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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推荐序三
中文版序
前言
概论 现代经济的诞生?
第一部分 活力与体验
第一章 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
创新、活力与增长
历史上出现的现代经济体的内部运动
社会制度
第二章 没有止境的经济增长
物质收益的丰饶之角
并非完美的玫瑰园
第三章 精神之火：现代经济如何影响世界
另一个世界：工作和职业的改造
从艺术和文学中反映出来的现代体验
小结081
第四章 经济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经济制度：自由、财产和金融
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
经济文化：差异和改变
缺失的拼图：人口和城市
第一部分小结
第二部分 鲜花与荆棘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诱惑
现代社会中的不满
社会主义的理想
理想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建成吗？
社会主义奇怪的一面
对社会主义的恐惧
第六章 第三条道路
对现代经济的社团主义控诉
20世纪早期的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在“二战”后的演化
新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的阴暗面
第七章 新社会主义与新社团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社团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创新的贫乏
第八章 各国的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的国别差异
国别差异的制度原因
国别差异的文化原因
第三部分 衰败与重生
第九章 衰败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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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退的早期数据
政策措施和其他反馈
辐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问题和工作满意度
第十章 经济为什么会衰落
衰落之源
第二次转型
第十一章 美好生活：亚里士多德和现代的定义
美好生活的人文主义概念
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实用主义者的美好生活
活力主义者眼中的美好生活
对“美好经济”的启示
第十二章 美好与正义
现代经济中的正义
多重人性中的正义
看似正义的解放体制
小结
结语 现代经济社会的重建之路
大事记 现代主义与现代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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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就觉得还可以，作者见识广
2、大众创新。
3、里面反复提到的社团主义，其实是啥？社会主义么？
4、读了2/3实在看不下去了 翻译得太晦涩了
5、浅显易读
6、制度和文化限制大众创新的活力；大众创新并非导致了经济的波动周期；欧洲的社团主义即工会
限制了大众创新；社会保障也限制了大众创新。
7、经济学就是经济学，读着读着就感觉是用数据来说明，历史。少了科学的一种对未来的预测。
8、将创新从浩瀚的历史进程中提炼出来，佐以不同社会制度的调料，搭配文学艺术绘画艺术的创作
灵感，勾勒出了一幅完美主义的理想世界。值得一读。
9、繁荣的现代经济要具备的几个条件。首先是经济制度:自由，财产和金融；然后是经济文化:差异和
改变；还有重要一点是:人口和城市；也许还需要代议制民主制度。自由啊自由，不知何时能拥有...
10、主要体现了创新的重要性，对于了解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有点小用处，不过里面的分析有些地方太
牵强了。
11、最后两章可读
12、写得有点像推理小说，跟潮流读了一下。
13、有些学者的书，就是会给你这种感觉：用不同的描述方式，但除此之外，你没得到任何新的东西
，没有什么是你真的不知道的。
14、外国人写书挺有意思的，越是博览群书有学术成就的人可能写得书就越生活化，越越有文采，洋
洋洒洒。他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然后给出一些人的解释，然后再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个国家
出现了而另一些国家没出现来进行辩驳。这种思考非常好，也从钟老师的课中学到了这一点，如果系
统地进行学习，我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更加理性深刻。这本书的主旨是草根阶层的创新导致
了19世纪的大繁荣，后来又失去了这种繁荣。是某种价值观和信仰催生了现代经济和民主制度，而不
是民主制度带来现代经济或者现代经济导致民主制度。美国式最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而现在，
美国的经济增长缺乏活力，其他国家也不能答便车了。
15、大师作品的特点，果然平易近人。
16、作者试图在书中展现一个看待国家繁荣的新视角：繁荣的核心是个人生活的兴盛，每个人能够对
事业投入，迎接挑战，完成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个人的兴盛又来自于新环境、新问题、新观察、新
创意给人带来的新体验。也就是说，国家繁荣源自民众对自主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
