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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观10(2013年第1卷)》写到，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又岂能离开世界。认识他者，同构于自我认知
过程，建立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也是完成自我定义无可取代的前提。只有在此项工作完成基
础上，中国人才能重新构建基于我们自己视角的全球格局体系，从而探索我们的利益所在，为世界规
模的和平治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大观10(2013年第1卷)》试图为此做出努力。
目录
一、世界观察：凯恩斯与新世界秩序
帝国的启蒙——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凯恩斯与新世界秩序的治
理”2010年夏季学术会议发凡
从殖民时代到全球化时代：如何理解全球化新秩序
国家与市场，大陆与海洋——近代以来政治与经济的空间结构
凯恩斯与“一战”前后的英国
世界一分为三——以施米特与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之批判为契机
论世界历史（纲要）
新贸易立国论：作为中立技术的自由贸易与世界文明秩序的
生成
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世界秩序：以洛克和凯恩斯为例
会议主题相关论著举要
二、专题论文
地理战略论：一种大战略分析框架
论洛克的君主观——兼论17世纪晚期的英国政治文化
民主社会中的哲人统治——J.S.密尔的现代政治秩序框架
自愿的奴役与反抗暴君的自由
“法律与文学”：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一个例证
三、宏文与解读
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致国务卿
“长电报”与乔治·凯南的苏联观
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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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它无法提供足够大规模的市场，二是它无力对自己经济的海
外利益提供有效保护。事实上，技术的进步使得一个统一的、推行保护关税政策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成
为推动其工业发展的最适规模。而欧陆的主权理论恰好适于这样一种空间观，但这种空间观与英国古
典经济学所构造出来的全球性连续空间观相矛盾。而李斯特的历史主义国民经济学理论正是在对斯密
的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完成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这样一种经济空间观的论证。 在李斯特看来，斯密
的经济学是一种空洞的学说，因为它只从个人与世界主义这两个角度出发，而忽视了国家这个中介。
“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
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
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所以，李斯特
认为，任何个别的资本必须依托于国家才有可持续展开的机会，因为国家可以提供它所需的市场，提
供对其的保护；反过来，为了使国家的保护能力发展得更强大，资本也需要受到某种限制。“国家为
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它本身是无害的）也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这
种所谓的约束和限制就是经济保护主义。 经济保护主义思考的前提在于主权国家对于世界空间的割裂
，在于战争与国家的伴生性。所以国民经济学考虑的首先不是国家如何积累足够多的交换价值，而是
国家如何形成强大的生产力（powers of production）。而在其发展的初期，生产力需要依靠着保护关
税才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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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观10(2013年第1卷)》写到，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又岂能离开世界。认识他者，同构于自我认知
过程，建立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也是完成自我定义无可取代的前提。只有在此项工作完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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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和平治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大观10(2013年第1卷)》试图为此做出努力。

Page 5



《大观-10-2013年第1卷 总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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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