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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史纲》

前言

　　马克斯·韦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被誉为
与马克思和涂尔干齐名的三大思想家和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在他逝世后50年，一个研究韦伯学说
的潮流在西方掀起，至今方兴未艾。　　《世界经济史纲》是根据韦伯1919至1920学年在慕尼黑大学
的系列讲座“社会和经济通史纲要”的速记稿编译整理的，这是韦伯的谢世之作。在全部被公认的社
会科学的古典先驱之中，唯有韦伯的这部《世界经济史纲》，才称得上对当代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
全面的历史分析。　　这样评价，并非溢美。作为一个思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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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史纲》

内容概要

《世界经济史纲》(全译彩图本)是德国著名的社会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最负盛名的经济学著作，西
方知识界一直将它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二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深刻审视了资本主义的精
神实质，为同一时代的两个思想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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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史纲》

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1864年－1920年），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誉为〔现代组织理论之父〕。韦伯
生于德国埃尔福特，先后求学一地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1888年，他加入〔社会政治联盟〕，开始
研究社会经济问题。1891年，韦伯执教于柏林大学，此后又受聘于弗莱堡大学和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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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史纲》

书籍目录

前言世界经济史纲导读　《世界经济史纲》一书的产生　《世界经济史纲》中的叙述线索　韦伯的理
性主题以及对当代的影响第一卷  古代业组织形态　原始农业的组织形态　财产制度和社会群落的形
式　领主产权的兴起及其来源　庄园经济　进入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民　从庄园制到资本主义第二卷 
前资本主义的矿工业　工业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　工矿业发展的阶段　手工业行会　欧洲行会的起源
　行会的瓦解和家庭工业的发展　作坊——现代工厂的先驱者　前资本主义的矿业第三卷  前资本主
义时期的商业与交换　商业的起源　运输业引发的技术进步　商业和商业运输的组织形式　商业企业
组织形式的变革　东西方的商业行会　货币和货币史　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银行和银钱交易　前资本主
义时期的利息第四卷  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　现代资本主义的内涵及先决条件　资本主义演变中的外
部事实　第一次经济危机　自由批发贸易　16至18世纪的殖民地和殖民政策　工业技术发展与科学发
明 　城市与市民　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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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史纲》

章节摘录

　　世界经济史纲导读　　《世界经济史纲》中的叙述线索　　叙述的线索　　在前面所讲的韦伯叙
述方式的特点，对于本书的读者，将会提供某些指导作用。但是，正如前面所叙述的那样，最大的困
难在于，从他的各种叙述线索之中，一种具有主题意义的理念如何能被梳理出来。在这里，关键就在
于，找到被韦伯忽略掉的主题发展线索的替代物。兰德尔?柯林斯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而被人们采用
：那就是从他的这部著作的中心部分，抽象出一个原初模型。在拓展韦伯的理论方面，这个方法被证
明非常有用，但是，这个办法有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在这个拓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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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史纲》

编辑推荐

　　一部与《资本论》互为补充的经济学巨著　　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
述，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更多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因此，韦伯也称为“
资产阶级的马克思”。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在我看来，韦伯是站在西方文明发展的转折点
上。他看到了古老体系的解体，并洞察了它的实质，而这是他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做到的。　　《世界
经济史纳》是当前一是论界对资本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公开思想，被看做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经典参考基
准。　　在全部被公认的社会科学的古典先驱中，唯有韦伯的《世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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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史纲》

