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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鲍尔丁
Kenneth E. Boulding
■文 / 黄晶 仲平 刘家琰

一、早期教育背景和经历
1909年，鲍尔丁出生在英国利物浦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一位燃

气工人，兼任当地循道宗非神职布道者，母亲也是虔诚的循道宗教徒，热爱读

书和诗作，这也培养了鲍尔丁从小喜爱读书和写诗的兴趣。

“一战”对鲍尔丁有着深远影响。尽管父亲因身体原因没有从军，利物浦

也并未遭受炮火袭击，但他在自传里提及，清晰记得服兵役的叔叔满身虱子

从战壕中归来时脸上的表情、儿时犹太好友的哥哥牺牲后他的母亲痛不欲生

的样子，差不多从那时开始，鲍尔丁开始有了口吃的毛病。

1928年，鲍尔丁获得牛津大学新学院化学奖学金。一年后，他对枯燥的实

验室工作失去兴趣，转向了哲学、政治和经济学方向。经济大萧条逐渐在英国

蔓延，鲍尔丁感受到了脆弱经济对社会和家庭的普遍影响，在他看来经济问

题是人类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于是将其作为兴趣与研究重点。特别是在阅读

了约翰·凯恩斯的 《货币论》 后，鲍尔丁成为了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

1931年，鲍尔丁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获得经济学学位并继续就读研究生，

期间他撰写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经济理论中‘替代成本’概念的地位”并请

凯恩斯指教。凯恩斯时任《经济学杂志》编辑，他对鲍尔丁的论文提出了许多

修改意见并最终同意发表，这对鲍尔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二、始于经济学领域
1932年，鲍尔丁在英联邦奖学金资助下前往芝加哥大学深造。在去程的客

轮上，他结识了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两人讨论了他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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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对许多经济学问题产生共鸣。进入芝加哥大学后，

他师从弗兰克·奈特和亨利·舒尔茨。当时经济大萧条

已经肆虐，但鲍尔丁发现大学里似乎与世隔绝，人们

生活几乎不受影响，也很少有人研究这一问题，这引

发了他更深的思考。1933年，应熊彼特邀请，鲍尔丁

来到哈佛大学学习，但不久就患上气胸并住院。康复

后，他回到芝加哥度过了研究生学业的最后6个月。

1934年，奖学金结束后鲍尔丁回到英国，此时他

已积蓄告罄且无家可归，幸而成功应聘了爱丁堡大

学经济学助理讲师的工作。与芝加哥大学相比，鲍尔

丁对这里沉闷的学术氛围感到失望，但通过与教授威

廉·巴克斯特学习资产平衡表等会计学理论，改变了

他对企业和资本的看法，对他后来的研究工作也有

着重要影响。1935年，弗兰克·奈特在《经济学季刊》

上发表文章“再谈投资理论：鲍尔丁与奥地利学派”，

就鲍尔丁早期论文进行评述，使他在该领域“名声大

噪”。1936年，鲍尔丁抨击学术氛围的演讲被 《苏格兰

人报》 以文章刊登出来，使他在同事间更加不受欢迎。

1937年鲍尔丁合约期满后未得到续聘，经朋友介

绍，应聘为纽约州科尔盖特大学教授并开始在美国定

居。他利用两个暑假完成了《经济分析》，该书被认为

实现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统一，后来

成为美国甚至全球高校经济学核心教科书，曾多次再

版，这奠定了鲍尔丁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二战”爆发后希特勒的暴行、英国对德国的宣战

