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术开拓的主要路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学术开拓的主要路标>>

13位ISBN编号：9787301096192

10位ISBN编号：7301096194

出版时间：2005-10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

作者：赵靖

页数：3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术开拓的主要路标>>

前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于1985年5月，其前身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经济学系始建于1912年，是中国高等学校建立最早的经济系科，源于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中创办的京
师大学堂商学科。
　　在近百年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院发展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教授们以崇高的敬业精神
和执著的经世济民的职业操守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
这些教授不仅包括学术泰斗和学界先贤，而且包括活跃于经济学舞台的先贤传人和后起之秀。
他们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及迄今为止有20年历史的经济学院发展中的开拓者、建设者。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立20周年庆典之际，我们对历代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院的教授们表达诚
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库》选录了经济学院部分教授公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著述。
虽然这些著述由于文稿作者的年龄、阅历、所处时代背景不同，学术视野、价值取向各异，甚至文稿
所反映的某些学术观点和理论判断值得进一步斟酌和商榷，但是通过这些著述和文稿，我们不仅可以
分享教授们的研究成果，领略他们的学术风格，而且可以把握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思想脉
络，反思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经济实践以及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进程。
有些论文的思想和方法按今天的某种“学术规范”或“学术前沿”衡量，可能显得“陈旧”和“过时
”，但它们却是属于“当时”的学术前沿和符合“当时”的学术规范的。
从动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审视经济类学科的发展，不仅是过去，而且在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
一成不变的“学术规范”和永恒的“学术前沿”，因为经济活动现象和经济发展过程太具有嬗变性、
多样性和生动性，以解释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出发点的经济学成果怎么可能保持它的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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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开拓历程中，赵靖先生相继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经
济思想史讲话》、《中国经济思想通史》(1至4卷)及《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经济学志》等著
作。
这些著述集中地反映了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开拓的不同阶段所持的基本观点、方法和论述体
系。
此外，赵靖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还主编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经济管理思想》及《中国近代民族实业
家的经营管理思想》二书，对中国古代、近代的管理思想研究也进行了辛勤的开拓工作。
本书是对上述著作部分内容的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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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靖，山东省济南市人，1922年9月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
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常委等。
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已出版1—4卷）、《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管理
思想史教程》（以上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中国
经济学志》（以上自著）等，并在《经济研究》、《孔子研究》、《国学研究》、《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学报》、《经济科学》、《经济学家》等报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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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导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自序早期小生产者利益和愿望的表现——
墨翟、许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盐铁会议和《盐铁论》清初反对土地兼并的激进
思想家——王源《管子》和企业经营谋略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值得研究《经济学志》
导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论“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论“均”中国传统经
济思想论国家政权的经济作用中国近代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思想中国近代货币思想中国近代人口思想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本）序言孔丘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滥觞《周礼》中的经济思想试析宋
代小商品生产者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苏云卿《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序言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及
其历史地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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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论国家政权的经济作用*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　　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以前
，已经从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联系和冲突来考察国家的作用问题。
荀况指出：人们“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
⋯⋯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
穷者患也，争者祸也。
救患除祸。
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荀子·富国》）。
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不能不发生联系，“离居不相待则穷”，而人们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分歧，又会不断
地导致争斗、冲突。
为了维持联系、控制争斗和冲突，就要为各种人的经济利益规定一定的界限，这就是所谓“明分”，
谁来明分呢？
谁来维持联系、控制冲突呢？
荀况回答说：“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
”（《荀子·富国》）在君主专制政权下，“人君”是国家的代表，因此，荀况的这句话，实质上就
是主张由国家掌握“明分”的大权：负责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维持人们之间的必要联系，调节、控制各
方面的利益分歧和冲突。
　　既然国家是由维持人们的经济联系、控制人们的利害冲突的需要中产生的，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就
不可能纯然是消极的，无所作为的，它必然能对经济生活发挥某种作用。
　　问题在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究竟以发挥到怎样的程度为适当？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维持、调节、控制活动是以多为好呢？
还是以少为好？
　　这一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有着争议，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和主张。
这些观点和主张，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干预主义和放任主义。
前者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要多加干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生活正常进行，否则就会引起冲突
、混乱，对整个社会、国家产生危害。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术开拓的主要路标>>

编辑推荐

　　《学术开拓的主要路标（赵靖文集）》是作者近半个世纪的学术论著的合辑，这些著述集中地反
映了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开拓的不同阶段所持的基本观点、方法和论述体系，是进行中国经
济思想研究的最佳参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术开拓的主要路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