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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纪念李斯特经济学2015年传入中国90周年”的相关学术活动撰写的专著，是中国新李斯特
学派的开山之作。
全书共体系结构安排如下：导论；第一、二、三、四章是对李斯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回顾和讨论；
第五章是对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及其在民国时期的传播过程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第六、七章是对新
李斯特学派为何与李斯特经济学不同以及新李斯特学派的理论创新的探讨；第八、九、十章试图在新
李斯特主义的框架下通过对经济史和战后东亚发展经验的再探讨，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
制定提供借鉴；第十一、十二章试图通过将新李斯特学派的视角引入到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探讨中
国模式未来的变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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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首批获得者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思想史、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经济史、中国经济和科技
管理等。出版独立著作4部，主编和作为第一作者合著10部，主译学术专著6部，在《中国社会科学》
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6项，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招标课题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各1项。主编和合作主编的丛书有《演化经济学译丛》（2004-2007）、《经济思想史研究丛
书》（2009-）、《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2011-2013）、《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2015-）
、《新经济思想史与新李斯特学派丛书》（2015-）。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主席，中
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常务理事，清华大
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国内多家大学兼职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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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 论
第一章 从李斯特经济学到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
第一节 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日“大分流”与李斯特 经济学
第二节 为什么要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 90周年
第三节 为什么要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
第二章 对李斯特经济学的一些澄清与新的认识
第一节 对李斯特经济学研究历史的回顾
第二节 对李斯特经济学的一些澄清
第三节 对李斯特经济学的进一步认识
第四节 简短的总结
第三章 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回顾与现实意义
第一节 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
第二节 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
第三节 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比较与启示
第一节 作为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李斯特经济学
第二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发展与阶级斗争 关系的观点
第三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欠发达问题的 论述
第四节 对经济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及其现实 意义
第五章 李斯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作用 评价
第一节 清末民初之滥觞:李斯特学说的零星介绍
第二节 马寅初在20世纪20年代的演讲:简化版的 李斯特学说
第三节 关键性的1925年:李斯特经济学被正式引入 中国
第四节 余音不绝:两部著作之后的李斯特学说之 传播
第六章 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
第一节 新李斯特主义比李斯特经济学新在何处?
第二节 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节 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难题与中国面临的 挑战
第七章 新李斯特学派需要深入研究的十大经济理论 学说
第一节 以李斯特经济学原理为基础的新理论
第二节 对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修正和突破
第三节 新李斯特学派原创性的理论学说
第八章 英国丧失第二次工业革命领导地位的新李斯特 主义解读
第一节 英国自由贸易的目的及其绩效
第二节 自由贸易虚假繁荣背后的结构变化
第三节 英国丧失第二次工业革命历史机遇的原因
第四节 英国自由贸易的教训对他国的警示
第九章 构建一个新李斯特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尝试
第一节 学派:从战略性贸易政策回溯李斯特
第二节 历史:以东亚装备工业的早期演化为例
第三节 理论:从历史推导出战略性工业化
第四节 政策:针对中国当前工业发展的建议
第十章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 基础
第一节 为什么新李斯特主义需要管理学基础
第二节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
第三节 约翰逊传统与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
第四节 阿贝格兰传统与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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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总结和讨论
第十一章 中国模式:（后）李斯特主义还是依附型 模式?
第一节 中国模式的李斯特主义说和后李斯特 主义说
第二节 历史上的李斯特主义发展模式究竟是 怎样的?
第三节 中国模式的历史性透视
第四节 对李斯特主义说和后李斯特主义说的质疑
第五节 中国模式的性质
第十二章 新李斯特主义革命与大国经济崛起的战略 方针
第一节 大国崛起的秘诀及其历史经验
第二节 中国模式的新李斯特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第三节 中国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崛起的战略方针
附录— 刘秉麟:《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1925）自序
附录二 王开化:《国家经济学》译者原序（1925）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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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对于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就是金融相关部门的研究占据了主导，银行、
钱庄、金融网路等等，对于制造业的关注不足所带来的也是相关研究的乏力，对于国家的战略而言，
一个大国更应该注重发展自身的制造业，提高其质量与竞争力，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来说，在人
口红利失去之后，将会面临巨大的危机。新李斯特经济学的指导意义在在此。也是时候在经济史的领
域向金融史夺权了。
2、国内第一部新李斯特经济学著作，虽然严格来说是论文集，但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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