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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史（第四版）》

内容概要

《经济思想史(第四版)》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全面介绍了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不仅介绍了公认
的主流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而且对各种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发展也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介绍。《
经济思想史(第四版)》所介绍的内容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涵盖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学流派和经济
学家，充分体现出作者的广博学识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这使得本书成为一本不可多得的经济思想史读
物。
《经济思想史(第四版)》结构简明合理，语言流畅，不仅适合高等院校经济学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使
用，而且也适合各级管理者阅读。《经济思想史(第四版)》有助于每位读者明了经济思想对各项经济
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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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卫·C·柯南德尔（David C.Colander）自1982年起，就是维蒙特州米德伯瑞大学（Middlebury）的特
聘经济学教授，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瓦萨学院，和迈阿密大学。柯南德尔教授独立出版、与特人合
作出版的作者大35本之多，发表的论文有100多篇。他的书脊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包括中文、意大
利文、西班牙文、比利时语等。他曾担任东方经济学会和经济史学会主席，是《经济思想史》、《经
济学方法论》、《东方经济》、《经济学教育》、《社会经济学》、《经济学展望》等杂志的编委会
成员，是美国国会电影委员会、布鲁金斯政策委员会成员，是牛津大学 纳菲尔德学院访问学者
。2001-2002年作为特聘Kelly教授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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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耗时近三个月才看完，之前对经济学的各种碎片印象现在终于有了完整的轮廓。
2、第十三章，奥地利学者那章，中文版被阉割了吧？
3、内容还行，翻译实在糟糕！
4、非常好的一本书。对于目前已经很庞大的经济学体系，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讲述了经济学
要解决的问题和其发展，重要人物、流派及代表观点。如果每个学科都有这样一本书想必帮助会非常
大。书本身的价值可以给五星，但阅读体验确实有些枯燥。
5、经典的经济思想史，算是学经济学的必读之书吧，就用封面上的一句话来评价吧。欲知大道，必
先知史。
6、作为经济学的入门读物真心是必读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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