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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导论　　西方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它的理论形态的形成比较晚，也就是三百年的历史。
尽管历史上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理论对今天形成的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仍然不太为人们
所熟悉。
其原因或许是由于他们设计的理论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为世俗化的——追求财富。
然而正是他们出色的工作，使一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无序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使人类有限
的资源得以合理优化的配置，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空前繁荣兴旺的阶段。
　　这本书是为那些经济学专业和非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以及所有对西方经济学有兴趣的人写的。
我希望通过对历史上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和学说的描写和总结，力争准确展示他们的研究过程和
结论，使人们通过通俗的语言领会他们对人类行为的精辟分析和抽象概括，感悟他们细致的心理和严
密的逻辑。
人类思想宝库因为有了经济学家的思想才得以变得完整并充满说月良力和诱惑力。
　　经济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
历史上最早产生的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它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
叶。
主要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人类永恒存在的社会生产
形式。
他们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对分工、贸易和市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
索。
他们从人性的角度肯定了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并从均衡市场理论中抽象出市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完
善性，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避免失业和经济危机。
　　但是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这种自由经济思想受到了严峻挑战。
凯恩斯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动了一场对传统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开启了主张
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潮。
这本书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方法和政策进行了全面批判，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代替传统供给理论；
用宏观分析代替传统微观分析；用政府干预经济代替纯粹市场经济。
凯恩斯对后来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政府对经济的引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后来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凯恩斯过分重视政府的财政政
策，并且偏重于国债发行，导致了短期经济增长，但从长远看对国家经济是有害的。
　　以诺斯为重要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在肯定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全面探讨了人类迄今为止为便利
相互交往设置的各种制度制约形式，建立了用于分析制度的理论框架，建立起制度制约与个人选择的
联系，实现了制度分析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整合。
这种把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联系起来的研究对于完整地把握即定制度下经济的运行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布坎南注意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缺陷和局限，他创立的公共选择学说就是为了克服政府干预的缺
陷。
他认为政府官员与市场中的人一样是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
并认为政治决定、制度选择同样是一种经济行为，会改变财富的分配。
他倡导宪法民主、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
他认为一个有宪法保证的民主制度才可能保证政治契约的公正履行。
这样他实际上是把政治过程看做是市场过程、把政治行为纳入到经济分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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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思想文化名著精读（经济学卷）》介绍了《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人
口原理》、《经济学原理》、《经济增长理论》、《自由市场和国家》、《人力资本》等经济学名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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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成名，湖南湘阴人。
1962年11月出生于湖南汩罗。
吉首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南开大学哲学硕士，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现为湖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旅游学院教授。
奇特的求学经历，使他对数学、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经济学均有过深入的研究，在学术上有综
合交叉、融会贯通的优势。
已出版过专著《经济增长论》、《中国人话题——第三代领导人治国方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参与主编300万字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革全书》，并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
