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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自1980年成立以来，通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各位前辈的共同努力，学会的
规模不断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支较为强大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队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
济思想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可以说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领域已由最初杂芜丛生、人迹罕至的学术荒原变成了五谷丰登、人才荟萃的学术沃野。
随着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的研究内容及其成果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范围、对象、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新的研
究工具不断被引进和运用，无论是从研究领域、研究时限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挖掘和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而是在梳理、挖掘经济思
想内涵的基础上考虑传统与现实的结合，追踪理论热点、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增强了其“经世致用
”的时代感与使命感，注重学科研究成果对现实经济发展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历史也在不断延伸，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时限范围也在不断推移，中国
现当代经济思想日益成为本学科新的研究领域和探索空间。
此外，中国经济思想学科的研究更是突破了范围狭窄的局限，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区域经济思想史
、经济伦理思想史、经济改革思想史等都开始被探索和研究。
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时限的延伸，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有了新的突破，开始由原来较为单
一的规范分析转向多元探讨的研究格局。
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变化当中孕育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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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自1980年成立以来，通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各位前辈的共同努力，学会的
规模不断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支较为强大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队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
济思想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可以说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领域已由最初杂芜丛生、人迹罕至的学术荒原变成了五谷丰登、人才荟萃的学术沃野。
随着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的研究内容及其成果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范围、对象、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新的研
究工具不断被引进和运用，无论是从研究领域、研究时限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挖掘和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而是在梳理、挖掘经济思
想内涵的基础上考虑传统与现实的结合，追踪理论热点、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增强了其“经世致用
”的时代感与使命感，注重学科研究成果对现实经济发展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历史也在不断延伸，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时限范围也在不断推移，中国
现当代经济思想日益成为本学科新的研究领域和探索空间。
　　本书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继《集雨窖文丛》后出版的第二部论文集，共收集论文54篇，计60余
万字，是从2000-2007年期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员撰写论文中选出的优秀成果。
这些论文集中体现了近几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新探索和新突破，代表了前辈学者、中青年学者以
及新兴学人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所取得的成绩。
本论文集的出版，集中展示近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同时激励中国经
济思想史学人努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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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编学科建设与发展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
的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
的新使命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逻辑要求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第二编中
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论欲望、稀缺与先秦经济思想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中国传统的节
用思想“五缘”关系与华人管理模式企业经营与军事战略的异质同构关于我国古代社会中的价值理论
问题探源——与何炼咸教授商榷孟子管理思想的特点及其现代精神大齐通宝物归原主——正罗伯昭《
大齐通宝考》之误桑弘羊财政工商调控论对《孙子兵法》的博弈论分析明中叶以后“士商渗透”的制
度环境——以政府的政策变化为视角从西周时代的社会变革看制度创新思想的历史意义儒商文化与现
代企业制度——晋商昌盛500余年探析及启示管子的“取予之道”与企业公关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中国的
思想渊源考察先秦时期流转税思想述评传统中国社会中租佃制度对产出的作用分析——基于德怀特?
希?帕金斯视角的研究论李贽经济伦理的批判性茶税研征——唐代税榷制下的茶政经济思想分析明清盐
业专卖制度演变的“寻租”经济学分析——18世纪中国经济兴衰和社会转型的影响因素探讨第三编中
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简论20世纪中国纸币理论的演变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中国发展经济学
的滥觞——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杨伟名经济思想初探唐庆增与其《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农村经
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论党在建国前后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的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会计界的主要学派及
其争论孔祥熙的战时财政理论与战时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近代上海土地管理制度思
想的西方渊源集体主义文化与中国合作制经济的困境——基于中西方文化精神比较的视野民国时期金
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1978-2005）点轴系统理
论及其拓展与应用：一个文献述评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中的都市农业的经济思想和地租理论比较优势思
想在中国外贸思想史上的发展及其启示民国经济学家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民国时期中式会计改
良与改革之争论晚清商业思想的演进三论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兼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刘
少奇对外开放的经济思想之我见刘少奇的“大分配”观新中国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基于
论著统计的分析第四编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略说孔子、柏拉图经济思想之异同——由怎样理解“君
子不器”引起的话题对中国古代“自利人”描述和西方“经济人”假设的比较分析文化视野下的中西
经济思想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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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学科建设与发展　　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
所想到的　　二　　最初提出创立中国经济学，按照王亚南先生的观点，可以理解为包含着两个历史
前提：一个是中国尚处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换句话说，这种落后的经济形态，“始终
踯躅在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形态中”；另一个是从前一个引申出来的，即中国落后的经济地
位和环境，必然引起经济思想上的落后。
前者意味着舶来经济学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必然与中国现实经济的特质格格不入，甚至成
为理解这一经济特质的障碍。
后者则意味着中国学者受到政治经济学修养程度上的制约，除了模仿或人云亦云之外，无力或无法鉴
别那些不大熟悉的甚至完全隔膜的外国经济现实的理论。
两者归结到一点，就是舶来经济学不可能解决，或者说，不可能适用于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问题。
于是，创立中国经济学的主张便应运而生了。
这样说来，中国经济学与舶来经济学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其实，在提出中国经济学概念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历史前提，即舶来经济学的输入。
也就是说，当以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为其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传人中国后，在这种舶来品的持续渗透和影
响下，才引起了对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关注，从而显示出中国经济学与舶来经济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事实证明，从舶来经济学的输入到中国经济学问题的提出，其间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如果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独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并把它与那些缺乏这种独立理论体系的零散经济
思想区别开来，那么，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自身的渊源和久远的历史，曾以
其光辉成就自立于世界经济思想之林；而中国的经济学却是近代以来受舶来经济学影响的产物。
考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历史，其中一条重要线索，便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曾经
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古旧经济思想与从西方引进的新鲜经济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
其总的趋势，大致表现为传统经济思想在舶来经济思想的冲击下，从最初以其支配思想的身份进行顽
强抵抗，到逐渐发生动摇，直至被舶来经济思想所取代而退出其统治地位。
这里所说的舶来经济思想，其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它在中国传播的不断展开，由表及
里，由浅人深，即从最初的一般经济常识逐步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领域。
这场较量和斗争，后来以舶来经济思想战胜传统经济思想而告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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