17、现代经济体的优势在于，它们的体制结构能够很好地推动和实现大众参与的创新。 大众参与的创
新自下而上渗透至整个国家。 人口集中是创新的温床。鼓励创新，必须降低试错的成本和范围，有限
责任公司的制度功不可没，与当代创新管理的独立创新部门的方法，精益创业等理论，一脉相承。
18、观点很有意思，写法比较学术，读起来有吃力。
19、相当不错的书~不愧是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写的书。简直就是打开经济学的新大门啊~叙述是非常不
错的。语言是朴实的。从历史的角度一一全球经济的大事件。前篇和中篇是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部分，
后面展望的不是我的菜。于是草草收场。从多角度，多层面，图表来各种分析。很直观。而且非常准
确。可以入手买。推荐！
20、说实话不怎么样
21、一股浓浓的兜售观点的感觉。
22、论述偏理论，核心是说，民众自我追求的实现和广泛意义上的创新创业，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的重
要度，超过少数科技学的实验室突破。
23、作者论述广博，知识丰厚，从政治、经济、制度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宏观经济和现代主义，从而得
出自己对于创新来由的看法。
24、其实还蛮好看的，虽然中间有点铺陈过度
25、超出想像，一本扎实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26、关于经济活力，关于探索激情与冒险，深得我心
27、看完觉得好悲观。现在世界经济的问题表面上是中国不行了，实际上是美国不行了，而美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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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又是制度跟文化层面的原因，虽然最后一章这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提了好多批判，但感觉都是然并
卵。这样的话，再过5年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啊⋯⋯
推荐将本书和那本《创客》连进来读，中和一下

28、其实是经济分析，过于理论化，数据化，感觉并没有想象中价值高，没有太多思考统计归纳啥的
，感觉没啥收获
29、比较可贵的是，费尔普斯虽贵为诺奖得主，却是一个极具人文主义情怀的经济学家，他对现代经
济的阐释没有停留在宏观层面，而是延伸到了个人生活领域。
30、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这种水平吗？数据缺乏说服力，还引用大量文学和艺术作品作为论据，
论点不清晰，也没有给出最终的解决方案，倒是很有些大政府的政治倾向。读这书完全是浪费时间，
虚有其表！另外，翻译够烂！
31、感觉写的比较杂乱，而且论据不够充分，总有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感觉！缺乏一定的深度，而且个
人感觉逻辑也不够严密。
32、前两部分可以看。草根活力，万众创新，知识的扩展，才是增长的源泉，也就是人力资本。此国
必昌，为吾在此，吾在，此国必昌。
33、难道这就是《大众创新的源头》？
34、缺乏相关基础，看起来有点难懂。没有阅历，也不知道对美国21世纪创新降低是怎么得出的结论
？全书看完唯一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大体是不好的，社团主义也是不利于发展的，创新才能推动前进
，创新才能繁荣，创新才能强大。。。
35、我为探索，激情，创新而工作
36、#2014#
37、大众创新，人类进步源泉。社会应该提供一种创新的氛围，造就一个创新的温床，人人都可以对
自己所做的事，进行微创新，聚沙成塔。
38、视野很广阔呐
39、书是好书，但是翻译太烂。最近读了几本中信的书，普遍都是这样。
40、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是创新活力之源
41、活力，文化，野蛮生长
42、140413
43、创新是第一生产力！
44、翻译严重影响阅读，当然就算翻译的好这书也不好看。
45、书包装相当“高大上”，了解到一些以前不了解的东西，清晰一些问题的认识，串联一些知识，
非常好的书
46、美国的当代经济主义会复苏的。减少政府监管和干预。增加自由和创新文化。
47、书中关于19至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演进的阐述令人信服，同样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当下中国实体
经济一败涂地的深层次原因。
48、从社会制度开始分析，在经济学深入，由哲学结尾总结观点。书中众多观点对于非经济学专业的
我来说还是不很好理解，但是深入显出的讲解以及对美国和欧洲发展兴衰的分析还是能使整个作者观
点较清晰的展现在眼前。经济和哲学，辩证的社会责任和趋势也是值得深深思考的。
49、2015.2
50、一般，虽然是诺贝尔奖得主写的，但是没有什么条理性，语言太枯燥了，关键是，全书的内容在
第一章第一节就说明白，偏偏还要再说几百页，看得好辛苦，对于这种书，一定要懂得跳着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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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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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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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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