等事件引发了鲍尔丁愈加低沉焦虑的心情和对德国

人的仇恨，甚至一度动摇了他的宗教信仰，只能通过

写诗缓解情绪。1941年一次贵格会礼拜上，鲍尔丁与

伊丽丝·比昂·汉森一见钟情，两人在18天内订婚、3

个月内完婚，一直维持着美满的姻缘，先后育有5个

孩子。在妻子的帮助和鼓励下，鲍尔丁重新坚定了和

平主义信念，试图通过对上帝纯洁的爱抵消对敌人的

恨，这也是他对人性始终乐观的体现。

婚后鲍尔丁和妻子搬到普林斯顿，1941年开始

在国际联盟经济事务部门工作，开展“一战”前后欧洲

农业发展情况研究。1942年秋，鲍尔丁来到田纳西州

费斯克大学任教，以战后重建为主要内容撰写了《和

平经济学》（1945），提出了“浴缸原理”，阐述了对战

后经济复苏及避免战争的看法。期间，来到菲克斯大

学任教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激发了鲍尔丁对社会

生态学和进化理论的研究兴趣。一年后，鲍尔丁应邀

前往爱荷华州立学院教授和研究劳动经济学，他认识

到研究劳工运动等现实问题不仅需要经济学，还需具

备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甚至哲学和神学等方面的

知识。在鲍尔丁看来，各社会学科均在尝试从不同角

度解读社会制度，经济学构成社会科学的骨架，其他

学科作为肌肉和血液充实了社会研究体系，他由此萌

生了统一社会科学的想法，并逐渐远离了传统经济学

的主流研究。

三、转向社会科学研究
1948年，鲍尔丁正式加入美国国籍，获得美国公

民身份。他逐渐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学，仅有用于

解决经济学问题的社会科学。他于1948年开始撰写

《经济学重建》（1950），这是他对“经济学理论被接受

和传授现状日益不满的产物，以及建立比当前学说体

系更有用的理论模式的一次尝试”。他将社会系统与

生态系统类比，将系统失衡或达到新平衡前的短暂平

衡状态称为内稳态或生态平衡。美国科学促进会百年

盛典活动上，鲍尔丁以“经济学是必要的吗？”为题发

表演讲，指出生态系统中群体规模和种群内迁徙流动

受其他种群影响，社会系统同样如此。

1949年，鲍尔丁开始在密歇根大学任教，同年获

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尽管他此时的研究兴趣已

超出传统经济学范畴。他开设了促进社会科学整合的

课程，思路逐渐扩大并覆盖了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

鲍尔丁与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结

识，两人想法不谋而合。一般系统论以系统为对象，分

析系统整体和各组成要素间的关系，形成了研究系统

问题的一般理论和方法。

1954-1955年，鲍尔丁受邀到斯坦福大学行为科

学高级研究中心访学，同行的还有贝塔朗菲及同样对

跨学科研究感兴趣的数学家阿纳托尔·拉波波特、物

理学家拉尔夫·杰拉德、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

等。几人联合创建了一般系统研究学会（后更名为国

际系统科学学会），鲍尔丁于1957-1958年担任第一

任主席。他大力支持系统论的跨学科方法，主张通过

学科协同融合发展，避免重复工作，提高效率并促进

知识扩展。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跨学科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

但缺乏成体系的理论知识。鲍尔丁等人获知了路易

斯·理查森利用历史数据和天气预报模型分析战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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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研究，认为其具有较强系统性和严谨性，计划通

