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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欢迎阅读本书！
本书所讲述的是人们怎样试图去理解经济现象的历史。
我们把它叫做经济思想史，可能会比叫做经济学说史、经济理论史、经济分析史等更准确一些。
后者往往需要更系统化、更学术化、更方法论化一些；而前者只要有思想或理论的闪光点，就应该被
人们所关注，所重视。
无论读者是把本书作为教材、教参或教辅，还是纯粹为了解经济思想史的内容而阅读，本书都会给您
带来想了解的内容。
本书有以下特点：（1）从市场经济的视角而不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探索和评论，可能更具有现实
感。
自从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对于我们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人们的
注意力已经从过去的政治经济学逐步转向经济学。
以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关注西方经济思想史是学习经济学所必须的。
（2）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反映经济思想史的全貌，并且突出重点，力争准确刻画各个时期主要经济学
家的思想观点和理论特征。
（3）本书的内容更新更近。
特别是本书列入了新凯恩斯主义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时间序列上这已经到达21世纪初期，这是一
般经济学说史所不具备的。
即使是专门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书籍，也没有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进行详细的评述。
（4）为便于阅读，本书语言力求通俗晓畅，浅显易懂，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数学模型来叙述
，但这并不妨碍甚至有利于读者理解思想家们的核心理念。
（5）本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首次把马克思列入丁“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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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经济思想史》系统介绍了从古希腊特别是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到21世纪初西方经济思想理
论发展的全过程。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突出特点是：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对人们试图理解经济现象的历史进行分析和评
论，使中国读者（特别是学生）更具现实感；内容全面系统，重点突出，文字叙述深入浅出，易于理
解；首次把马克思经济学说列入西方经济思想史并给予崇高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
是一部既全面又权威的经济学说史著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经济思想史>>

作者简介

张世贤，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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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地租理论地租理论在李嘉图分配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嘉图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
”①他还明确区分了地租和土地投资的利润和利息。
认为地主从出租土地所得的收入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纯地租，和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
有关；一部分是为改良土地而支付的资本所产生的利息。
李嘉图还进一步分析了地租产生的条件。
他说：“当未被人占有而愿意耕种的人可以随意支配的土地还很丰富时，没有人会为使用土地而支付
代价。
”“使用土地支付地租，只是因为土地的数量并非无限，质量也不是相同的，并且因为在人口的增长
过程中，质量和位置较差的土地也投入耕种了。
”②他认为地租产生的条件是土地的有限性以及土地在肥沃程度和位置上的差异。
李嘉图分析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级差地租。
由于土地质量（主要是指肥沃程度）不同、位置不同而产生的地租属于级差地租的第一种形态；由于
在同一土地上连续投资所得产量不同而产生的地租属于级差地租的第二种形态。
对于级差地租的第一种形态，李嘉图认为是耕种的土地由优等到劣等而产生的结果。
随着人口的增加，原有的优等土地不能满足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时，就必须耕种在肥沃程度和位
置上更劣等的土地。
这样，在面积相等而质量或位置不同的土地上，使用同量的资本和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就会产生差额，
而商品的价格是由最不利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所必须投入的较大劳功量决定的，于是质量和位置较
好的土地就可以获得一种级差收入，这便是级差地租的第一种形态。
随着耕种的土地条件变得越劣等，等级较高的土地产生的地租就会逐渐增加，最劣等的土地不支付地
租。
对于级差地租的第二种形态，李嘉图认为是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等量资本和劳动使生产率下降而产生
的结果。
如果在相对优等的土地上追加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所获得的产量超过在劣等土地上投入所获得的产量
，那么人们就会选择在旧有土地上增加投资，而不使用劣等土地。
然而这样使用资本时，每增投一份等量资本，土地的产量或报酬就必然递减，因此这样的追加投资也
会产生地租，这便是级差地租的第二种形态。
因此，李嘉图认为，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级差地租第二种形态产生的原因，并且最后投入土地的一份
资本，其产品只能提供一般利润，不产生地租。
李嘉图把级差地租和他的劳动价值论结合起来，对级差地租进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但也存在着
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李嘉图看不到自己所研究的级差地租是平均利润以上的余额。
对此，马克思曾批判性地指出过他的毛病：“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地租产生的必要
条件，但是他仍然把他的地租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
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当做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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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经济思想史》是系统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思想史是进入经济学殿堂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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