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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爱因斯坦的经济思想 

周德海

（合肥市行政学院 科研处，安徽 巢湖 ２３８０００）

［摘　要］爱因斯坦在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艰难生活和经济压迫，使他对经济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思考。在爱因斯坦的思想
中，经济应当以道德作为基础；经济的发展依靠科学的进步，是科学通过技术引领经济的发展；个人自由是创造性劳动的必

要条件，人类的历史是由创造者创造的。

［关键词］爱因斯坦；经济思想；道德；科学技术；个人自由

［中图分类号］Ｆ０９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４６－０５

Ｏ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ＺＨＯＵＤｅ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ｆｉｃｅ，Ｈｅｆｅｉ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ｈａｏｈｕＡｎｈｕｉ２３８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ｂｙ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ｉｎｈｉｓｅａｒｌｙｙｅａｒｓ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ｄｈｉｍｔｏｈａｖｅ
ｄｅｅｐ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ｓｓｕｅｓ．Ｈ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ｒｅｇｕｉｄｅｄｂ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ｓ
ｔｈｅ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ｒｅｅｄｏｍ

　　与爱因斯坦的其他思想比较普遍地成为学术
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不同，有关爱因斯坦经济思想

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依然处于空白状态，甚至在笔

者所见到的一些爱因斯坦的传记中，也没有人提

起。在笔者看来，爱因斯坦从少年时代开始所经历

的艰难生活和经济压迫，使他对经济问题有着非常

深刻的思考，因此，对爱因斯坦经济思想进行研究，

或许能够使我们对经济问题获得一种新的认识。

　　一　经济应以道德为基础

少年时代经受的艰难生活条件，使早熟的爱因

斯坦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

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那些用伪善和漂亮

的字句掩饰着的残酷追逐，不能使一些有思想、有

感情的人得到满足，他们只有到宗教中寻求出路。

通过传统教育机关的灌输，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深

深地信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宗教。尽管爱因斯坦

在１２岁那年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突然中止
了对这种传统宗教的信仰，确立起从思想上掌握那

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的“最高目标”，但是，他却把

对传统宗教信仰的这种经历，看成是他“自己从‘仅

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从那种被愿望、希望和原始

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１］２

爱因斯坦人生的这个“第一个尝试”，不仅改变

了他的人生走向，而且也使他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认

识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和感受。当爱因斯坦成为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世界级的思想家以后，他在对

人的本质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中发现，人类所做和所

想的一切，不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努力和创造外表

上多么高超，其实都关系到要满足他们自己的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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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每一个人在生存的过程中，都力图避开痛苦

和死亡，期望安全、幸福和个人才能的自由发展；但

是，如果人们作为个人屈从于原始本能的命令，只

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逃避痛苦和寻求满足，那么，

他们得到的全部结果，总起来必然是一种不安全

的、恐怖的和混乱的痛苦状态。即使人们从自私自

利观点出发来运用他们的才智，按照自由自在的幸

福生活的幻想来建立他们的生活，情况依然不会更

好一些。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这种痛苦的生

存境况，先贤们通过为人们树立一个“自由幸福的

人类公社”的美好目标，并且“要求人们通过内心不

断的努力奋斗，把自己从反社会性的和破坏性的本

能的遗传中解放出来”，从而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

“内容和意义”。［２］２２４这种“同人类社会道德目的有

关的事和人的价值”，在爱因斯坦看来，就是道德宗

教给予“全人类最宝贵的遗产”。［２］１８５他说：“一切文

明人，特别是东方人的宗教，主要都是道德宗

教。”［１］４０４“我们的志向和判断的最高原则是犹太教

－基督教的传统给予我们的，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
目标，就我们的微弱能力而论，要完全达到它还差

得很远，但是它却为我们的志向和价值提供了可靠

的基础。如果人们从它的宗教形式中把这个目标

抽了出来，而只看它属于纯粹人性的一面，那么，也

许可以把它叙述为：个人的自由而有责任心的发

展，使他得以在为全人类的服务中自由地、愉快地

贡献出他的力量。”［２］２０８

正因为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确立了在为全

人类的服务中自由地、愉快地贡献出他的力量的人

生目标，才能够使他在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没

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念，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探

索个人以外的那个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在科学理论

研究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广泛的社会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为人类的经济、社会、政治、科学、

