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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思想的这一转型，以近代而言，包括两次重大转折：一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另一次
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本书所回溯的，是在两次转折之间，或在第二次转
折之前，马克思经济学说传人中国的初步介绍过程，姑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
 全书分为绪论、“1896—1904：马克思经济学说传人中国的开端”、“1905—1907：论战期间传入中
国的马克思经济学说”、“1908—1911：马克思经济学说传入中国的新起点”等六个部分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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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谈敏，男，汉族，1949年9月生，上海市人，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1月参加工作，经济学
博士。
现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
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
1974年9月至1977年7月在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
1977年8月至1980年8月在安徽马鞍山锻压设备厂任组织科干事。
1980年9月至1983年7月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84年起，历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兼校长。
1989年10月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3年8月至1994年2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自1980年攻读上海财经学院硕士学位起，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胡寄窗教授，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和
教学工作。
曾出版多种学术著作，其中与胡寄窗教授合著的《中国财政思想史》荣获财政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获
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专著《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
等奖；主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另外还主编和撰写了
多部著作，并在《经济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研究领域：中国经济思想史。
教学课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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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领域有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三、
关于研究资料的若干说明  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论述  五、马克思、恩格斯关
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论述  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之考察第一编 1896—1904：马克思经
济学说传人中国的开端  第一章 1895年以前中国人眼里的西方社会主义  第二章 19世纪末马克思经济学
说传入中国之探源  第三章 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上）  第四章 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马
克思经济学说（上）  第五章 马克思经济学说早期传入中国的有关背景资料第二编 1905—1907：论战
期间传入中国的马克思经济学说  第一章 孙中山及其支持者著述中的马克思经济学说  第二章 论战双方
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诘  第三章 无政府主义者著述中的马克思经济学说  第四章 论战期间马克思经济学说
传入中国的经济学背景与特点第三编 1908—1911：马克思经济学说传入中国的新起点  第一章 无政府
主义刊物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翻译和评介  第二章 早期社会主义论争之余绪  第三章 辛亥革命前夕马
克思经济学说传入中国的经济学背景材料第四编 1912—1916：马克思经济学说传入中国的初步扩展阶
段  第一章 孙中山的革命民主派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传入  第二章 《泰西民法志》及其他著述关于马克
思经济学说的评介  第三章 民国初期马克思经济学说传入中国的经济学背景材料第五编 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前史综述  第一章 传播前史的阶段划分及其特征  第二章 几点启示主要征引文献人
名索引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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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册从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考察，在漫长的古代时期，中华民族基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实践和理性智慧，
经过数千年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由粗疏到具体、由探索到成熟的逐步发展，最后固化为一整套具有
特定的思想内容、沿革轨迹、思维方式、表达逻辑乃至话语形式的传统经济思想体系。
这一经济思想体系在它的形成过程中，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程度地吸取并融合与中华民族相互
交往的其他民族的经济思想要素，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总的说来，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完成其形
成过程，从而与世界上同样独立发展起来的其他主要区域尤其是欧洲古代的经济思想体系，判然区别
开来。
中国传统的或古典的经济思想，包含着与同时期世界上任何民族相比都毫不逊色的丰富而光辉的成就
，由此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中足以引为自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包含着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而颇
为典型的经济观念和思维习惯特征，并深深沉淀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底层而不易改变。
下册1908-1911年，是清王朝统治末年处于苟延残喘的最后几年，也是辛亥革命的前夕。
这一期间，马克思经济学说传人中国的进程，有一些背景因素值得注意。
一是清政府对新思潮的控制有所松弛，甚至上层阶级中也企图改变或难以遵循旧的统治方式，长期以
来用有形和无形方式阻隔国人接触新思潮的那个貌似威严的专制思想牢笼，难以为继，呈现式微之势
。
比如，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相隔一天先后死去，迫使继任的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笼络人心的缓解
方式维持其政权；清政府玩弄预备立宪的骗局，最后仍以皇族组织内阁，宣告立宪派活动的破产，更
加促进国人的觉醒；日本国强调高压帝国主义政策的桂太郎政府（1901-1906年和1908-1911年执政）与
奉行较温和路线的西园寺政府（1906-1908年和1911-1912年执政）之间的更替，为日本知识分子传播社
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了新的机会，又通过留日学生对国人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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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早在1991年，我完成了《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书稿的修改和出版，以及完成了此稿的副产
品，即法国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这一独特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之后，就开始着手有关本研究
项目的构思和设计。
起初雄心勃勃，设想的题目颇大，意欲研究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历史。
其所以如此，当时考虑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则以为在既有的史料条件下，学术前辈们对于中国古代和1919年以前近代经济思想的发掘、整理和
总结，已经比较成熟，难有新的突破，须另辟途径，寻求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
二则受恩师胡寄窗先生的教诲，耳濡目染，益加感觉整理1919-1949年间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重要，以
及应当将整理新中国经济思想提上研究日程；两个历史时期连接起来，于是便有了20世纪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的设想。
实际做起来，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其困难和变化之大，超乎想象，结果一波三折，不得不在研究过
程中不断调整研究目标，主要是缩短研究的历史期限，集中研究的对象范围，最终定格在现在的研究
题目上。
如今回过头来看，虽不能说播下的是龙种，也不能说收获的是跳蚤，但对本人而言，现有的研究成果
，比起当初的设想，毕竟有了很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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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下)》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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