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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经济思想史教程》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外国经济思想史教材。
其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力图从经济学的范式和范式转换的角度阐释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和发展。
这样阐释和撰写经济思想史，就我所知，至少在国内尚属首创。
　　作者马涛教授起初是学哲学的，后来进我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方向博士后流动站从事
研究，曾钻研许多经济学名著，因此在哲学和经济学方面都有扎实理论功底，因此，从范式转换角度
探讨和论述西方经济思想史，决非偶然。
　　所谓“范式”，乃指某一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
分析方法。
按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汤姆斯·库恩说法，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
、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
研究同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
本书作者借鉴了库恩的上述概念与理论，努力寻找经济学发展和流派的更替与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内在
关联度，认为一个新的分析范式的产生往往导致一场经济学理论的革命。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认为经济思想的革命与发展是来自思想观念演变本身，因为作者的观点是：特定
的经济学范式本身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经济学理论发展，其持续的推动力并
不是来自于经济学思想本身，而是来自于客观实际的经济过程的发展和变化。
全书各篇各章的内容显示，作者从经济学范式转换角度说明西方经济思想发展，丝毫没有离开把历史
进程中发生的经济过程当作是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实践基础。
尽管我本人在哲学领域是个门外汉，对范式及其转换更缺乏研究，但我感到，本书作者这种研究方法
还是深深扎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
　　这部经济思想史教程把一部经济学说史看成一部经济学范式不断革命与完善的发展史，并依据经
济分析的范式不同，把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分成前经济学时期、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三大历史时
期。
前经济学时期是经济学知识的原始时期，那时虽已形成一些关于经济问题的散乱的、零星的观念，但
并未出现一套稳定的分析经济问题的范式。
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则是受确定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支配的时期，都有了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
古典经济学历史阶段又可分为古典经济学范式形成时期（从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和古典常规经济
学时期（从萨伊、李嘉图到J·S·穆勒）。
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核心是客观价值论。
1870年的“边际革命”是经济学范式的一次重要革命，其核心是用主观心理分析的价值论取代古典经
济学的客观价值分析，这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端。
从“边际革命”开始经过马歇尔再到凯恩斯这60余年是现代经济学范式形成时期。
凯恩斯之后，现代经济学则进入了常规发展时期。
这本教材按经济学范式转换的上述逻辑发展，把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分成前经济学范式　　时期、古
典经济学范式形成时期、古典经济学范式常规发展时期、现代经济学范式形成时期和现代经济学范式
常规发展时期这样五篇加以叙述和分析。
　　显然，这样划分和结构是别开生面的。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眼中，古典经济学在英国开始于配第，经斯密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开始于布瓦
吉尔贝尔，而终结于西斯蒙第。
从马尔萨斯和萨伊开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进入了庸俗经济学发展阶段。
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奠基人凯恩斯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则认为古典学派要纳入那
些接　　受了李嘉图经济学并加以完善化的人，包括J·S·穆勒、马歇尔、埃奇沃思及庇古教授。
在目前，西方学者对古典学派的划分和凯恩斯也并不一致。
他们说的古典经济学大致终止于J·S·穆勒；而把边际革命以后，包括马歇尔、埃奇沃思、庇古等人
在内的西方经济学说称为“新古典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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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本教材作者这样划分和结构的安徘，究竟是否恰当，是否科学，可以也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
，但不管怎样，这本教材的写法，是为经济思想史学界研究和探索西方经济思想演变和发展的脉络和
规律开创了一条新路。
作者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称道和发扬的。
　　另外，从全书内容看，从古代一直写到当代，主要的经济理论都作了概括而系统的阐述，说清了
各个流派的观点、产生背景及相互关系，文笔流利，层次清晰，并采用了现代教材的规范体例。
尽管此书稿我尚未来得及细读，但粗粗的过目已使我觉得，这本经济思想史教材写得是成功的，相信
它的问世，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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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思想史教程》依次对前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历史主义经济学、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当代经济学的流变和发展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评述
。
《经济思想史教程》的特色是从经济学范式与范式转换的角度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进行阐释解读，
揭示了西方经济思想何以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和流派。
读者通过《经济思想史教程》的学习，不仅能掌握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知识，还能对西方
经济思想发展中所反映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所了解，以增强其经济学理论的素养和创新能力。
为方便学生的复习和理解，每章之后都附有内容提要、关键词和思考题。
《经济思想史教程》为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经济理论研究者和经济部门工作者系统
了解西方经济理论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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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涛，男，汉族，1957年8月生，陕西三原人。
复旦大学博士，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经济学博士后。
曾任职于河北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外经济思想史
和经济哲学领域的研究，已出版著作多部，主要有《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0年版） ；《理性的崇拜与缺憾——经济认识论批判》（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0年版）；《货币
经济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吕坤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传统的创新一
