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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国贫困和富裕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所有研究必须探讨的重大课题。
　　——引自于1817年1月26目马尔萨斯给李嘉图的信　　所谓理论是，我们必须有一个问题，有一个
工具箱，有一个对现象进行排序的方法，并对现象进行解释。
　　——托马斯·库恩　　为何有的国家那么富，有的国家那么穷？
　　世界上邦国林立，为什么富的这么富，穷的这么穷，而且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的力学”（“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中所感叹的：“各国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大得让人难
以置信⋯⋯一个人一旦思考这些问题，那么他就不再想别的事了。
”　　地区与地区相比，公元1000年时，世界上最富和最穷的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比是1.1：1，现在
是19：1：国与国相比，今天富国瑞士和穷国莫桑比克的财富比是400：1。
早在1817年，英国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一1834）在给其好友英国经济学
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hardo）的信中就说：“探寻国富国穷的原因是一切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中
之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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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世界上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
这是经济学上延续了将近200年的经典命题，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700年前，中国是地球上最富有和发达的国家，就算在19世纪初，中国的GDP也占全球的将近三分之一
，和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财富地位相当，但在100多年之后，人均财富水平则掉到了世界的平均线以下
。
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财富提升的驱动器是什么？
怎样才能保障中国的人均财富持续递增？
中国下一步将走向何方？
面临的风险是什么？
傅军教授将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置于世界各国兴衰的普遍规律之中考察，视野横贯中外，穿梭古今，
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不同于将经济学通俗化的读物，本书从国富国穷的根本命题出发，旁征博引，内容涉及哲学、宗教
、科学、统计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历史等诸多学科，纵横捭阖，雄辩滔滔，不仅厘清了历史
上各国盛衰的根源，也让读者对很多耳熟能详的史实开启了另一种开阔的观察角度，更提供了深入体
察和辩难的空间。
    为什么普通中国人认为是落后标志的科举制度，在西方哲学家看来却是中国人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
之一？
为什么古埃及的金字塔、哥伦布和郑和的航海能对我们理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所启发？
为什么研究型大学的分布和财富的分布有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反垄断法的实施使得美国的人均GDP在几十年内赶超了英国？
⋯⋯书中多有趣味盎然的偏章小史，亦有振聋发聩的妙论高见。
全书资证磅礴，观点犀利透辟。
    本书为大众而写，但并不因此降低了学术深度，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是一部可以广博见闻、增益见
识的力作；对于专业读者，其论述和观点则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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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军，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哈佛
大学校友会会长。
他有政府、企业、学界的多种经历。
他曾任职于中国外交部，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事会主席特别顾问，奥美公司、福莱一希乐公司
高级顾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清华大学大学教育基金会顾问等职。
他是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

    傅军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业余爱好包括游泳、交响乐、油画创作。
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获学士学位（英语专业）；以后他先后获得外交学院法学学士（国际法和
外交），哈佛大学硕士（区域研究一东亚）和博士学位（政府一政治经济）。
他的研究兴趣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出版英文专著《制度与投资：中国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
（Jun Fu，  Institutions and Investmen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uring an Era of Reform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弗里顿（Jeffry Frieden）称赞该书“对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政治经济的研究认真
