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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必修的经济课》

前言

有人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更有人说：“人是经济的动物。”姑
且不论人究竟是什么动物，人的存在是绝对无法脱离经济范畴的。当然，提到经济，人们便会立即联
想到经济学；然而，经济学的理论又是由数百年来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经济学说所构成的，因此，若不
能对某些中流砥柱的学说有个大概的认识，便称不上对经济学有深刻的了解。事实上，经济学是门最
实际的学问；姑且不论它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科学，它所探究的主要论点，都不出东西两大阵营的经
济运作。就某种意义而言，东西对峙正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对峙，本书就是在此种着眼
点的延长线上，对两派的论点个别加以检讨和批判。每一种学说都有其背景与社会需要，本书在介绍
每名经济天才的学说时，都对其生平作一简介，这自然有助于我们的了解，使我们感受到各个天才散
发出的经济光芒。本书的架构与坊间的经济书籍不同，罗列的学者个个都称得上是“影响历史的经济
学家”，并分别论述其理论大要，真可谓读一而知十。事实上，译者在移译过程中，脑海里总是被“
假如学生时代便看过此书⋯⋯”这句话充塞着。这是个经济战争的时代。紧锣密鼓的经贸大战，在世
界各个角落进行着，而本书正好提供各个应战的理论基础。总之，这是本现代人必读的书，请勿错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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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必修的经济课》

内容概要

《现代人必修的经济课》从古典学派到近代经济学，通过有系统的整理，以史学的鸟瞰方式介绍分析
世界十五大经济学，可以说是一部活生生的经济发展史。其立论精辟，透视的角度客观公允，可以帮
助读者认识经济学派的变革，以及杰出的经济学大师对人类活动的全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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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荣贵，台湾省台北市人，台湾大学政经系毕业，曾获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著有《企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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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真髓》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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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必修的经济课》