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也正是基于这种切身的体会，爱因斯坦把道德看成

是“一切人类的价值的基础”，［１］４７０认为是道德“始

终指导着我们的判断，鼓舞着我们的行动”。［２］１８６因

此，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社

会活动，都必须以道德作为基础。否则，没有道德

作为基础的“金钱只能唤起自私自利之心，并且不

可抗拒地会招致各种弊端”。［２］５０

客观事实似乎也印证了爱因斯坦的这种观点。

我们大家知道，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一些国家在

某一时期，虽然能够通过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在

短时间内刺激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但是，由于这些

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没有搞清楚或者根本

就不懂得应当以道德作为经济的基础的道理，只是

利用人的自利（所谓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集团利

益、企业利益、家庭或家族利益、个人利益，等等）本

性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

或整个国家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不仅浪费了大量

的社会经济资源，而且严重地腐蚀和损害了社会机

体。这种不以道德为基础的经济，是不可能有持续

性的，也是没有前途的。

由此可见，那种主张经济与道德无关的观

点，［３］认为经济与道德相互冲突的说法，［４］不仅在

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二　科学通过技术引领经济的发展

爱因斯坦把科学分为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

理论科学的任务是从事对外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

的探索，它的产物是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应用科

学是在理论科学所获得的客观知识的基础上，发明

或创造出人类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新的生产

工具、工艺规程和消费产品。简单地说，科学直接

产生的是知识，间接产生的是技术。在爱因斯坦看

来，科学对人类事务的影响，也就表现为两种方式：

一是科学通过技术，发明出诸如蒸汽机、铁路、电力

和电灯、电报、无线电、汽车、飞机、炸药等，具有较

高的科学技术含量，可以释放出更大生产效率的新

的生产资料或劳动产品，当它们投入劳动生产过程

以后，不仅能够减轻人们的日常劳动，“使人从极端

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废除

了”人类曾经在生产生活必需品方面而遭受的“苦

役”，［２］１６０而且科学及其技术在生物学和医药在保

护生命方面的成就，更是大大减少了人们的病痛和

延长了人类的生命。二是科学“能在很大程度上削

弱世上流行的迷信”。［１］４０９尽管科学所取得的成果

依然有限，但是，它不仅足已使人们“相信人类的思

维是可靠的，自然规律是普天之下皆准的”，从而

“克服了人们在自己面前和在自然界面前的不安全

感”，［２］１６２获得一种心灵上的平静和安宁，“而且也

造出了最美好的艺术上和思想上的作品”，［２］７３极大

地丰富和改善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因此，爱因斯坦

认为，科学家通过他们勤恳的劳动，“在消除那种摧

残人的偏见方面所作的贡献，比起政治领袖来还是

要大些”，［２］１６８而且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

于科学家的工作，甚至是反动科学家的工作”。［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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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爱因斯坦为我们展现了一条由科学理论的

创立，到工程技术的发明，再到劳动产品的生产，这

样一个完整的社会劳动过程和社会经济运动的

轨迹。

很明显，没有科学理论的创立，就不可能有工

程技术的发明，更不会有物态性劳动产品的生产。

我们以原子能的利用和原子弹的制造为例，正是因

为首先有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然后才会有

利用原子能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发明，最后才会有

利用原子能的劳动产品和作为劳动产品的原子弹

的制造。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创立以前，人类根本

不可能想到原子能和原子弹的问题。因此，是科学

为技术发明提供理论基础，是科学技术为社会生产

指引前进的方向。再比如，从爱因斯坦在１９１６年
完成的广义相对论中预言的引力波的存在，到上世

纪８０年代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共
同提出“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ＬＩＧＯ）科研项
目，人类终于在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１日成功探测到了引
力波。虽然这项研究前后耗费４０年的时间和６．２
亿美元，但是，它不仅带动了激光、材料、光学、工

程、计算机等诸多学科前沿的发展，而且已经对半

导体制造、能源、材料、大数据等实用领域产生深远

影响，［５］一旦这些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经济过程之

中，必将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能够引

起社会经济局部领域的革命性变革，这就是现代科

学、技术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正是在这种

意义上，爱因斯坦指出：“科学，如果要繁荣，就不应

当有实用的目的。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科学所创

造的知识和方法只是间接地有助于实用的目的，而

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要等到几代以后才见效。对科

学的忽视，其结果会造成缺乏这样一类脑力劳动

者，他们凭着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判断，能给工业指

出新的途径，或者能适应新的形势。凡是科学研究

受到阻碍的地方，国家的文化生活就会枯竭，结果

会使未来发展的许多可能性受到摧残。”［２］１１１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的许多人，甚至连

一些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不理解这

一点，而是认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

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改革开

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

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

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６］其

实，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不明白，在当今经济全球

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不重视发展科学，因而科学

技术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在高科技商品的世界市

场上，只能充当为发达国家打工的角色，赚一点维

持生计的小钱。［７］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因此，可以说，像王义遒教授这类不懂科学与经济

