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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亚当.斯密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人”为研究出发点，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论述了经济学的发
展历史，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本质、边界和理论。

　　本书综合运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企业可持续发展、经济伦
理、经济全球化等宏观和微观经济理论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分析，并通过对社会契约、公司治理
、战略绩效评价、社会责任投资等理论研究，探讨企业社会责任解决之路径。
同时本书还探讨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和演变、现状及问题、机制建设问题。

　　本书对于经济学说史研究、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研究、企业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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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雪林，安徽安庆人，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现供职于国家开发银行。
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工作。
近年来，先后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国际金融研究》、《银行家》等报刊杂志发表论
文20余篇。
主要著作和译著有：《欧元帝国的崛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目标成本管理》（经济管理出
版社）、《快速结账最佳实务》（经济管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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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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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尔萨斯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肯定了资本，土地和技术对财富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认
为单纯增加资本，土地和技术供给要素而没有相应的需求增长的配合，是不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的。
根据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人口增加导致贫困化、最低生存水平等基本原理。
马尔萨斯认为：当土地供给，生产技术水平一定时，人口与土地形成就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
如果人口增长超过土地所能承载能力时，人们获得的收益就会递减，当这种收益递减到一定程度就会
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状态。
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认为马尔萨斯土地报酬递减是在假
定技术不变的前提下，是指在原有耕地上加倍投资的结果并不能增加加倍的农产品。
由于自然资源具有不均质性，在技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就不存在。
因此，大卫-李嘉图否认自然资源的绝对稀缺和人类对自然资源经济利用的绝对极限，后人将他的这一
理论概括为“资源相对稀缺论”。
　　大卫，李嘉图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改良土壤、提高肥力、使用
机器化生产等方式提高单位土地的产量。
因此，李嘉图认为，土地等资源的相对稀缺并不对经济发展构成非常困难的制约。
但同时，李嘉图也认为在所有的土地资源都被充分利用以后，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下降，土地报酬递减
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当土地报酬递减趋势压倒工业报酬递增趋势，就会导致经济增长速率放慢，最终
人类将会进人人口与资本增长的停滞状态。
②　　1848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认为资源绝对
稀缺的效应会在自然资源的极限到来之前表现出来，但他并不担心资源绝对稀缺会出现，他认为社会
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完全可以拓展这一极限，并且无限推迟这一极限。
穆勒也继承了李嘉图的“资源相对稀缺论”，并加以引申扩展到环境分析中。
他认为，经济系统中的土地资源除了农业生产的功能外，还具有美化人类生活空间和自然景观的功能
。
他以哲学家的思维，反对无止境地开发自然资源，据此，他提出了“静态经济”的思想。
除此外，他还将资源稀缺论引申到非物质生产领域，相信人类克服资源相对稀缺的能力，否认绝对稀
缺会出现。
即便如此，他也不提倡人类因此去征服自然，因为，只有人口、自然环境以及财富等都保持在自然资
源承载能力之内，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一思想已超出了资源稀缺的范畴，将环境保护及其影响的时间尺度拓展到了更为长远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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