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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到1948年萨缪尔森《经济学》的首次出版，新古典主流经
济学就已经完全成为了经济学的代名词，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往往就误认为经济学实际上就只有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
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南大学商学院的一批经济学的青年教师经过长时间的研讨，就经济学的入门教材
该如何写这一严肃和重要的问题达成一致，拟定了写作提纲，完成了这本特殊教材的编写工作。
这本教材充分考虑到学生初学经济学的困难，用简明通俗的语言，先介绍了学习经济学首先要弄清楚
的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学的哲学意义是什么。
弄清楚这一问题有助于学生从哲学的高度来理解经济学的学习意义，坚定学习经济学的信念。
二是如何学习经济学。
这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论的问题。
弄清楚这一问题则有助于学生把握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方法，从而提高学习与研究经济学的效率。
在弄清楚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本教材借鉴了众多经济学说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四个阶段全面阐
述了经济学说的发展历程，从而使学生能清晰地把握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探求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成为
主流经济学的原因。
在阐述上述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本教材从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四个
方面介绍了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从而使学生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能够了
解整个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全貌。
最后，本教材从地理经济学、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五个方面介绍了新兴
经济学的发展情况。
通过这样的介绍，可以为把握住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
　　综观本教材，我们认为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编写体系新颖，风格独特。
本教材一改其他经济学入门教材只介绍主流经济学相关知识体系的传统方法，而是形成了自身特色的
编写风格。
它不仅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而且还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并对传统主流
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和经济学的新兴分支学科进行了介绍，从而可以使读者全景式地了解所有经济学入
门所需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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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是经济学的哲学意义是什么？
二是如何学习与研究经济学?在此基础上，分四个阶段全面阐述了经济学说的发展历程。
同时，《新编经济学导论》从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方面介绍了主
流经济学的主要分支学科。
最后，《新编经济学导论》从地理经济学、法律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方
面介绍了新兴经济学的发展情况，从而为读者把握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打下了基础。
《新编经济学导论》适合经济类相关专业本科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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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面对生态环境遭受的巨大破坏，特别是对近代工业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人们开始重新
思考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问题。
有人甚至把近代大量消耗自然原料和能源的畸形大生产视做一种“恶性膨胀”方式，这种恶性膨胀方
式几乎成了制造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消费危机、心理危机、社会异化、人性异化等灾难的重要原因
。
不可否认，近代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在其发展的历程中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工业社会的物质
技术基础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今天仍面临着工业化
的任务。
但是，人们也不能不看到，以大量消耗自然原料和能源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已经日益明显地暴
露出了某些始所未料的缺陷和消极后果。
今天，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以及许多国家遇到的困难和危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
大量消耗自然原料和能源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一些哲学家而且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必须高度重视“恶性膨胀”问题。
因此，遏制人类对自然界的随心所欲的豪夺行为的恶性膨胀，促进经济繁荣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的持
续发展，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首要问题。
　　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深入思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应当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重要层面
：　　（1）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辩证统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从一般认识上看，“社会”与“自然”标志着整个客观物质世界的两个不同属性的领域。
由于它们各自的不同的规定性，人们对物质世界发展的认识，也就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即把它
们区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
但是，这种区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①人类史与自然史或社会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性质，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
人依赖于自然界，人需要自然界为自己提供生活资料、劳动材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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