之间的关系，而又占据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对社会

舆论和社会意识有着较大影响的人们的观念，是阻

碍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８］

不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机器大规模地进入

社会的生产领域，固然可以生产出更多廉价的劳动

产品，把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者从繁重的体力劳

动中解放出来，但是，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又会侵占

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岗位，导致他们大量失业，加剧

他们之间的竞争，使他们生活在恐惧与贫困之中。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人“一本正经地要禁止技术革

新”，［２］１０８甚至著名的印度政治家甘地也主张，“在

现代文明中排除或者竭力减少机器生产”。对于甘

地的这种观点，爱因斯坦明确表示 “是错误

的”。［２］１５５因为机器生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它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扎下了根，人类不可能再返回到

他的童年时代，问题只在于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爱

因斯坦提出的解决办法，一是“从法律上减少雇员

的（平均的）劳动时间，直至失业现象的消失”；二

是“把最低工资确定到这样的水平，以便购买力同

生产出来的货物量相适应，使物价不致因此而发生

波 动 （由 于 心 理 上 的 原 因，波 动 是 不 利

的）”。［１］４２０—４２１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技术

成果，又能够在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减

少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为他们发展自己的才能提供

可能性。虽然爱因斯坦的这种办法只能治标而不

能治本，但是，它们在当今世界已经得到普遍采用。

而爱因斯坦提出的治本之策，就是实行社会主义的

完全的计划经济。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笔者将另拟

专题讨论，在这里就不说了。

也许有人会说，爱因斯坦的科学进步引领经济

发展的观点，仅仅适合于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

之间的关系，而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却是社会实践

或社会生产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像恩格斯曾

经说过的，社会一旦有实践上的需要，就会比十所

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只

是一种表面现象，用爱因斯坦的话说，“表面现象会

骗人”。［１］２３３我们以人们常说的作为人类出生证的

第一把石斧的生产为例，来说明科学技术与社会生

产之间的真正关系。当处在猿 －人交界点上的某
一个猿，在自己的头脑中意识到带有锋利棱角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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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可以更有效地斩断植物的根茎或者切割动物的

皮肉时，很自然地会在自己的头脑中构造出一把石

斧的形象，然后便是按照头脑中的这把石斧的形

象，利用自然界中的石块把它打制出来，于是，这个

猿就变成了人。在这里，那位猿－人在他的头脑中
构思石斧的活动，就是最原始的科学与技术合一状

态下的研究活动，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想

一想”“想办法”等。很明显，没有那位猿 －人在头
脑中构思石斧的脑力劳动，就不可能会有他打制石

斧的体力劳动。由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劳

动分工的深化，那位猿－人生产第一把石斧的劳动
过程，分化为科学理论研究、技术工艺发明和生产

物态性产品的感性操作这样三个劳动阶段和三种

具体的劳动形式。可惜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理论中，把“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仅仅限

定在人类生产物态性产品的感性操作阶段。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列举的那位用蜂蜡建筑蜂房的建

筑师的“劳动过程”，并不包括他从事蜂房的理论研

究和设计蜂房建筑蓝图的劳动，而是认为“劳动过

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

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

着”。［９］２０８

　　三　个人自由是创造性劳动的必要条件

爱因斯坦认为，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具有田园风味的个人或者相当小的集团完全自给

自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而，在一定的意

义上可以说，人类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新

型社会，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与别人的存在密

切相关。他说：“我们吃别人种的粮食，穿别人缝的

衣服，住别人造的房子。我们的大部分知识和信仰

都是通过别人所创造的语言由别人传授给我们

的。”［２］５１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尽管个人“是能

够自己进行思考、感觉、奋斗和工作的”，但是，他的

肉体、理智和感情的生活却都要依靠社会，“是‘社

会’供给人以粮食、衣服、住宅、劳动工具、语言、思

想形式和大部分的思想内容”，［２］３１４如果一个人“单

凭自己来进行思考，而得不到别人的思想和经验的

激发”，那么，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所想的不

仅“不会有什么价值”，而且“一定是单调无味

的”。［２］３５１因此爱因斯坦认为“我们胜过野兽的主要

优点就在于我们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之中。……个

人之所以成为个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义，

与其说是靠着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他是伟

大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从生到死，社会都支配着

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２］５１在这里，爱因斯坦

构建的是一种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或道德观。

这种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或道德观，必然要求个

人在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中，他人和社会的利益高

于自己的利益，个人只有在为他人和社会的服务

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爱

因斯坦本人是把“人类的福利……置于一切之上”