上发表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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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导论《国富论》（英国）亚当·斯密    第一篇  论劳动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
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    第二篇  论资财的性质及其积累和用途    第三篇  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
发展    第四篇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第五篇  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英国）
大卫·李嘉图    第一章  论价值    第二章  论地租    第三章  论矿山租金    第四章  论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第五章  论工资    第六章  论利润    第七章  论对外贸易    第八章  论赋税    第九章  农产品税    第十章  地
租税    第十一章  什一税    第十二章  土地税《人口原理》(英国)托马斯。
罗伯特·马尔萨斯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
十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经济学原理》(英国)阿费里德·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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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九章  农产品税    李嘉图认为谷物价格完全由不支付地租的土地（劣等地）上所
生产的谷物的生产成本决定。
或者说是由不支付地租的资本所生产的谷物的生产成本决定的。
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凡是增加生产成本的东西都会提高价格；凡是降低生产成本的东西都会降低
价格。
在必须耕种劣等土地时，或是在已耕地上追加一定量资本的报酬必然减少吋，农产品的交换价值都必
然会因之提高。
使农业经营者可以降低谷物生产成本的机器的发明就必然会降低谷物的交换价值。
任何课加在农业经营者身上的赋税，无论是采取土地税的形式，什一税的形式还是产品税的形式，都
将增加生产的成本，因之也就会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    假如一定要农业经营者支付税款，农业经营者的唯一方式是提高农产品价格。
“他不能从地租中扣除这种税款，迫使地主支付，因为他没有支付地租。
他也不会从自己的利润中扣除这种税款，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要在其他各种行业提供较高利润的时候
继续干这种利润较小的行业。
所以毫无疑问，他有权按照课税额提高农产品价格”，这样，地主和农场主都不支付税款，就只能由
消费者在上涨的价格中支付。
    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因此谷物税会提高农产品价格，从而使其他商品的价值
按农产品加入其构成中的多少而成比例地上涨。
“实际上就等于是间接地征课了这些商品的税，它们的价值会按照税额的大小而成比例地提高”。
    同时，这种课税还会使工资提高。
因为生活品价格提高，人们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繁衍后代，增加工资就成了必然。
    赋税总是要征收的，但征收的对象和方法应当有讲究，征收的数量也要恰当，不能竭泽而渔，而应
该有利于积累和发展。
第十章  地  租税    李嘉图很肯定地认为地租税是落在地主身上的，只会影响地租，而不会转嫁到消费
者身上。
在前面李嘉图已经说明了地租是最劣等地生产出的产品与其他各级土地产品的差额，也就是说最劣等
地是不提供地租的。
所以地主不能提高他的地租，因为他不会改变效率最差的耕地的产品与其他各级土地的产品之间的差
额。
这种税不能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假如耕地有一、二、三等之分，第三等地既不付租，也不纳税就不会
提高农产品价格。
地租税不会影响新土地的开发利用，因那种土地是不付地租的，也就无所谓地租税，但新土地如第四
等土地开发后，会使第三等土地付地租，并且纳地租税。
他的分析是建立在劣等地不付地租的前提下的。
但是，李嘉图还是认为地租税会妨碍耕种，“因为它将会成为地主的利润税”，因为地主的地租中有
一部分是真正的地租，有一部分是地主以建筑物固定设备形式投资在土地上的资本利润，地租税是对
全部农场主所付地租的征收，必然有一部分落在房屋设备的资本上，侵占了地主的利润。
    “除非农产品价格提高，这种税就不免妨碍耕种。
”    李嘉图认为应当区分真正的地租税与对地主投资的资本征收的税。
“十分肯定，对真正的地租所得的税全部要由地主负担，但对于地主由于人们使用他的农场上投下的
资本而得到的报酬所课的税，在进步的国家中就要落在农产品消费者身上。
”否则，投在建筑物等设施上的资本就不能得到资本的普通利润，影响地主对耕种设施的改良热情。
第十一章什一税    什一税是完全由消费者承担的课加在土地总产品上的税。
“它与地租税不同，因为它能影响地租税所影响不到的土地，会提高地租税所不能改变的农产品价格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思想文化名著精读丛书>>

最劣等的土地和最上等的土地都要支付什一税，并且恰好与它们所生产的产量成比例，所以什一税是
一种均等的税。
”这是李嘉图对什一税的基本看法。
    什一税与农产品税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李嘉图认为“前者是一种可变货币税，而后者则是一种固定货
币税”，谷物价格下跌时，什一税比固定货币税要轻，否则会变重。
“什一税或货币税都不会影响地主的货币地租，但却会大大影响谷物地租。
”李嘉图总结了什一税的坏处，并提出了反对理由：什一税不是固定的，它随着生产谷物的困难成比
例增加。
假如在一定生产条件下谷物价格是四镑，税额是八先令，如果生产变困难了，价格上涨到五镑，则税
额是十先令，增加到六镑时，税额到了十二先令。
不仅价值会增加，数量也会增加。
当谷物耕种由第一等地扩展到第三、四等地时，税额总量会成倍增加。
    李嘉图还认为什一税也有可能会有害于地主，因为它是对国内谷物生产征课的税，对进口谷物不征
收，实际上其作用就类似于一种进口补贴，所以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对进口谷物课同样的税。
对于其他国际贸易中的物品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毛呢生产商在国内生产的毛呢如果被课税而不对进
口毛呢课税，则会使资本离开毛呢制造业。
我们现在常常为外国企业免税，是否也会影响本国企业的发展呢?第十二章  土  地  税    土地税是由地
主承担而不影响农产品价格的地租税，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它不加在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也不加
在只得利润不付地租的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产品上，这时的土地税与地租税相同，但如果它对所有耕
地征税，就会变成产品税，因而会提高产品的价格。
“如果第三等土地是最后投入耕种的，它虽不支付地租，但课税后它将不能被耕种，也不能提供普通
利润率，除非产品价格提高，足以补偿课税的损失。
其结果，或者是在谷物价格没有因需求增加而提高到足以提供普通利润以前，资本不投在这种土地上
