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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教學改善」成果結報 
 

專題研究代碼：教 95-11-01-02 

申請類別：1-4 

計畫名稱：「經濟學」教學改善計畫 

 

一、 活動目的 

「經濟學」為商學課程的最基本科目，透過此一課程之研究與教學，教

授經濟學之基本原理與重要觀念，使修習學生得以掌握經濟之要義，

從而應用經濟學原理，系統性地解讀社會運作與個人生活。然由於課程

內容偏向邏輯思考與數理分析，導致此類理論課程較不易為技職體系之學生所

掌握。 

    本計畫乃參考大學院校助教輔助教學之模式，一般大學院校為改善專業課

程之學習效果，大多運用助教參與教學，以強化學習效果。透過前期訓練之方

式，由老師於課程教學過中，尋找並發掘程度適當且具服務熱誠之高年級同學

擔任助教，藉由助教之協助與參與，發展出讀書會或補救教育等之課後輔導模

式，同時由於「教學相長」，此舉將可引導程度較佳之同學進一步產生學習之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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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一） 計畫背景 

由於技職院校學生所承襲之教育內容較偏向「實務」與「實作」，因而導致

部份學生對於概念掌握、邏輯思考與問題分析之課程較無法吸收，然而「經濟

學」實為分析商業課程之重要工具，若無法提升學生對此一課程之掌握能力，

則將導致其缺乏整體判斷之能力。其次，隨著台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未來對

於高階服務人才的需求自然會提升，而高階服務管理人才首重對於狀況研判、

變數掌握與問題分析之訓練，而此則仰賴理論課程所給予之訓練。為求改善本

校國貿系同學之學習情況，故產生本計畫操作之背景。 

（二）  本計畫擬仿效大專院校於專業必修之理論課程教學時，所採取之教學

助理制度（teaching assistant），透過助教制度之建立與引入，提高同學

學習之效果，並進而發展自主學習之能力。 

 
 

三、 計畫進行步驟 

(一) 先期計畫導入期 

    本計畫擬於 95 年 11 月開始進入先期計畫導入階段，選擇四到六名高年級

程度較佳且具服務熱誠之學生，給予每週兩次之培訓，為期一個月，提升其專

業知識與教學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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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執行期 

本計畫於 96 年 2 月底，新學期展開時正式進行，配合上課進度，助教將於

課餘時間提供相關諮詢、溫習等之教學服務，並協助授課老師進行講義撰寫與

作業建議。本階段將自 96 年 2 月底開始執行至 6 月之學期結束為止。 

（三）計畫評估期 

    本計畫將於 96 年 8 月針對本學期所執行之相關計畫內容與成果，進行檢討

與改進，修正後之心得結果，將提供 96 學年度運作時之參考。 

 

四、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貢獻 

首先有助於本系高年級理論程度較佳之學生的再教育，使其對於本課程之內

容有更身之掌握，並透過教學、分享之過程，使其能夠強化自身溝通與互動之

技巧。 

其次，四到六名之助教將可協助經濟學理論教學之執行，若單一助教每週可

提供四個小時之輔導時間，則總共每週可提供十六小時到二十四小時之輔導時

間，主要用於協助四技日間部（2 班）、四技夜間部（3 班）、五專部(1 班)、進

修部與進修院校等班級同學之學習輔導與課程討論。 

其具體成果與貢獻的部分，透過助教制度之運用，將有助於授課老師發掘同

學學習之障礙與問題，進而得以及時回應需要，提升教學品質。 

助教往往為本系程度較佳之同學，藉由助教制度之運用，其將提升對於系務

參與之程度，進而提升其對本系之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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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助教所提供之服務，將有助於同學對於課程之掌握、問題之澄清，進

而直接提升學習效果。 

最後，助教參與教學工作，除分擔教師之教學負擔外，亦能藉由其同儕之身

分，產生對於學弟妹正面之影響，進而給於學弟妹效法之動機。 

 