、精辟、严谨，展示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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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政策是船只，理论是灯塔　为何有的国家那么富，有的国家那么穷？
  　学者不懈的探索　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贡献和局限　知识从何而来？
  　本书的中心论点和方法　不要让历史变为非历史阅读指南致谢第一部分　BMW的假说　以全球视
野探究国富国穷的逻辑　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　　在“知识生态”中论道：为什么要先谈一点哲学？
　　科学理论的科学性到底是什么？
记住证伪的必要性　解释财富增长的理论假说　　胡适对了一半！
假设与假说——大胆假说，系统证伪　　BMW假说的框架及其内涵　人类历史经验的初步检验　　
制度突破曾使中国成为最富的地方　　形上与形下、科学与技术：揭开李约瑟之谜　　市场的建立与
西方的崛起　　走向市场的共性与亚洲经济的勃兴  发展背后逻辑的普适性与中国的特点　　有效的
政府和失败的国家：政府大小强弱之辩　　民主、法治、市场与经济发展　　“华盛顿共识”还是“
北京共识”？
争论的焦点错了  第二部分　国家的角色和要件　国家是纵向的制度安排　中国四大发明以外的发明
：科举制度　　举才与国富：科举的逻辑与渊源　　僵化的考试内容最终导致思想的僵化　东学西渐
与西方的兴盛　　追踪古代中国影响西方的传送带　　西方哲学家对科举的思考和扬弃　　科举在西
方：区分规范和现实，中立的文官制度　权力与利益的制衡　　从美国选举人团制度说起——缜密的
权和利的制衡安排，　　少数和多数人暴政的困惑：雅典民主的实践与哲学家的思索　　前人思想与
后人实践：宪政在英国——人治到法治　　日本为何从未落后过？
学习、借鉴和赶超中国的故事　小结：人类经验的诠释与启示第三部分　市场的角色和要件　市场是
横向的制度安排　早期欧洲的兴起：追溯到工业革命前的历史　　国家的出现、市场的扩展和分工的
逻辑　　法律与经济：罗马《国法大全》——保护产权的法律渊源　　个人激励、产权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从哥伦布和郑和说起　　绝对主义与国富国穷：大政府与小政府的历史考量　　保护知识产权
：专利制度在英国的率先发展　　资本到底是什么？
资本市场的性质、作用、发展与教训　近代美国的兴起：破译传统社会为何“神秘”  　　变规范为
现实：人类优秀制度的融汇、超越和挑战　　市场经济也不存在没有政府的市场：回归物理学熵定律
　　美国真正的原创：为了创新，反垄断的理论与实践　　比到最后是“知识生态”：大学的要义和
思想的创新　缺乏市场的结果：俄罗斯作为反面教材　　绝对主义时期的俄罗斯　　“软预算”：计
划经济的致命弱点　　迈向市场的磨难：方向没错但是战略错了  后　续金融危机的再思考和解释中
国经济的三个假说　人类经验、中国现状、挑战与展望　与诺贝尔奖得主的对话　摒弃教条主义，创
造科学知识参考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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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BMW的假说　　以全球视野探究国富国穷的逻辑　　197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说：“世界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
些国家穷，至今我们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的确，自国家诞生以来，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国与国之间财富和国力兴衰相互更替的过程。
今天，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且该鸿沟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据统计，世界上最最富有和贫穷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比例在公元1000年是1：1.1，现在扩大到1：19。
20世纪末，在富国至穷国的谱系上，美国居首，卢旺达排最后，两者有着天壤之别。
根据同等购买力计算人均GDP，如果设定美国是100，那么日本则是81.7，德国75.3，英国69.4，韩
国39.9，泰国26.9，波兰21.2，巴西20.9，中国9.7，印度4.9，尼日利亚4.6，卢旺达1.3。
贫穷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全世界大约56亿的总人口中，大约有48亿人生活在中等或
低收入国家，其中16亿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30多亿则生活在贫穷国家，富裕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
口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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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什么有的国家穷而有的国家富?　　中国的人均财富如何才能持续递增?　　在这里你能看到独
树一帜的答案⋯⋯　　爱因斯坦与中国的老庄有相通之处吗？
　　儒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同的局限性是什么？
　　中国科举与经济表现的关系如何？
　　为什么传统的社会往往被认为是“神秘”的社会？
　　斯密《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与“扣针小工厂”之间的矛盾是什么？
　　哥伦布的小帆船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财富，而郑和的水上宫殿则把国库掏空，它们对我们理解政
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何启示？
　　大学的要义是什么？
为什么学术型博士学位称为相关领域的哲学博士？
它与创新的关系是什么？
　　《国富之道》不仅讨论国富国穷的原因，更提供了另一种视角阅读历史、审视现在和规划未来。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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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