东方管理学引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另在国内外著名刊物发表有关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百余篇，近年来重要的论文曾获“第二届
全国青年社会科学成果优秀论文一等奖”，“ 1998年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短论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主持过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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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济政策与自由贸易学说第六章 古典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一节 李嘉图学派的解体詹姆斯·穆勒
：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开始--麦克库洛赫：李嘉图学派的解体第二节 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服务价值
论--经济和谐的理论体系--经济自由主义第三节 西尼尔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西尼尔的“节欲说”--财
富的生产与分配第四节 约翰·穆勒对古典经济学的综合约翰·穆勒经济学说的特点--生产规律同分配
规律具有不同的性质--关于三类商品三种价值决定的法则--货币和信用理论--资本、利润理论--国际贸
易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社会改良的思想主张第七章 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中的新方向第一节 西斯蒙第
的新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消费先于生产--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财富和人口理论第二
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与有效需求不足论人口原理--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理论第八章 历史学派与马克思
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与发展第一节 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与形成的历史条件历史学派对古典经
济学的批判--历史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第二节 李斯特：历史学派的先驱国家经济学理论--生产力理
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第三节 罗雪尔：历史学派的奠基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国民经
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第四节 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说新历史学派的特点--新历史学派的基本经济观点--对
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结--社会改良理论和政策第五节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资本论》的基
本内容--劳动价值理论的创立--剩余价值论的创立--资本积累理论的创立--社会资本再生产学说的创
立--经济危机学说的创立第四篇 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形成时期第九章 边际效用学派：现代经济学范式的
确立第一节 门格尔与奥地利学派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边际效用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客观交换价
值论--时差利息论第二节 克拉克：美国的效用学派新三分法--边际生产力论第三节 杰文斯与数理经济
学派杰文斯的“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杰文斯的交换方程式--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论--帕累托的“序数
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第十章 马歇尔与剑桥学派：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完善第十一章 维克塞尔
与凯恩斯：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完成第十二章 凡勃伦与加尔布雷恩的制度分析：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补充
第十三章 弗里德曼与拉弗：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复归第十四章 科斯与交易费用：现代经济学范式发展
的新方向后记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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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引起了政府内外的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李嘉图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激烈的争论。
他于1809年8月29日在《晨报》上发表了他第一篇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章，即《黄金的价格》一文。
他在这篇文章中尖锐批评了英格兰银行的政策，主张英格兰银行应从流通中逐步收回两三百万英镑的
银行券，借以恢复黄金的法定价格和商品的正常价格。
在此他已奠定了他货币数量说的基础。
此后还写过一些关于货币和地租的文章和小册子。
1817年4月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成为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
该书反响强烈，供不应求，在1819年出了第2版，1821年出了第3版，以后逐渐翻译成各种文字流传于
全世界。
英国经济学界，甚至一些政府人员也来研读李嘉图的书，几乎成了当时的教科书。
政治经济学也成为当时最热门的学科之一。
甚至有的贵妇人在延聘家庭教师时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要求应聘者能将李嘉图的学说授予其子女。
　　李嘉图由于这一系列关于黄金价格问题的著作和文章的发表，顿时被誉为货币流通的最大理论家
，并开始博得大家的尊重，并被邀请参加国会所任命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特别被邀请到金块委员会
去工作，该委员会的决议中就接收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论点。
与此同时，李嘉图还与当时负有大经济学家盛名的马尔萨斯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进行了公开的论战
。
但两人一直是十分亲密的朋友。
1819年李嘉图入选国会，是托利党政府反对派中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最激进集团中的一员，继续
致力于鼓吹议会改革，反对谷物法、提倡自由贸易，反对宗教专制。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谷物价格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研究是针对19世纪初英国出现的谷物条例的存废问题的争论而展开的。
马尔萨斯为地主的土地垄断权、谷物的高价格和高额地租进行辩护，从而积极维护谷物条例。
李嘉图反对马尔萨斯的观点，他认为地主阶级的利益不但和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相冲突，而且和整
个社会利益也是相矛盾的，因为谷物价格上涨，虽然会使地主占有的地租增加，但会引起名义工资上
升，从而引起利润下降，妨碍资本积累，以致对牛产起着不利作用。
所以，他积极反对“谷物条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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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哲学，是人们认识经济现象或解释经济活动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
本教程的主要特点或创新，就是试图从经济学的范式和范式转换的角度出发，重新阐释或解读西方经
济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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