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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维塞尔的经济理论对社会哲学问题和当时的政治现状都有
深刻的体察，本书显示出，维塞尔与庞巴维克的熏要分歧，即对分配公平的不同看法。
本书出版于维塞尔逝世前一年，是其最后的力作。
《社会经济学》根据新近的英详版详出。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维塞尔这种既反对无约束的自由市场，又反对无市场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对于有
政府规制的市场的审慎推崇，已经经受了长时期历史文践的检验。
他对于市场机制优点和缺点的深刻分析，对于劳动阶级的真诚同情，都使他思想的影响穿透了整个20
世纪，并且将对完善市场经济继续发挥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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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考虑到所有情况，必定认为这种导致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激 情是一种例外。
这些激情不改变既有需要和大多数人的一般情 况。
可以确定以下规则，即个人需要是严格有限的，虽然在正 被发现的新欲望方面，人的需要是不可满足
的。
 物质需要也必须考虑。
既有暂时的需要也有永久的需要。
前者一般源于偶然的环境。
需要可能仅仅出现在个人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也可能伴随他一生。
永久需要也可以分为周期的和持续的。
前者可以在一定的时间被满足，然后又重新形成。
后者包括那些允许中断和可以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暂缓满足的需要。
我们没有特殊的兴趣去研究这些不同的种类。
 大量的（也有人认为几乎所有）需要是可以分别满足的，例如个人可以通过一系列不同的行为去满足
它们。
庞巴维克呼吁注意不可分离的需要的存在。
他指出近视者必须使用一付眼镜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
但在后面的讨论中将只考虑可以分别满足的需要，除非其他考虑被明确指出。
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分别满足的需要是如此紧迫，以至于为了维持生命就必须一下子完全满足。
人在没有足够空气的地方会很快窒息而死。
但在大多数场合，在完全满足以前，满意可以被暂时推迟。
虽然这种行为有可能引起一系列对于健康或者对于身心发展的不利影响。
但在其他场合，没有这种明显的弊端。
某些刺激对人是危险的，因此不应当充分满足。
不用说，存在一些应当被完全抑止的欲望。
 可分别满足的需要的逐步满足遵从一条法则。
对这条法则的认识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最重要的影响。
可以称之为满足法则。
该法则以食物需要为例可以最明白地说明。
假设一个人由于缺乏食物即将饿死，这时一份恰好使他摆脱死亡的食物摆在他面前。
他对于这份食物的欲望强度，可以用它能使他维持生命的重要性来衡量。
他消费了同样的第二份食物，感到体力得到了初步恢复。
他对第二份食物的渴望依然是强烈的，但是强度已经比第一份减低。
同样的结果发生在第三份食物上。
可以假设他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
第四份或许第五份食物仍然可能被需要和消费，并感到身体舒服和完全满足。
但是欲望的强度逐份递减。
随着欲望强度的相对下降，最终将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
这时如果食物继续一份份增加，消费将过度，身体将不再感到舒服，而是感到厌恶和反感，最终将拒
绝进食。
没有一种健康的需要不能被观察到同样的满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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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奥地利学派译丛:社会经济学》编辑推荐：维塞尔的经济理论对社会哲学问题和当时的政治现状都有
深刻的体察，书中显示出了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重要分歧，即对分配公平的不同看法。
《奥地利学派译丛:社会经济学》出版于维塞尔逝世前一年，是其最后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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