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第一部 总论
	第一章 经济思想史之性质及其重要
	1 经济思想史之范围
	2 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之关系
	3 研究经济思想史之理由
	4 经济思想所含之哲学：唯物主义及唯心主义
	5 方法：归纳演绎统计
	6 思想中之绝对主义
	7 孔德所分之时代
	第二章 经济思想之起原及其发达之迟缓
	8 道德律中经济思想之来源
	9 经济思想发达迟缓之原因：主观及客观
	第二部 经济学未成科学以前之经济思想
	第一编 上古之经济思想
	第三章 希伯来人及印度人之经济思想
	10 东方经济思想之略说
	11 参列本章之理由
	12 经济思想散见于行为律及法律等之中
	13 重利
	14 商业法规及平价
	15 劳动与阶级
	16 重视农业
	17 七年期约及五十年期约
	18 结论：简单之社会哲学，宗教或道德之重尚，法规之苛细，伦理及宗教两观念，与经济动力之冲突，固定及保守，社会之概念
	第四章 雅典哲学家之经济思想
	19 国家之起原历史之经济解释之最早者
	20 分工
	21 雅典学者之社会观察
	22 嗣产
	23 人口
	24 共产主义
	25 亚里士多德经济思想之范围及分类，经济学，牟利之学，自然使用
	26 物值
	27 货币及利息
	28 工业及各种职业
	29 雅典学者对于富货之态度
	30 人生哲学之重尚
	31 与希伯来及印度经济思想之比较
	第五章 罗马之经济思想
	32 概论
	33 法律家之经济思想：自然律，私有财产及契约，货币与利息
	34 哲学家之经济思想：人生哲学，利息
	35 无为主义
	36 农业为唯一可贵之实业
	37 实际之趋势
	38 论农业之著作者：大地产，奴隶
	39 罗马人对于物值之观念
	40 工商业法规
	41 罗马思想之影响
	42 分工
	43 附录：节录论农业诸著作者之文
	第二编 中古之经济思想
	第六章 中古时代之经济思想
	44 本时代之界说
	45 日耳曼人之供献
	46 基督教及教堂
	47 经院学派及教法或寺院法
	48 物值及平价
	49 重利
	50 国家之经济职务
	51 寺院
	52 中古市民之经济思想
	53 本时代之一般要征
	第三编 近世经济思想之曙光
	第七章 重商主义
	54 本时代及本主义之界说
	55 经济状态（重商主义与起之原因）
	56 政策及理论：「财宝」之重要，外国贸易，贸易差额之观念
	57 保障有利差额之方法
	58 政策之实施
	59 经济理论：物值利息，人口，工资，地租，生产要素，各种职业之生产力，租税
	60 司徒雅特为最后之重商主义者
	61 重商主义之哲学
	62 评论及撮要
	63 本章之附录
	第八章 计臣学派
	64 计臣学派之性质，范围，及发达
	65 计臣学派之表率：白秀士，郝尼格，达利士，尤士惕
	66 王室私产权之要征
	67 计臣学派与重商主义撮要
	第三部 经济学成为科学后之进化
	第一编 建立者
	第九章 重农学派及社会哲学之革命
	68 重农学派之前驱：布哇斯基伯，佛班，费奈朗，阚梯龙
	69 重农主义与起之动力
	70 重农主义之大纲：自然哲学，总生产及剩余，工资及利息，单一税，物值，分配之计画经济表
	71 重农学派之领袖及其著作
	72 重农学派之哲学
	73 英国之祖述重农学派者
	74 重农学派之批评者
	75 重农学派之实际影响
	76 评论及撮要
	第十章 斯密亚丹，斯密亚丹之直接前辈，及工业革命
	77 斯密亚丹之直接前辈：洛克白克里曼德维，哈启生，侯谟，塔克尔，费古生，哈利士
	78 斯密亚密之身世及其与重农学派之关系
	79 原富
	80 劳力及分工
	81 物值
	82 社会之各团体及其利益
	83 工资
	84 赢益及利息
	85 地租
	86 财政学
	87 国家干涉放任主义
	88 斯密亚丹之哲学及方法
	89 斯密亚丹之实际影响
	90 满切斯达学派
	91 学者对于「原富」之评论
	第二编 初期之祖述者