精彩短评

1、三天就收到了书。翻阅了一下，挺喜欢的，图文并茂。希望看完此书会让我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
一个详细的了解。
2、大一时 从图书馆偷出来的 终于读完 还回去了~
3、抱着很大的期待读这本书，但看着看着越发觉得这本书没有翻译好读起来怪别扭的
4、很明显的译者都没有经济学基础知识，译者的翻译思想也很差，译出来的东西真的叫人不知所云
。配图跟书本的内容很多都没有关系的，特别是跟当单当页的内容根本一点联系也没有。我买了一整
套回来，太后悔了，读得真叫我痛苦。
5、本书是韦伯的演讲录。书名容易引起误解，让人误认为这是一本通史，其实本书可以说是一部经
济社会学或历史社会学作品。换言之，韦伯是根据最为重要的若干议题，来陈述历史。因此，每一个
议题都可以成为专题史的题目
6、印刷精美，内容经典，是同一本书中最好的！
7、书的印刷及装订质量都不错，是全彩页的图书。本书将较枯燥的经济史知识与大量图片结合，在
欣赏历史图片的同时完成对马克斯&amp;#8226;韦伯的巨著研读，让你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资本主义。该
书适合经济学类专业人员学习，也可作为经济类普及读物使用。
8、书本身不错,翻译太不用心,很随意,病句,错字不少,有辱韦伯大名.
9、不能错过的好书，我买了一套，以后还可以给儿子读
10、对流动资产的争夺，助长了新资产阶级的兴起。
11、经典 拜读
12、经济是活生生的
13、很明显我没找到感觉 基本都没明白 但考虑重读三遍
14、nnnnnnnnnnnn
15、只想问胡长明你到底懂不懂韦伯想说什么啊懂不懂
16、有含量，耐读
17、韦伯最负盛名的经济学著作，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齐名,大师的巅峰之作，不可不读！
18、很多观点不敢苟同。
19、可能因为个人功底太薄吧，读起来很难融会贯通，估计还得再读个七八遍，才能有些体会。
20、大师学者著作极好 专业研究必备 值得一买珍藏
21、第一次给予5颗星星。是本好书。读一个人的书，其实是读作者的思维，看他的构思与文笔。这本
书回顾了经济发展的历史，其中的点点进展用自己的思维、观点加以串连。如同一股股的波浪，呈现
面前。
22、非常好的书，值得反复翻看。
23、翻译很烂，很不负责任
内容需要自己挖掘，很喜欢韦伯的视角
24、中国为什么落后，西方为什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本书是德国著名的社会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
最负盛名的经济学著作，可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该书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最为
全面的历史分析，在详细叙述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形态的同时，书中更揭示了产生这些独特形态的资本
主义精神实质，即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制度为什么只可能发生在西方。
25、这是一本应该多读几次的书，如果是想更深入的了解为什么西方世界会诞生出资本主义这一事物
的缘由⋯⋯当然，她对我们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值得借鉴之处的⋯⋯还有，就是有时候，
有些插图是可以不用的，或者，多一点注释，我觉得书会更易懂一点⋯⋯
26、bucuodi
27、很好的书，曾经只是一本讲义... 其实我小时候学经济学，学贸易学的时，发现学校和教授开设的
课程从来不讲经济史，贸易史，国际政治与外交关系史，但是任何一个领域，一门学科，最开始自然
应该梳理历史，清楚我们站在什么位置上看过去，看现在，看将来。 
28、我粗略的翻阅书中的图画，具体的文字太多，我没有心情和兴趣看下去，就插画而言，还是比较
好的。
29、我表示就是读不懂，枯燥得要命。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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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史纲》

30、很好，对于理解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很有启发
31、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史，可以读读。
32、这本书是根据韦伯的演讲稿整理来的，本来就不那么系统完善，其中的线索是较难把握的，再加
上韦伯本人的表述风格是相对抽象和深邃的，所以不那么好理解的。这也正是出版方想要搞一本有插
图注解的原因，只可惜此版书中的很多配图都与其所处位置的文字不搭调，着实有“风马牛”、“驴
唇马嘴”和“鸡鸭”之感，再加上本书翻译的功底实在不敢恭维，所以很难说这是一本好书，只能说
是有点糟蹋经典的东西。希望以后能有更好的版本。最后再次提请本版书的编者注意，不是配点插图
文字就好理解且不就不枯燥了，瞎配的插图还不如不配，太添乱！！！
33、这本书挺好，但是翻译的不是太好，有不少话不大好懂
34、韦伯的经典之作，可以与次本轮同读
35、这种形式不错，不会让人觉得大师的作品很艰涩。但后面错别字很多病句很多好像在看盗版书一
样。插图们仔细看看有不少风马牛不相及一头雾水的，而作者难得提到名画什么的插图里是没有的⋯
⋯
36、本书是韦伯最负盛名的经济学著作，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齐名,大师的巅峰之作，不可不读！
37、了解经济的多样式，知识点丰富
38、印刷质量好，发货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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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史纲》

精彩书评

1、只把导言部分看了。记得读经济通史时，体会到韦伯的最大特点除了极其渊博外，还有就是特有
的冷静、客观，让人感觉不到这是一个主观的人的作品，文中的观点似乎天然就是如此，没有经过任
何雕琢。
2、产权明晰激励经济发展、人类进步。原始人类很少有多余的物，为了安全和食物，长期共同劳动
过着群居生活。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生产方式改变，物质丰富了，人类开始分化。确立私有产权，调动
了奴隶主的积极性。奴隶主财产包括人和物。确立了生产者对自己身体的产权，激励了生产者的积极
性。农民通过土地间接依赖地主，地主依赖国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确立了国家民营化和私有化，
鼓舞了全社会积极性，机器力解放了人力，资本成了社会的血液，人才资本化为人力资本，知识就是
力量。民主社会建立，国家依赖人民了（税收）。翻译的语言不通俗，读起来比较费劲。书中强调资
本主义社会中，人依赖机器。其实，从英国工业革命，到马克思时代才100多年，到作者的年代才短
短200年左右，下结论为时过早，就像看一个三岁小孩的未来，有无限可能！书中有很多精美的图画，
形象、生动。
3、【http://blog.sina.com.cn/leiwon】出于对先贤的尊敬，以及自身的学识浅薄，我不敢对本书妄加评
论。想象一个欧洲上班族捧着东方国度的大师演讲集，例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不知他/
她能够收获几何。对于十九世纪及以前的欧美学者著述（经济学领域），通过当代杰出的思想史著作
来了解或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摘录一段原文，作为阅读本书的纪念：“什么叫资本主义？人类不管
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哪里能用企业的方法来提供，并产生了人类集团所需要的工业，在哪里就存在着
资本主义。质言之，合理的一家资本主义企业就是根据现代记账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赢利能力的
一个组织机构。附有资本会计制度是它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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