五、 經濟學家之參考文獻彙整 

     藉由經濟學家相關資料資彙整，提供給學生透過對人物的瞭解、時代背景

的認識，進而理解其理論源由。 

1. 亞瑟皮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1.18.-1959) 

(1) 林建甫.林修葳.傳冶天.饒秀華(2001)，「第十章 外部性」,經濟學理，臺

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P.219-243。 

(2) 林鐘雄(民國 70 年)，「第二十一章 劍橋傳統的繼續發展」，西洋經濟思

想史，三民書局，P.399-404。 

(3) 胡代光.范家驤.厲以寧.羅志如(1993)著，「西方福利經濟學的產生和發

展」，現代西方經濟學說(上)，楊志文化出版社，P.487-539。 

(4) 高希均(1991)著，經濟學家的縮影第十位，經濟學的世界(下篇)，天下

文化，附錄二第 10 頁。 

(5) 羅志如、范家驤、厲以寧、胡代光合 (1993)著，第六章，福利經濟學，

近代西洋經濟思想史，庇古的福利經濟學，揚智文化，P.48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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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6.5.-1790.7.7.) 

(1)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著，周憲文(1978) 譯，國富冊「序論及本書

結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P.1-4。 

(2)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著，謝宗林．李華夏合譯（2000）年，國富

論卷一第八至十一章節 ，台北市：先覺 2000，第 9 頁至第 12 頁，

P.91-187。 

(3)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著，周憲文譯（1973），政治經濟國防講義

第一章講筆記的由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P.1-10。 

(4)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劉秉麟與王雲五主編(1970)，第一章至第

四章，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P.1-104。 

(5) 周憲文(1975)，經濟學者年譜，「Adam Smith 年譜」，經出版事業公司，

P20-P32。 

(6) 林鐘雄(1979)，西洋經濟思想史，「古典學派的創建者-亞當斯密」，三

民書局，P.73-76。 

(7) 柳復起(2001)，經濟思想史概要， 「古典學派史密斯的國富論」，五南

圖書出版，P20-P21。 

(8) 俞會新(2001)，河北大學出版社，經濟自由之-Adam Smith 第一章亞

當斯密小傳至第二章經濟學的人性根基【道德情操論】，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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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強納森．懷特著，江麗美譯(2004)，發現 Adam Smith part4 附錄亞當

斯密的生平簡表，經濟新潮社，P.3-7 頁。，第 345 頁至第 347 頁。 

(10) C. E. Ferguson 著，侯家駒譯(1977)，新古典生產與分配理論 第 1-1

節新古典理論，台北市銀行/幼獅文化事業公司，P.3-6。 

(11) Joseph Cropsey 著，鄧文正譯，國體與經體 第一章斯密夫體系的普遍

基礎，中文大學出版社，P.1-74。 

(12) R. L. 海爾布魯諾著，蔡伸章(1983) 譯，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 第二章

亞當．斯密的美妙新世界，志文出版社，P.94-143。 

(13) 亞當斯密相關資料(中文)： 

http://home.pchome.com.tw/education/u7501111/index2.htm 

(14) 亞當斯密相關資料(英文)： 

  http://irving.vassar.edu/faculty/gj/201/WoN/index.html 

(15) 鄭政秉個人網站：http://mail2.scu.edu.tw/~chengche/f102.htm 

(16) 亞當斯密生平介紹：http://www.brucechan.net/econdb/smith.html 

(17) 道德情操論：http://life.fhl.net/Philosophy/bookclub/adem.htm 

(18) 經濟學介紹： 

    http://eca.nyss.edu.hk/commerceclub/new_page_1.htm 

(19) 朱高正(1999)，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與互動： 

   http://www.boxun.com/sixiang/0114/2.htm 

(20) 張清溪，真假斯密—評介《發現亞當斯密》： 

    http://www.epochtimes.com.tw/bt/5/2/16/n813921p.htm 

http://home.pchome.com.tw/education/u7501111/index2.htm�
http://irving.vassar.edu/faculty/gj/201/WoN/index.html�
http://mail2.scu.edu.tw/~chengche/f102.htm�
http://www.brucechan.net/econdb/smith.html�
http://life.fhl.net/Philosophy/bookclub/adem.htm�
http://eca.nyss.edu.hk/commerceclub/new_page_1.htm�
http://www.boxun.com/sixiang/0114/2.htm�
http://www.epochtimes.com.tw/bt/5/2/16/n813921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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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亞當斯密： 