章节摘录

第一篇 从古典学派到近代经济学一、古典学派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作品，永久不失其在经济
学上的古典地位。以评论斯密而声名大噪的福斯特（F.First），对他所具卓越人性洞察力极力推崇，
并将此点视为了解斯密经济学的重要基点。实际上，经济学如与有关人的分析隔离，便失去存在的意
义。斯密的经济学，系建构在人类社会实际情况——亦即伦理与经济不可分离的关联——上之一个理
论体系。无可置疑的，人是极其利己的，可是健全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在充满利己的现实世界上，此乃
自明之理。斯密所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人画像，可说是初期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人类理想形
象。因此，所谓利己心并非不顾社会而一味自我主张，而是充分顾虑到别人后的主张。换而言之，他
所期盼的是，在自律性的个人自由行动上建立调和的社会秩序，以及服膺一定规范的利己心。此种利
己心的最佳道德上的性格表现是，安全慎重的美德；从而掌握一国命运的政治家们的慎重行动，才是
其最大的美德，两者相互照应，便不言可喻。讲求谦虚礼让和坚忍独立不霸的精神——此种斯密经济
学的根本性格，正是他们描绘的社会——一城一国的证据。在他所著《国富论》的开宗明义，便举出
发夹制造工厂的例子。该类工厂纵拥有机械，但几乎都是只有10名员工左右的小规模工厂，此乃斯密
经济学所指陈的，资本家的生产态样的实际情形。这些靠自己的能耐努力工作的小规模生产者们，本
着其不懈的勤劳累积财富，逐渐成长为大规模的产业资本。斯密的资本主义经济哲学，便是起源于适
合此种由全体小规模生产者组成的社会。当时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洛克（J．Locke，1632～1704）曾说：
“对所有的人而言，身为‘人’便是一种财产。亦即财产不过是人的手之延长而已，因此，杀死鹿的
印第安人，便是鹿的正当所有人。财产是可依赖人们自己的工作而获致的，是节约无谓的消费而获得
的。”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就是立足于洛克的此种哲学上，而力主勤劳和节约乃经济发展的物质和精神
的原动力。由之，此种古典学派的经济学主张，不仅具备生产力的劳动才是财富的根源，并且与人们
劳动等量的商品交换更是社会正义的支柱。从而得以窥见在经济学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劳动价值论
的社会性意义。就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人物而言，除斯密外，尚有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和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两人，可是他们之间的理论性格仍
有所不同。斯密的《国富论》所追求的是如何增加国民的财富，可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经济学，
主要在探讨国家财富的分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何影响。斯密与李嘉图、马尔萨斯之间的差异，实因
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急速进展，以及新社会问题频生的时代产物。尽管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两人
所获得的答案互不相同，却无不在斯密所描述的乐观型主义社会上，投入一道黯然无光的阴影。二、
历史学派在英国形如世界工厂一般领先各国推动工业化时，德国仍是处在中世纪田园生活的农业国家
。彼时，德国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的最大意图是，将德国提升为与英国相同的强力产业国家地位。就
国际竞争的舞台来看，片面性的理论和思想，往往成为恐怖的攻击武器。主张自由追求利润的古典学
派经济理论，导致牺牲后进国家而只累积英国资本的结果。对彼时的德国来说，不能没有供德国驱使
的经济学，并且此种经济学必须酷爱其祖国，理由无他，只因德国是个后进国家。因此，德国的经济
学者们，一致认为德国的经济学务必是后进国家的经济学。因此，有名的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说便
应运而生。李斯特（F．List）为其代表性人物，他把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发展阶段区分为未开化状态、
畜牧状态、农业状态、农工状态以及农工商状态，并分别加以说明。但是，在这乍看平凡无奇的说明
中，却隐藏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亦即，德国正处于农工状态的社会，如欲进步到农工商状态的社会，
必须采行与处在农工商状态的英国不同的政策——不是自由贸易而是保护贸易。此种经济发展阶段说
，正提供了使德国产业免于英国经济侵略的理论基础。然而，李斯特并未看到，世界各国将遭到永无
止境的经济斗争命运，他幻想着当所有的国家到达英国的水准时，自由的世界贸易时代便会降临。可
是，世界各国卷入工业化的激烈竞争之泥沼中，相互伤害，甚至两败俱伤。当这种时代来临的时候，
李斯特便举枪自杀，宛如对德国本身的命运有什么暗示一般。当英国的李嘉图经济学，逐渐流于抽象
化干燥无味的理论范畴时，历史学派的理论正好给其带来清凉的新鲜口味。使死去的理论重返活生生
的现实，是历史学派的意图所在。他们认为历史的真谛是在——不知过去便难了解自己本身所处的现
实。可是，关于历史学派的理论，被批评为不过是以单纯罗列现象的历史来取代经济学，此种责难亦
非无的放矢。反之，如主张抛开历史则经济学便无啥实质意义，也是同样有理。身临危险的社会，不
为所动而追求本身的支持时，经常会回溯历史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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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人必修的经济课》：有人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更有人说
：“人是经济的动物。”姑且不论人究竟是什么动物，人的存在是绝对无法脱离经济范畴的。 《现代
人必修的经济课》的架构与坊间的经济书籍不同，罗列的学者个个都称得上是“影响历史的经济学家
”，并分别论述其理论大要，真可谓读一而知十。事实上，译者在移译过程中，脑海里总是被“假如
学生时代便看过此书⋯⋯”这句话充塞着。 总之，这是本现代人必读的书，请勿错过。一口气读完世
界十五大经济天才的常说李嘉图的经济学、马尔萨斯的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
凯恩斯的经济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是个经济战争的时代。紧锣密鼓的经贸大战，在世界各个
角落进行着，而《现代人必修的经济课》正好提供应战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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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逻辑太混乱了，不知所云
2、算是一本启蒙读物，把经济学各个流派都介绍了一遍 印象较深的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的批判，实
在是跟政治课上大相径庭 另外，这本书的编者是台湾人，书中很多不同于我们通用的翻译和表达也着
实花了我不少时间
3、看过一两节，表示没有经济学理论基础的人真心看不懂，逻辑跳跃，内容混乱，台湾人作品⋯⋯
什么玩意儿，果断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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