；或者是已经投在这种土地上的资本将离开这种土地，另外寻找更有利的用途。
”    李嘉图讨论了多种征收情况，并认为：这种税不会转嫁在地主身上，因地主不收取最劣等地的地
租(假设)，第二种情况是这种税按土地质量和产品产量多少征收，这样类似于什一税，第三种情况是
一种固定税，不管土地好坏对所有耕地按亩征收。
第三种情形是最坏的、最不均等的税，违反了亚当。
斯密提出的赋税原则。
    第三种征税方法导致的结果是转嫁在谷物消费者身上的税款不仅供应国家需要，并在租期中最终让
地主增加地租。
它比农产品税和什一税更坏，这两种税也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但它从各级土地上收取的税额是与土
地的实际产品成比例的。
而若是不论土地好坏征收固定土地税则是与生产率最小的土地的产品成比例。
在这里，李嘉图又一次表达了对有利于地主的税收政策的不满。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思想文化名著精读丛书>>

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论西方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它的理论形态的形成比较晚，也就是三百年的历史。
尽管历史上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理论对今天形成的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仍然不太为人们
所熟悉。
其原因或许是由于他们设计的理论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为世俗化的——追求财富。
然而正是他们出色的工作，使一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无序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使人类有限
的资源得以合理优化的配置，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空前繁荣兴旺的阶段。
    这本书是为那些经济学专业和非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以及所有对西方经济学有兴趣的人写的。
我希望通过对历史上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和学说的描写和总结，力争准确展示他们的研究过程和
结论，使人们通过通俗的语言领会他们对人类行为的精辟分析和抽象概括，感悟他们细致的心理和严
密的逻辑。
人类思想宝库因为有了经济学家的思想才得以变得完整并充满说月良力和诱惑力。
    经济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
历史上最早产生的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它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
叶。
主要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人类永恒存在的社会生产
形式。
他们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对分工、贸易和市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
索。
他们从人性的角度肯定了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并从均衡市场理论中抽象出市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完
善性，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避免失业和经济危机。
    但是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这种自由经济思想受到了严峻挑战。
凯恩斯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动了一场对传统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开启了主张
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潮。
这本书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方法和政策进行了全面批判，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代替传统供给理论；
用宏观分析代替传统微观分析；用政府干预经济代替纯粹市场经济。
凯恩斯对后来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政府对经济的引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后来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凯恩斯过分重视政府的财政政策
，并且偏重于国债发行，导致了短期经济增长，但从长远看对国家经济是有害的。
    以诺斯为重要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在肯定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全面探讨了人类迄今为止为便利相
互交往设置的各种制度制约形式，建立了用于分析制度的理论框架，建立起制度制约与个人选择的联
系，实现了制度分析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整合。
这种把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联系起来的研究对于完整地把握即定制度下经济的运行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布坎南注意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缺陷和局限，他创立的公共选择学说就是为了克服政府干预的缺陷
。
他认为政府官员与市场中的人一样是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
并认为政治决定、制度选择同样是一种经济行为，会改变财富的分配。
他倡导宪法民主、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
他认为一个有宪法保证的民主制度才可能保证政治契约的公正履行。
这样他实际上是把政治过程看做是市场过程、把政治行为纳入到经济分析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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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思想文化名著精读（经济学卷）》是为那些经济学专业和非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以及所有
对西方经济学有兴趣的人写的。
我希望通过对历史上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和学说的描写和总结，力争准确展示他们的研究过程和
结论，使人们通过通俗的语言领会他们对人类行为的精辟分析和抽象概括，感悟他们细致的心理和严
密的罗辑。
人类思想宝库因为有了经济学家的思想才得以变得完整并充满说服务和诱惑力。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思想文化名著精读丛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