	第一卷 悲观之趋势
	第十一章 马尔萨与人口论
	92 马尔萨之身世及其境遇
	93 马尔萨以前之先觉者
	94 人口论：人口论之原来及第一版
	95 续出各版中所阐发之马尔萨原理
	（一） 人口及食物增加之趋势
	（二） 报酬渐减
	（三） 人口增加之制限
	96 社会之结果：马尔萨之循环说
	97 马尔萨之其他经济观察
	98 马尔萨主义之评论
	99 最初讨论人口问题诸学者之概略
	第十二章 李嘉图与分配论及其地租说之特要
	100 李嘉图之身世，境遇，及其主要著作
	101 李嘉图之政治经济学原论：物值
	物值与富赀
	分配
	地租
	工资
	赢益及利息
	102 李嘉图对于剩余之观念
	103 李嘉图之哲学及方法
	104 李嘉图之门徒
	第二卷 乐观之趋势
	第十三章 加雷与「美国学派」
	105 加雷以前之先觉者：哈密尔登
	雷孟德
	爱孚雷特
	菲立卜
	106 加雷之身世及其著作
	107 加雷之物值说
	108 社会进步及分配
	109 地租
	110 人口说
	111 加雷之哲学及方法
	112 加雷主张之矛盾
	113 祖述「美国学派」之学者
	第十四章 巴师夏及法国乐观主义派
	114 巴师夏之身世及其著作
	115 经济之协和：（一）物值
	（二） 劳力及资本之利益，土地之值
	（三） 人口
	（四） 国家之干涉
	116 巴师政与加雷
	117 批评
	第三卷 英国古典派政治经济学之其他注疏家
	第一目 英国之注疏家
	第十五章 沈尼耶及其忍欲说
	118 沈尼耶所言政治经济学之范围
	119 物值
	120 忍欲与资本之构成
	121 原费与费用之反对；过去劳力与现在劳力之反对
	122 效用及需要
	123 独占说
	124 工资说
	125 报酬渐增
	126 沈尼耶之侧重主观
	127 沈尼耶学说之评论
	第二目 英国以外诸注疏家
	第十六章 史霭雷峨及德法两国之其他诸注疏家
	128 奈本律，屠能雷峨，及其他德国学者
	129 此派学者之供献
	130 史霭（法）：经济学之序列市场说物值
	131 古诺特（法）
	132 杜纳耶（法）
	第十七章 屠能与孤立国
	133 屠能之方法及其著作之计画
	134 地租
	135 物价及物值
	136 工资及利息，限界生产力说（剩余）
	137 关税及其他诸说
	138 结论
	第三编 反对派及批评者之领袖
	第一卷 对于古典派哲学上及人生哲学上之攻击
	第一目 个人主义派之批评
	第十八章 劳德待尔及雷依：财富之定义
	139 劳德待尔：财富之定义
	公有财富与私有富赀之反对
	劳德待尔之影响
	140 雷依：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之反对
	141 撮要
	第十九章 西斯孟迪：所得及消费之着重
	142 西斯孟迪之身世及其著作
	143 西斯孟迪之经济思想：经济学之范围及进步之标准
	分配之计画
	生产过剩与机器
	人口
	改革之提倡
	劳动阶级之被陵夺与社会主义
	144 西斯孟迪之方法
	145 西斯孟迪之影响
	第二目 国家主义派之批评
	第二十章 穆勒李士特及加雷：初期之国家主义派
	146 穆勒：穆勒对于保护之思想
	147 李士特：李士特之身世
	148 加雷：加雷之力倡保护论
	第三目 社会主义派之批评
	第二十一章 十九初叶之社会主义
	149 乌托邦派或中产阶级派之社会主义：圣西蒙派
	结社主义派，奥文，富利耶，汤姆生
	150 法国社会主义达于较切实及较平民之过渡时代，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八年：布朗路易
	普鲁东
	151 撮要
	第四编 整统者
	第二十二章 密尔约翰
	152 密尔之身世及著作
	153 政治经济学原论：物值
	分配中之应得（静态社会），地租，工资，赢益
	消费及生产
	外国贸易
	社会进步对于分配之影响（动态社会）
	154 「社会问题」
	155 非劳力增加之地值
	156 国家干涉；放任主义
	157 密尔之哲学及方法
	第五编 反对派及批评者之领袖（承第三部，第三编）