过学术期刊发表相关成果，促进跨学科研究和交流，

《冲突解决》期刊因此设立。该期刊第一期于1957年3

月发行，供稿作者托马斯·谢林于2005年获得诺贝尔

经济学奖，曾在 《冲突的战略》（1960）一书序言中

称鲍尔丁是对他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期刊编辑部设

在密歇根大学，后来成为了国际和平科学学会官方期

刊。1959年鲍尔丁等在密歇根大学建立冲突解决研

究中心，鲍尔丁在1961-1966年担任主任。

期间，鲍尔丁还撰写了《映像：生命和社会认知》

（1956），提出行为主要受人们对外部环境解读和认识

（书中称为映像）的影响，而非行为主义所认为的外

部刺激。他不否认外部刺激的重要性，但外部刺激相

同时，个体因经历等因素不同，经过价值体系的过滤

加工，会产生不同映像，并进一步影响其未来发展。该

书被认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认知主义的发展，也是鲍

尔丁阐释人类知识整体性的尝试和贡献。

1959-1960年，鲍尔丁来到西印度群岛大学牙买

加校区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期间，写下《冲突与防御：一

般理论》一书，试图使经济学在和平与冲突领域发挥

更大作用。他提出伴随科技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国际

冲突加剧是必然，但冲突不等同于战争，也可带来建

设性结果，深思远虑的做法是将焦点转移到更远大的

目标上，通过合作获得共赢。

1962年，鲍尔丁和妻子成立了国际和平研究会，

同年他被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评选为美国十大教授

之一。1963-1964年，鲍尔丁来到位于日本三鹰市的

国际基督教大学访学。截然不同的亚洲文化使他对人

类历史进化理论产生兴趣。鲍尔丁与学生深入讨论人

类历史辩证问题，相关讲座内容被整合成《社会动力

学入门：历史的辩证和发展》（1970）一书，随后发

展形成《生态动力学》（1978）。鲍尔丁提出宇宙大爆

炸诞生了地球物理系统，随着生命演化出现了生物系

统，并最终发展出社会系统。他认为如同生物系统中

的基因突变与物种选择，社会系统也在不断进化并受

人类驱动，科学知识是现代世界进步的主要因素，他

在《20世纪的意义》（1964）中指出科技驱动下人类

社会正经历从文明社会到后文明社会的过渡。

从日本返程途中，鲍尔丁完成了 《经济分析》第

四版修订，并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暑期班讲

课，为后来任职结下了渊源。

四、奠基现代生态经济学
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平原发生的严重沙尘暴

没能引发人们对资源开发和经济模式的严肃思考；40

年代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聚焦美国经济发展，组建专

委会对美国未来25年食物和原材料供给的充足性进

行评估；50年代美国消费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盛行，

无人质疑经济增长的模式，只是担心其可持续性；60

年代蕾切尔·卡逊 《寂静的春天》对生态破坏的强烈

谴责引起社会反响，但未触及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和

经济制度根源；美国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钦《我们

的合成环境》对美国社会经济体系破坏人类健康和环

境的原因进行阐述，却未得到广泛关注，也几乎没有

经济学家表达对环境的担忧。

在此背景下，鲍尔丁关于环境与经济相互作用的

观点尤为珍贵。1965年5月华盛顿州立大学举办的

空间科学委员会会议上，鲍尔丁发表了题为“地球是

一艘宇宙飞船”的演讲，并在1966年3月第六届未来资

源论坛上，发表论文《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

学》。他对比了过去看似拥有无限资源的开放经济与

未来封闭经济，“我把开放经济称为‘牛仔经济’，牛

仔是无垠平原的象征，也与鲁莽、剥削、浪漫和暴力行

为相连。类似地，将封闭经济称为‘宇航员经济’，地球

是一艘孤独航行的宇宙飞船，无法无限存储资源和废

弃物，因此人类必须在循环的生态系统中找到自己的

位置，正视能量的输入问题，使系统能够持续实现物

质再生产。”他利用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定律阐

释经济学问题，化石燃料消耗导致系统内物质分散、

退化或无序，为保障系统稳定须由太阳能、核聚变等

新能源提供持续输入，这就需要更多先进技术维持物

质稳定循环和流动。

鲍尔丁否定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等同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增长水平是对生产力提高的

定量评估，经济发展水平是对生活水平提升的定性评

估，经济增长提速不意味着生活水平改善，快速且不

可控的经济增长会导致贫富差距变大和环境恶化，发

展的成本远高于收益且不可持续。人类必须重视发展

带来的环境影响，若忽视系统输入输出间的平衡，将

导致系统不稳定甚至带来灭亡。他强调消费主义的局

限性，指出用来满足后代基本需求的资源正被用于满

足当代人的奢侈欲望。鲍尔丁同样反对将自然环境与

人类社会相割裂，并认为自然更加崇高，他认为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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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构成了进化系统整体，社会进化基于并超

越生物进化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地球面貌，因此

需要引导进化，以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是他少有的反思环境问题的文章，他也

未在该领域继续探索，但赫尔曼·戴利等充分

肯定了该文对现代生态经济学发展的奠基作

用，许多学者认为“地球宇宙飞船”概念的提出

对20世纪60和70年代开创并塑造可持续发展

概念起到了关键作用。1990年，鲍尔丁出席国

际生态经济学学会成立大会时在演讲中提出，

为解决环境退化、人口增长、化石燃料枯竭等

问题，需要借助法制、忠诚、尊重、情感、爱和真

理的综合力量，“基于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脆

弱星球上的认知，我们对它有着共同的忠诚和

感情。”由此可见，尽管鲍尔丁没有再致力于生

态经济学的发展，但他对生态环境问题长期关

注，并敏锐地看到在政治上采取实质行动的必

要性。今天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时，鲍

尔丁的见解仍具有积极现实意义。

为纪念鲍尔丁对生态学的开拓性贡献，国

际生态经济学学会每两年颁发鲍尔丁纪念奖，

以表彰同样具有生态经济学开创性思想和跨

学科研究精神的学者，赫尔曼·戴利（1994）、

罗伯特·科斯坦扎（1998）、威廉·里斯（2012）

等著名学者都曾是获奖者。

五、兴趣广泛和成果丰硕的一生
1967年，鲍尔丁来到科罗拉多大学博尔

德分校就职，继续开展冲突与和平、进化经济

学的研究，并开始探索授给经济学，发表了题

为《授给经济》（1969）的论文，并出版了《爱

与怕的经济学——授给经济学序言》（1973），

试图通过授给行为，即单向的经济商品流动形

式，探究经济活动的本质。

1968年，鲍尔丁就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

1980年从科罗拉多大学退休。之后，他前往达

特茅斯学院等多个高校和机构教学和研究，内

容从现状转向未来，他的一般系统论思想继

续沿着进化理论方向发展，先后出版了《进化

经济学》（1981）和《作为整个系统的世界》

（1985）。1992年10月，鲍尔丁被诊断出癌症，

并于1993年3月18日去世。

鲍尔丁的一生对经济学的研究贯穿始终，

但又远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不拘本本和

教条主义，不断挑战传统和权威。他对新古典经

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和边际生产理

论持否定态度，将自己宗教信仰中关于道德伦

理的思考融入研究中，视自己为关注人类福祉

的现代政治哲学家。他是最早将定量模型用于

解决冲突与和平问题的学者之一，认为识别冲

突和公平快速解决冲突至关重要，关于全球合

作的研究在全球化和科技快速进步背景下意

义更加重大。他提出“地球宇宙飞船”概念，是第

一个将热力学定律等融入经济学思维的学者，

尽管在当时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却成为了赫尔

曼·戴利发展稳态经济学、罗伯特·科斯坦扎建

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并由

此推动了现代生态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197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华

西里·列昂惕夫曾评价鲍尔丁：“他离开了经济

学，却成为一位哲学家。”

鲍尔丁不仅博览群书，而且笔耕不辍，一生

共出版30多本专著，发表了大量论文和文章，被

超过30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获得经济学、

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和平问题研究等众多奖项。

他曾担任多个国家或地区学术团体主席，并于

1975年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他也是美国医学

院、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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