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的监督作用。

三是加快信息系统建设，提供更

高质量的技术服务。西班牙社会保

险费的征缴及待遇发放已全部通过

信息系统实现，企业和个人也可以随

时通过信息系统查询了解整个制度

的运行情况，可以对企业和个人缴费

情况进行有效监督，规范收支稽核，

堵塞收支漏洞，同时也为企业和个

人提供了便利服务。我国应加快建设

“金保工程”进度，通过完善社会保

障信息工程，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

的监管。

四是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就业。

要打破区域限制，促进劳动力合理

流动。目前，我国已经取消了阻碍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限制条件，要求

实行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但在促进

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政策中，许

多享受范围都仅限于本地区下岗失

业人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就业再就

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要规范企业用

工制度，加强对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缴纳社会保险费等行为的监督检查，

保障下岗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此

外，还要对部分就业再就业政策逐

步实行项目管理。西班牙就业政策

主要以项目形式实施和管理，资金按

照具体项目所做预算进行分配，根据

各项目目标对就业制度进行评估。我

国就业再就业资金普遍存在重预算、

轻执行，重分配、轻管理，重资金、

轻绩效的倾向，资金管理较为粗放。
可逐步实行项目管理和绩效考评，对

职业培训、劳动力市场建设等适宜

于项目管理的支出，将有关工作目标

任务、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有机结合

起来，不断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规范性和有效性。

（作者单位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

责任编辑  周多多

财经茶座

大卫·休谟经济学说的三个“第一”

大卫 · 休谟（ 公元1711—1776 年），

十八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经 济学家、

历 史学家。休谟主要经 济论著有《 论商

业》、《 论货币》、《 论利息》、《 论贸易平

衡》、《 论赋税》、《 论社会信 用》等，为

西 方经 济学说创建了三个“第一”：

第一次明确区分规范判断和

实证判断

在 方法论上，休谟是一个 个人主

义者和自由主 义者。但是，同 重农学

派 不 同，他认为理性主 义超出了人类

认识能 力，应 从人的 本性而 不 是世界

本性 来认识 社会经 济问题。同时休谟

又是一个 方 法论上的 经验主 义者，奉

行观察的 方 法。他意识 到利 用实验方

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局限 性，十分

重视对内省 和历 史教训的依赖，认为

历 史研究将发现某些政治 科学与经济

科学得以 建立与发 展的规律或规则。

休谟是在规范判断和实证判断之间作

出明 确 区分 的 第一人。这种“是什么”

和“应该 是什 么”的 区别已经成为现代

社会科学的基本 划分。

第一次系统阐述了货币自由流动

导致汇率平衡的观点

休谟对国际 经 济学作出了显著的

贡献。他揭 示了被称为经 济机会转移

的规律。该规律表明，随 着一国经济

和 贸易的 繁 荣，该 国的价格水平就会

失去 竞争力。这 为经 济机会的扩散提

供了舞台，导致一国的停滞与另一国的

扩张。他还 第一次 系统地 阐 述了货币

自由 流动 导致汇率平衡的观 点。如A

国 因为 贸易顺 差 而获得货币，它的 价

格水 平就会上 涨，与此同 时 B 国 因为

贸易逆 差 而 失去 货币，会出现价格下

降 的 效 应。于是，A 国由 于价格太 高

而 难以 维持其贸易顺 差的地位，A 国

的高价格将会吸 引海外进口 品 和减少

本国出口 品。而 在 B 国会出现相反的

情况，从而货币将流向 B 图。

第一次引入通货膨胀时滞的

概念

休谟是通货膨胀 有益论的鼻祖。

他第一次 引入了一个 全新的概念——

时滞，即在货币供应 增长与价格最终

上涨之间的 时间间隔。货币供应开始

增加时，价格根本 不 涨，随 后 也仅是

涨涨停 停，或在 不 同 经 济部门 上涨。

在这一个间隔期 间，支出的轮番额外

扩 张 导致收入、就业扩张，出口 商们

会从最初具 有完全弹性的劳动力供给

中雇 用更 多的工人，工人们 将有更多

的钱可 花，而 且对消费品 的 第二轮、

第三轮支出将会随 期 而至，同时将伴

随 温 和的价格 上涨。休谟过于超前的

思 想显 然 不 能 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

直到近 20 0 年后 才在美国 经济学家凯

恩斯的《 就业利息和 货币通论》中得到

发扬光 大。  （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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