	第一卷 对于古典派哲学上及人生哲学上之攻击（承第三部，第三编，第一卷）
	第二十三章 德国「科学」社会主义之建立者
	158 国家社会主义：罗贝尔图
	劳动生产力
	工资应得之渐减
	地租
	分配之分允
	恐慌之理论
	救济之提议
	对于李嘉图地租说之批评
	拉蕯尔
	拉蕯尔改革之计画
	资本主义
	共防说
	159 国际革命之社会主义：马克思（及英哲尔士）
	历史之唯物解释
	资本与陵夺
	剩余之值
	马克思经济学说之批评
	160 机会主义派或修正主义派之社会主义
	161 社会主义之哲学
	162 社会主义派之影响：直接之影响
	反动之影响
	163 社会主义对于经济学之最早影响论略
	第二卷 对于古典派经济学范围及方法之攻击
	第二十四章 以狭义交易值服务行业经济学之诸家：对于古典派经济学范围之批评
	164 交易值经济学之来历
	165 马师夏及马克略
	166 撮要
	第二十五章 英国实体历史派之批评
	167 邹恩士：邹氏之批评抽象假定
	邹氏之论究李嘉图地租论
	邹氏之方法
	168 巴加特：经济学之范围及方法
	对于古典派经济学之批评
	169 勒斯理：反对抽象论
	「先因后果」之方法
	唯实主义
	阶级利益
	反对实利主义
	勒斯理著作之消极性质
	170 殷格郎
	171 陶荫碧：古典派思想之相对说
	乐观主义
	172 罗杰尔
	173 撮要
	第二十六章 德国历史学派
	174 历史学派之环境及其前驱（历史学派与起之原因）
	175 旧系或较消极系：罗协，希德布兰，克尼斯
	黑智儿主义
	克尼斯对于思想中绝对主义之攻击
	罗协对于大典派之批评
	176 新系或较积极系：石慕勒
	177 综要及评论
	第三卷 对于古典派论理学上之攻击
	第二十七章 劳德特尔及赫尔曼：对于资本，赢益，及物值论最早之批评
	178 劳德待尔对于资本及赢益说之批评
	179 赫尔曼及其他德国经济学家对于资本及企业者利益之理论
	赫尔曼对于当时经济学之批评
	资本
	地租及工资
	企业者之利益
	德国工业之情形
	胡复兰，雷峨，赫尔曼，曼葛德
	消费及物值
	180 结论
	第二十八章 工资基金说之倾覆
	181 邹恩士，郎吉，北英评论之记者，勒斯理，索恩敦，密尔约翰之撤销工资基金说，倭克尔，陶西格
	第六编 改造者
	第二十九章 奥大得学派以及限界效用观念之发达：洛意，高申，叶万士，及华拉士
	182 最初之发达：龚迪拉，贲蕯姆，克赖格，郎非尔，洛意，陶默思，杜彼特，沈尼耶
	183 高申
	184 叶万士：物值说，其他经济说
	185 华拉士
	186 撮要
	第三十章 奥大利学派：主观物值说之发达
	187 奥大利学者及其物值说：斗格尔
	188 威塞耳
	189 贲巴卫
	190 利息说及分配论
	191 奥大利学派之继起者
	192 奥大得学派之哲学及方法
	193 评论及撮要
	194 限界效用
	第四部 十九世纪下半期各主要学派通论
	第三十一章 十九世纪下半期德意志及意大利之经济思想
	195 德意志及奥大利：经济学之范围及其分类
	方法
	思想之派别
	物值说
	一般之特质
	196 意大利：工业之退步
	第三十二章 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吉利及法兰西之经济思想
	197 英吉利：古典派经济学之衰征
	198 法兰西奥比利时：古典派经济学及乐观主义之重尚
	第三十三章 十九世纪下半期美利坚之经济思想
	199 美国特殊经济思想之背影
	200 历史：一八〇六年前之保护说及乐观主义
	201 十九世纪末叶之情形及经济学家
	202 美国经济学家之主要著作表
	第三十四章 结论
	203 总括
	204 新传及环境
	205 经济思想中不同之各要点：人生哲学上之分歧
	乐观主义及悲观主义
	剩余之各说
	原费与效用之反对
	主观及客观
	206 现在及将来：哲学，方法，及理论
	参考书表：
	主要参考之材料
	经济思想史之主要著作
	索引：
	人名索引
	名词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