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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在全面综述经济学贡献的基础上，对森的理论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尤其是论证了森的理论对
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贫困、不平等等问题的意义。　　森教授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被誉
为“经济学良心的担负者”，本书给了我们全面系统了解森教授超民族爱心的机会。 　　经济学必须
关注贫穷，关注被蹂躏和处在经济劣势一方的穷人。森教授将严密苛刻的经济学理论和道德哲学精神
结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旨在提高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经济学研究。本书在全面综述经济学贡献的基
础上，对森的理论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尤其是论证了森的理论对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
的贫困、不平等等问题的意义。本书适合经济研究者参考学习。 　　森教授曾在中国说过：“这些年
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数目的庞大以及中国自
然条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加大、城乡差距加大等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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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3-03-31读毕，后面的参考文献值得关注，对森的经济思想的梳理完全靠研究领域来组织的，感
觉不如最近看的汤剑波的书有逻辑，汤的书对于森的评价思想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本书给人的印象
是森的思想是散的，尤其是书中对中印的比较个人感觉偏倚比较大，对森的技术的理解和汤书有类似
之处
2、虽然是一本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著作，但还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阿马蒂亚森的思想，对于阅读阿马
蒂亚&#183;森的读者，这本书有导航的作用，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权利——不仅是经济上的，而
且是社会上，是它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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