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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一套“政治经济学博士点建设丛书”是深圳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组为开阔博士研究生的文化视野而
创作的系列学术专著。
钟若愚博士的这本书是丛书的第五部。
（一）对于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大业来讲，出版丛书的根本目的更在于为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
理论支持。
在如何对待现代化的问题上，丛书在引证中强调：1965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撰写的纪念明治维新
百年的首卷《激荡百年史》中更加精辟地分析了科学技术与制度因素的深层关系。
他指出：外国文明的输入很容易破坏本土社会、文化和精神上的统一。
在德川末期，一些思想家们曾预想用“西方的艺术、东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
神”作为对付这种破坏的公式。
但是，这样的公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
吉田茂深入浅出地分析道：“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采用它的科学文明。
例如，为了要求使用西方的优良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
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机能，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教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
深受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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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对人口、资源以及环境等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大卫
·李嘉图等的著述中已经有所涉及，到当代，随着此类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突出，这方面的研
究也日渐深入，方兴未艾。
研究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有关于人口、资源以及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于人口控制、资
源开发与节约以及环境的保护和治理，还有对未来人类生存对资源、环境的依存的预测等等。
本书作者在这个浩瀚的领域里选择自然资源的效率问题进行研究，无论是对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
和拓展，还是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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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发展循环经济、提升资源生产率的措施和保障。
循环经济兼顾经济和环境效益，带来全新的环境理念和经济效益。
推动循环经济发展，需要从教育层次、科研层次、经济管理层次、法律层次和技术层次等方面着手，
通过宣传教育、加强管理、建立法规制度、实行经济激励机制、开发相关技术等措施来推动。
以循环经济提升资源生产率的主要保障还应考虑如下几个方面：完备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必要的经
济支持和鼓励优惠政策，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发展静脉产业，以政府绿色采购来启动和引导市场需求
，政府相关部门管理职能强化和职责明晰，加强科学研究，发挥公众和中介组织作用。
4.加强自然资源的核算与管理加强自然资源的核算，完善自然资源的管理，是全面了解资源家底，合
理安排当代人对资源的利用，计算后代人对资源的需求，进而实现资源代际合理配置的重要依据。
为此应当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制定并实旅代际资源财富转移政策，为后代留有充裕的资源基础和宽
松的环境空间。
建立一种自然资源代际长效利用的机制，保证后代人生存发展的资源基础。
可供考虑的一种机制是建立代际基金。
例如，当代人采用一项政策，知道这将给后代带来成本，假设所知成本为A元，它发生在从现在开始
到第t年（共t年）时间内，已知利润率为R，则至少需建立的代际基金为s=A／（1+R）t。
但由于代际补偿基金在实践中有一定的时效性，因此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是把这种补偿通过资产或资
本形式转移到后代人身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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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威伦在《可再生资源利用的生物经济学》中说，自然资源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使得研究者需要具
备经济学和其他若干领域的复杂技术的丰富知识。
威伦说，写一章关于可再生资源的生物学的综述，就要冒流于肤浅的风险，就像是普拉特河（the
Platte River）被称为“最浅薄的河流”那样。
经济学在马歇尔、在罗宾斯那里就已被表述为人类行为研究的学问，但一个经济学者试图对所有领域
发表意见，其实是不严谨的。
凯恩斯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在对的时候和错的时候，都比人们一般认识到的要强有
力得多。
这个世界实际上就是由这些思想统治。
”膨胀的“经济学家”往往只看到学问带来的效用，争先恐后地对自己并不熟知又未作深入研究的东
西加以评论，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理解的深刻性。
哈耶克提醒说：“只是个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家，也可以成为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和社会最有价值的成员
。
但是，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我甚至想再说一句，只是个
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即使不是非常有害的人，可能也是个招人讨厌的家伙。
”实践正在对所有忽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现有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对此，加强经济学与其他领域的融
合研究越发重要，本书的研究仅仅是一个肤浅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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