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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现代演化经济学诞生30年之际，《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
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探讨这种科学新范式所面临的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阐释作者关于演化经济学
作为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造性综合的设想，提出中国演化经济学界所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
本书主要是从作者2004年出版《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之后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精选出
来的，不仅汇集了作者对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而且也反映了作者在把演化经济
学运用于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中国经济问题上的最新研究进展，表明了作者有关
中国演化经济学独立自主发展的学术理念和不懈追求。

　　《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适合于经济
学类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及相关研究人员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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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根良，河北蠡县人，1995年博士毕业地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并被聘为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和天津商业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
授，同时兼任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并与浙江大学的陈劲教授共同担任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主
席。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演化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
。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项。
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20多篇，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
大报刊复印资料所转载；已出版《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和《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
策源地》等专著六部，2004～2007年主编并主译《演化经济学译丛》，目前合作主编《经济思想史研
究丛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演化经济学的综合>>

书籍目录

丛书序
丛书序二
前言
第一编 演化经济学的新方向
第1章 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综合与创新
1.1 演化经济学处在十字路口上
1.2 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综合：经济思想史的透视
1.3 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综合如何推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4 中国演化经济学的特殊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
第2章 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
2.1 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标准之争
2.2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
2.3 演化经济学面临创造性的综合
参考文献
第3章 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开创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新框架
3.1 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缘起、理论基础和新框架的概念
3.2 比较创新体制研究的框架结构和研究进展
3.3 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最新进展与现实启示
3.4 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新框架的内容、新在何处以及意义何在
3.5 结语：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第4章 评佩蕾丝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
4.1 技术革命的巨浪以及与技术相关的泡沫经济
4.2 目前的美国金融危机与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在本质上的不同
4.3 转折点的制度大转型
4.4 佩蕾丝的研究成果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第二编 演化经济学的基础原理
第5章 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假设及其实践指导价值
5.1 有机层级本体论
5.2 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
5.3 人性假设：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
5.4 异质性（多样性）假设
5.5 时间不可逆、不确定性和历史重要
5.6 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参考文献
第6章 达尔文主义与演化经济学：文献述评
6.1 演化经济学：经济学的达尔文革命？

6.2 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
6.3 普遍达尔文主义
6.4 生物学类比、本体论思考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7章 复杂性科学革命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演化经济学的综合>>

7.1 演化与层级因果论：复杂性科学的核心问题
7.2 复杂性科学的先驱与复杂性经济学派的缺陷
7.3 怎样发展作为复杂性科学的演化经济学？

参考文献
第8章 演化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原理
8.1 历史重要与最小限度打乱原理
8.2 创造力原理
8.3 不确定性与意外原理
8.4 复杂与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主张
8.5 系统政策观
8.6 试验与政策学习原理
8.7 结语
参考文献
第三编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应用研究
第9章 自主创新与国家体系：对拉美教训的理论分析
⋯⋯
第四编 “新经济思想史”研究
第五编 附录：访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演化经济学的综合>>

章节摘录

　　以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现代演化经济学已诞生30年了。
在这30年间，演化经济学经历了强有力的复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
目前，系统地整理演化经济学已有成果的时机业已成熟。
“新奇”是划分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标准，它否定了所谓“新古典演化经济学”的提法。
按照这个标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是由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
节”学派所构成。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四大流派所承继的传统近20年来已发生了很大的嬗变，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就
为我们的创造性综合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而目前的这四大流派基本上仍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着，它们在
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片面性，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这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
　　2.1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标准之争　　目前，演化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
正如霍奇逊所指出的，在当代经济学中，许多经济学分支和流派都声称他们的方法是“演化的”，这
包括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进化博弈论和“桑塔费”复杂理论等。
在演化经济学领域中，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法国“调节”学派也自称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流派。
1998年，Bob Jessop在一篇回顾性质的论文中，开篇就指出“大约二十年间，在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复
苏中，更一般地说是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调节方法得到了喝彩”。
更值得注意的是，Gowdy提出了以阿尔奇安、费里德曼和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这种
观念。
对那些把演化经济学看做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家来说，“演化”这个概念在使用上的混
乱无疑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正如生物学家莫诺在一次讲演中所指出的，演化理论（另）一个奇
怪的方面是每个人都认为他理解了它。
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试图对演化经济学
加以定义，并在90年代中期导致了演化经济学的划分标准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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