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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思想史》

前言

　　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的理论历史科学，它随着经济学思想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而逐步成为一门
独立的学科。经济学说史作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经济思想或经济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用历
史的、逻辑的方法阐述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及其相互联系、相互继承与发展的历
史。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
卷，第7页）因此，经济思想史的任务就是要说明不同时代经济理论的继承、演进与发展过程，揭示
经济学的本质、历史以及内在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　　经济学说史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基础课程，主
要讲述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它不仅可以加深对当今经济学的理解，更可以提供在这一学科内其他
领域所无法找到的独特视角。随着经济学思想的不断发展，新思想、新材料、新问题和新角度都需要
对以往的基本争论和既定评价重新加以考虑，用博大精深来形容经济学说史并不为过。这并不是说其
他学科不够广博和深厚，而是说这门学科无论是从涵盖的内容还是从跨越的时间段来讲都是非常宽广
的。　　一、新的经济思想史教材编写在经济学科中的意义和作用　　时代在不断进步和发展，特别
是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各种思想相互交融。人们对经济思想史的认识和评价也伴随时代的特征
而有所不同。经济思想史学的学习对学好经济学及相关科学意义重大。　　首先，深奥的经济学理论
需要有一个由浅人深的学习过程，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内容涉及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开始的经济思想，直
至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说，从时间和发展的角度上阐述了经济思想由古至今的变化发展
过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学习，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了解重要经济理论的产
生原因，发展条件和变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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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经济思想史》内容简介：经济思想史的任务就是要说明不同时代的经济理论继承、演进与发展
的过程，揭示经济学的本质、历史以及内在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主要内容包
括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开始的经济思想，直至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说，从时间和发展的角
度阐述了经济思想由古至今的变化发展过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学习能够使读者清晰地看到经济学
说的发展脉络，了解重要经济理论产生的原因、发展的条件和变化的历程。
《西方经济思想史》可作为高等院校经济思想史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以作为从事经济工作人士
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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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古希腊的时代背景　　古希腊是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西欧地区之一。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此
时的希腊已经由原始社会跨人了奴隶制社会。古希腊的奴隶制经济基本上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然经
济，同时商品货币经济也有所发展，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已出现。此时的古希腊，商品经济的萌
芽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为古希腊学者提供了研究经济现象的机会与素材。
　　伴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古希腊的上层建筑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公元前594年，梭伦
（Solon）在雅典执政并进行民主化改革。为了限制氏族贵族的权力，他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也
可以参加公民大会，还规定富裕商人可担任执政官，并设立新的陪审法庭来代替贵族最高法院的一部
分权力。他通过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为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伯里克利（Pericles）时期
（公元前461～前429年），古希腊的民主政治达到了最高潮。上层建筑的变革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
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一时期，商队不断扩大，贸易蓬勃发展，农业生产与手工制造业日益进步，商品
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史称“希腊的奇迹”。由此产生的各种商品经济现象也引起了古希腊许多著作
家和思想家的关注与研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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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内容涵盖了从古希腊到当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本书的论述
以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为主，同时对支流加以叙述，选取各个时期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著作，从
各章的题目中可以看出该章内容和主要侧重点，力求比较全面的反映各个时期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情
况。每章开头都有一个内容提要，提纲挈领的纵观整章内容；然后是对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代表人
物和主要著作的说明，该部分力求全面详尽；重点内容放在对流派观点的阐述及对该理论的评价上，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阐述各个经济思想的学术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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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呵呵，不错啦，作为一种入门性读物还是不错的了
2、算是经济思想史的入门级读物吧，还不错。
3、基本上全面的整理了经济思想的发展史，学习经济的应该都有一本常常翻翻，如果再精细一点，
再全面一点，做成典籍，就更好了。
4、gelivable
5、2014.3.9~2014.3.20
6、这本书从目录看，就一布劳格的《经济理论回顾》的简化版。买来就是作为前者的补充读物来看
的。但布劳格只介绍到凯恩斯，而这本书还延伸到了后凯恩斯主义，这大约是这书的特点吧。还没来
得及读，希望能有所收获。下面的“心情指数”和“阅读场所”都是预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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