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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经济思想的成长为主线，以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为参照，以时间为主轴，结合
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介绍历代思想家的经济学思想和政策主张。
主要涉及在所处时代有过重要影响以及对现代经济学作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和流派。
思想内容涉及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分工、财产、价值、价格、地租、利
息、产权、国际贸易、国家等。
    本教材的编写力求体现以下特点：    1．人物和流派选择。
把经济思想的发展看成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
选择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以及其思想成为现代经济学重要来源的思想家及流派。
对人物及其思想的评价，避免传统经济学说史的片面标准，以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为主要参照。
    2．内容范围。
内容涉及前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现代经济学流派。
研究经济学说史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经济学成长历史的考察，探索经济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历史上思想家的贡献应以其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作为评价参照，因此，考察现代经济学的形成和
演变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经济思想史的构成内容。
    3.体系结构。
目前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有的分为前古典、古典和新古典，如北京大学晏智杰的《西方经济学说史教
程》，有的分得更细一些，如复旦大学马涛的《经济思想史教程》，有的没有对内容进行分类，直接
按时间安排。
本教程将体系分为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思想的发
展。
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以里程碑式的人物及其贡献作为分界标志，便于对历史发展的整体把握；二是这
种分类避免了按范式分类带来的对内容选择和处理的限制，使体系本身保持相当的灵活性。
    4.材料来源和处理。
对历史上思想家的贡献的介绍和评价力求持平。
评价力求避免一家之言带来的偏颇。
为了保持真实和科学，奉教程对思想家的言论的引用尽量采用原著。
    5.写作特点。
写作上力求结构完整、逻辑合理、叙述准确、文字流畅。
作者有意识参照了大量国外同类教科书，如美国人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史》
、美国人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美国人斯坦利·L·布鲁的《经济思想史》
、法国人夏尔·季德的《经济学说史》等，对其生动的写作方法有所借鉴。
    本教材的适用对象是高等院校财经类、管理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经济学相关研究人员，以及对
思想文化发展尤其是经济思想发展有学习和研究兴趣的研究人员和一般读者。
由于本书对现代经济学流派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也可以作为考研和研究现代经济学流派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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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柏拉图的财富观带有极浓厚的伦理因素，对西方后世经济思想之发展有很大影响。
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传统，将知识、道德、身体健康等均归人财富的范围，并将财富分为三等：第一
等是精神财富如知识、克制及其他各种德性；第二等是肉体财富如健康之类；第三等才是一般的物质
财富。
物质财富要成其为财富，必须是在人类生活上确实必要而且合理，要求对其明智而适当的使用。
因此财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德性不是来自财富，相反地，财富却是来自德性。
一般所谓的财富，如其所有者不是公正有德性的，即不能称之为财富；倘所有者是卑贱的，则财富对
他们反而是最大的恶。
所以，财富的价值依存于所有者的德性和是否能被贤明地使用。
富人的财富必然有些是通过不正当之道得来，又必然有些是投向不正当的用途，故柏拉图认定，富人
不能为善人，巨富与幸福是完全不相容的。
不善的人就是不幸福的人，贫乏是由于人们欲望的增多而不是由于财产的减少。
　　柏拉图认为，私有财产和家庭，养成人们的利己和贪欲之心，引起社会的分歧和矛盾，对物质财
富的追求会使个人和国家趋于颓废，也是引起战争及内部争端的直接原因。
他还认为，人们占有欲的发展将使真正的贵族政治转变为金钱政治，进一步转变为任何人如无一定财
产便不能获得荣誉和公职的寡头政治，其结果是使国家内形成贫富对立的两个阶级。
所以除了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民阶层可以拥有私有财产和家庭以外，战士和哲学家都不应该拥有私有
财产，也不应该有他人不能进入的家庭。
柏拉图不仅主张在奴隶主阶级上层消灭私有财产，而且主张实现共妻共子，消灭家庭，建立公共食堂
。
在柏拉图看来，私人感情妨碍公共精神的建立，只有消灭家庭才能最终消弭由私有制引起的争端，实
现永久和平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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