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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跨学科的视野考察了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形式的影响，特别是人际关系以及两种不同人际关系
模式对市场交易及企业组织的组建过程、内部关系、组织规模结构的影响。
从新的角度阐述了市场交易和企业组织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分析了人际关系对市场形成和企业组
织发展的作用；比较了东西方以及一些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人际关系模式；深入探讨了不同人际关系模
式在东西方市场形成和企业组织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不同人际关系模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间形成的组
织形式上的一些重要差异，并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做出了评价；最后分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企业、市
场与政府关系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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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询，1956年9月出生，辽宁开原人。
分别于1982年和1985年在吉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
1993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于1990至1991年作为访问学者在英国利兹大学发展研究中心研修。
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富虹经济学院院长，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
师。
担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大连市委市政府咨询委员、大连商品交易
昕顾问，任《财经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学报》、《求是学刊》等四个学术刊物的编委。
 王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学理论、劳动组织与劳动力流动问题以及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形式的影
响等。
已出版《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第一版)两部专著，《微观经济学
前沿问题》、《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两部译著，主编、副主编或参编并已出版的教材10余种，在《
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
曾主持或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基础与组织形式》等10个研究项目。
享受国家级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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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发展内容和动因的多元性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
的过程。
它的复杂性首先在于发展内容的多元性。
在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地是所有领域，包括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发
生某种形式的、或多或少的、或迟或早的变化。
而且，其中各个方面的变化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方面的变化会对另一方面的变
化发生某种带动作用，而一个方面的停滞必然对其他方面的变化起到牵制的作用。
对此，很多学者都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例如，罗森堡和小伯泽尔指出：“关于经济增长是一种变化
的形式的观念提醒我们，变化从不会只局限在经济领域之中，它也延伸到社会与政治领域。
”①这也就是说，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某种跨学科性。
正如汪熙在谈到中国现代化问题时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纵深度和横向面是如此的深沉与
广阔，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
因此，它注定是一个跨学科的任务。
”②　　但是，人的认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我们没有能力完整地描述和解
释全部发展过程。
应该承认，对于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事物，至少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如摸象的盲人，在独立研究的过程
中，只能对这个事物得出片面的认识。
学者们只能进行某种分工，每一个研究者，只能将其视野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各自从不同角度研究
这同一过程中的不同方面。
例如，经济学家，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经济发展问题。
而且，还应该承认，个人的认识受其认识能力的限制，对自己所关注的方面所得出的认识也常常是片
面的。
但是，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不像摸象的盲人一样地固执己见，简单地否定别人的认识，
‘则至少可以使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能够逐渐接近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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