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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文明为何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中国经济为何在过去30年里持续高速增长？
这两个问题，貌似无涉，实有关联。
本书目的，是要阐明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国人千百年来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就是如何生存下去的基本生计问题。
从这一角度看，梁启超将经济学译作生计学，自有根据。
    本书以“中国经济学在哪里”为切入点，探讨经济学方法论这一前提，顺势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的演变。
依循中国人的思路，渐进论述个人人生道路、家庭、家族以及村落的生计困境，据此推及“中国人”
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历史画卷。
作者着力探讨国人在农耕社会长期演变中生成的行为方式及其内在能力资本，并指出：一旦条件具备
（第五章），尤其当制度性障碍大幅降低后，强大的经济力量因此迸发，这是深刻理解过去30年中国
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关键所在。
    作者自题本书“另类思考”，缘为角度独特，取材浩博，在宏大主题之下，作者的推理论证层次分
明、结构紧凑，援据较为全面，文笔流畅可读．有助于读者结合共性与个性、当下与既往的基础上去
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演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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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伟，1968年底下放江西丰城县荣塘乡，在农村生活6年，其中在茶场当过3年茶农。
1975年2月进入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任职中学教师。
1984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读研，1987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任职厦门大学经济系讲师，期间参加过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国农地制度”课题组江西、福建两省调研。
1989年后调入海南省，曾参与中改院及海南亚太区域研究中心筹建工作，1994年评为经济学副研究员
，现任职港航控股公司总法律顾问。

    作者研究兴趣：经济与社会发展史、农村土地问题、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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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篇　问中国经济学在哪里？
第一章　中国与西方：方法与思想史考察　一、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　二、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
中国的实践　三、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语权　四、回到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前提　
五、“经济人”与国人　六、上古时代的“国人”与“野人”　七、古代经济思想（一）：务农、食
货与人民谋生之道　八、古代经济思想（二）：田制、地权与恒产恒心之说　九、古代经济思想（三
）：义利、财富与大同理想之论　十、古代经济思想（四）：分业、编户齐民与人口理论　十一、古
代经济思想（五）：节用、侈靡与货币理论　十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在抵抗中嬗变　十三、重新审
视蒋介石的《中国经济学说》　十四、特别推崇费孝通乡土中国社会经济研究　十五、为经济学的中
国本土化鼓与呼第二章　人生如梦：中国人的个人生计　一、生出来容易，活下去艰难　二、吃饭是
头等大事　三、从吃喝有余到穿着得体　四、安居才能乐业　五、出行要安全、方便和快捷　六、土
地是中国人的命根子　七、受教育是为了摆脱土地的束缚　八、职业生涯：与他人交往的需要和选择
　九、熟人社会中“爱有差等”的行为方式　十、差序格局中的“泛均衡”交换关系　十一、跨越熟
人社会后的角色交换（从关系人到经济人）　十二、小世界理论：人与人的六重联结（从经济人到关
联人）　十三、生命成本流逝与个人生计二重性　十四、中国人一生的人力资本积累　十五、人生境
界：从安身立命到“三不朽”再到五种人　十六、转眼就是百年：回归乡土大地之根第三章　富不过
三代：农耕家庭、家族与村落的生计困境　一、婚姻家庭：一个人力资本产权交易的长期合约　二、
农业的家庭经营效率与家庭财产的缓慢积累　三、家庭手工业及其他兼业经营与农家生计　四、人口
生产：天伦之乐、更多的责任与紧张　五、分家析产：长期合约在代际传承中裂变　六、富不过三代
：家庭内部的紧张与外部压力的共同制约　七、家庭财产的产权边界：模糊还是清晰？
　八、从夫妻双系的家庭到父系偏重的家族　九、家族的经济功能：族田经营、祭祀与人才培养　十
、家族企业的兴衰：与交易费用有关吗？
　十一、从血脉到地缘：定居之家族聚居为地缘之村落　十二、农耕村落共同体：以聚居地为中心向
周边不断扩张　十三、共同体内部的紧张与向外扩张面临资源有限⋯⋯第四章　盛不过三朝：中国人
“天下”之国民生计第五间　重新解释世界：当前生计问题与未来之趋向结束语　通向东方人本主义
——经济学之路或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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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在经济学界业内人看来，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并真正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的“中
国经济学”代表作是否存在，大有疑问！
在这里，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中国经济学？
其基本定义要做怎样的描述？
　　笔者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应当是立足于中国大地，以中国人为对象，通过对中国人谋取生计
之经济行为的研究，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说。
不仅如此，作为中国的学问，应当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有较强的解释力，必然与中国传统经
济思想有一定的渊源。
同时，还要借用西方古典与现代经济学某些有效的分析方法，将其有人类共性的某些观点化为中国本
土的理念，综合不同学科的某些最新思维，对中国当下与未来的发展做出新的经济解释。
　　假如人们同意上述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定义，那么，像这样一种经济学说，在中国大地上到底
有没有？
如果有，在哪里？
可能要费一翻工夫去寻找。
　　显然，从较为广泛意义上说，近代以来，凡探求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都可以称之为
中国经济学。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还有待于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努力。
到目前为止，不论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本土化，还是古典的，或前苏联传递过来的，或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承，虽然在不同时期能够显赫一时，但都不足以表明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已经有
了标志性的理论思维和成果，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经济学”的代表作。
至于北京天则研究所从1994年起每年选编的论文集，虽冠以“中国经济学”之名，但只是从不同角度
反映中国国内经济理论界的某些研究状况，尤其偏重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国内的运用成果，并未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就是2008年中国经济学界评选改革开放30年创新性理论成果时，只是评出了中
国农村改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
①因此，如果在中国大地上要寻找“中国经济学”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代表作，结果会发现：它既不在
中国的大专院校里，亦不在政府和民间各类研究机构里，更不在已出版的书籍报刊等平面媒体里；或
许可以说，它只存在于中国经济学家们仍在努力探求的艰难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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