雇佣农民来为他们耕种，

将产出的谷物出口到国外。

 z 西部的“地主”能够悠然地“从土地中榨取收入”“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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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当成生财工具”；而东部“庄园主”却不得不兢兢业业、

惨淡经营，时刻被世界市场上的价格起伏牵动着神经。

韦伯认为，年轻的美国终有一天会遇到与古老的欧洲同样的

问题，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对于农业发展已达饱和状态的古老文明

国家会产生的问题。农业资本家的最优选择是转变为食租的地主，

而不再投资于农业；经营者的最优选择是租入土地，而不是在自

有的土地上耕作；普通的小自耕农，要么选择放弃土地，要么倒

退回最原始的自给自足状态，不再参与市场竞争。工业垄断和信

托是无法持久的机制，生产条件不断改变，市场上的资产价值也

日新月异；工业垄断资本也没有集权特征和贵族政治的印记。

然而，对土地的垄断总会创造出一个政治贵族阶层。就是说

当投资进入边际报酬递减的阶段，各行各业的精英们都会走上土

地占有的道路，因为这是保存和传承财富的最佳手段，甚至是跻

身统治阶级的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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