的。［２］４２甚至在他已经成为世界名人，享受着比在专

利局时期更为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后，还常常反

省自己。他说：“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

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

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份量来报偿我所

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

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

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２］５５需要说明的是，爱

因斯坦并不一般地反对个人对某些生活享受的追

求，因为在人类的福利中就包含着每一个人的福

利。他所强调的是，人们必须是在那种以社会为本

位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基础上，才可以追求个人的

某些生活享受。他说：“从一个单纯的人的观点来

看，道德行为并不意味着仅仅严格要求放弃某些生

活享受的欲望，而是对全人类更加幸福的命运的善

意的关怀。”［２］１８５－１８６

但是，这种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或道德观，

很容易导致人们仅以一个人的社会品质，即以一个

人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

用，作为评价他是好的还是坏的标准，从而忽略了

“我们从社会接受到的一切物质、精神和道德方面

的有价值的成就，都是过去无数世代中许多有创造

才能的个人所取得的”［２］５２这样一个事实。因而爱

因斯坦认为，那种以一个人的社会品质作为评价标

准的“这样的一种态度还是会有错误的”。［２］５２为了

弥补那种社会价值观或社会道德观所存在的缺陷，

爱因斯坦在他的社会价值观或社会道德观的基础

上，建立了一个以自由为核心的个人价值观或个人

道德观。

在爱因斯坦看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作出

发现”，即使是由顶尖科学家构成的一个组织，也不

可能作出“查理士·达尔文那样的发现”。［２］２３７道理

很简单，“只有个人才能思考，从而能为社会创造新

价值”。［２］５２而社会既不会思考，也不能从事生产劳

动，更不能进行发明创造，它只能保存人们的劳动

成果，作为个人的生存环境或土壤。为了论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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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个人自由”对经济的意义和作用，［２］１４２爱因斯坦

设定了绝大部分人都会同意的两个目标：其一，用

尽可能少的劳动量，来生产维持全部人类的生活和

健康所必需的资料；其二，为了实现第一项目标，即

得到物质上的满足，还必须有可能根据每一个人的

特点和能力，来发展他们理智上的和艺术上的才

能。［２］２１２他认为，第一个目标是要求增进一切有关

自然规律和社会过程规律的知识，也就是要促进一

切科学工作，而“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

地交换一切结果和意见的可能性———在一切脑力

劳动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爱因斯坦说

他所理解的自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条件：一个人

不会因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

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爱因斯

坦把这种自由称为“外在的自由”。［２］２１３这种外在的

自由首先必须由法律来保障。其次，是在全体人民

中必须有一种宽容的精神，为的是使每个人都能表

白他的观点而无不利的后果，这是因为，无论是一

种新的精神劳动产品，还是一种新的物质劳动产

品，在它们被生产出来以后，都会与既有的精神产

品或物质产品的创造者以及它们的所有者的个人

观念或个人利益发生冲突，因而也就常常处于不利

的地位，这就需要国家法律的保护和社会成员之间

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否则，就会极大地遏制人们的

创造性劳动情绪，从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

生活的改善。

第二个目标是要使一切个人的精神发展成为

可能，就必须使他们不能为着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工

作到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从事个人的活动的

程度。爱因斯坦把这种在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的

工作之外，依然有时间和精力从事个人活动的自

由，称为“第二种外在的自由”，并且认为，“没有这

第二种外在的自由，发表的自由对他就毫无用

处”。［２］２１３这一点在我们国家当前的现实中也不断

得到印证，我国很多有志于科学研究的青年人才，

往往由于收入菲薄，不得不去兼职赚钱，或跳槽到

其他高收入行业，这极大地损害了这些青年学子的

第二种自由，妨碍了我国科技的进步和发展。

除此之外，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发展，以及一

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一种“内心的自

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

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

的束缚”。［２］２１３这也是爱因斯坦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有

深刻体验的，从少年时代中止对传统宗教的信仰，到

青年时代创立新的乃至革命性的科学理论，再到中

年以后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本着自己的良心，对许多

社会问题发表见解深刻的意见，无不得益于他所具

有的内心的自由。在爱因斯坦看来，由于自由的理

想是永远不能完全达到的，因而它需要全体社会成

员特别是有思想的人们始终不懈地去争取。

很显然，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科学理论的创

立，还是技术发明的形成，包括那个标志人类出生

的第一把石斧的制造以及当代人类现实生活中的

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最初都是由自由的个人在他们

的头脑中，以观念形态的劳动产品的形式创造出来

的；因此，爱因斯坦所说的个人自由，是人类历史上

一切创造性劳动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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