http://mail2.scu.edu.tw/~chengche/12_hnot/n005.htm#005_00 

(22) 亞當斯密的個性古怪難懂： 

http://www.cogsh.tp.edu.tw/kueichan/adam%20smith.hm 

(23)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 

        http://x-mwe.nease.net/ydsm.htm  
 

3. 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1933-) 

(1) 阿瑪蒂亞·森，民主是一種普遍價值觀： 

http://www.boxun.com/sixiang/minzhujiazhi.htm 

(2) 夏應良，關注貧困者的生存權力---評阿馬蒂亞.森著《貧困與飢荒》：

http://science.mblogger.cn/zxbcn/posts/877.aspx 

(3) 王曙光，經濟學家介紹： 

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020 

(4) Amartya Sen.，PUBLIC ACTION TO REMEDY HUNGER： 

http://www.thp.org/reports/sen/sen890.htm 

(5) Amartya Sen. – Autobiography： 

http://www.nobel.se/economics/laureates/1998/sen-autobio.html 

(6) Grandees Economist as Amartya Sen. (1933 -)： 

http://www.eumed.net/cursecon/economistas/sen.htm 
 

 4. 阿弗里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7.26-1924)  

(1) 海爾布魯諾(R.L.)著，蔡伸章 (1983) 譯，亞腓烈．馬歇爾，改變歷史的

經濟學家，志文出版社，P.305~P.326。 

http://mail2.scu.edu.tw/~chengche/12_hnot/n005.htm#005_00�
http://www.cogsh.tp.edu.tw/kueichan/adam%20smith.hm�
http://x-mwe.nease.net/ydsm.htm�
http://www.boxun.com/sixiang/minzhujiazhi.htm�
http://science.mblogger.cn/zxbcn/posts/877.aspx�
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020�
http://www.thp.org/reports/sen/sen890.htm�
http://www.nobel.se/economics/laureates/1998/sen-autobio.html�
http://www.eumed.net/cursecon/economistas/s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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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鐘雄(1979)，馬夏爾西洋經濟思想史，三民書局，P.311~P.332。 

(3) 陳再明(1995)，馬歇爾與「經濟學原理」，西方經濟學簡史-世界五大經

濟學家，遠流出版社，P.107~P.130。 

(4) 褚葆一(1967)，馬歇爾經濟學說評論，馬歇爾之經濟學說，台灣商務印

書館，P.108~P.115。 

(5) 歐陽正宅(1983)，馬歇爾，世界名經濟學者小傳，時報文化出版社，

P.51~P.74。 

(6) 高叔康(1987)，第九部 西洋經濟學人小傳，經濟學新辭典，三民書局，

P.550-551。 

(7) 陳岱孫(1998)，國外主要經濟學家，市場經濟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

書出版社，P.176-177。 

(8) 鄒繼礎，德國歷史學派：http://mail2.scu.edu.tw/12-hnot /n010.htm。 

 

4. 大衛李嘉圖 (David Ricardo ,1772-1823) 

(1) 黃建森，經濟思想史，華泰書局。 

(2) 高希均，經濟學的世界上篇，天下文化。 

 

5. 龐巴衛克(Eugen Von Bohm – Bwerk1851-1914) 

(1) 威廉.史考特(民國 65 年)，第二十二章，龐巴衛克，經濟思想史，三民書

http://mail2.scu.edu.tw/12-hnot%20/n0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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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P.408-444。 

(2) 威廉．史考特(民國 65 年)，第二十三章，奧國學派學說的應用及重述，

經濟思想史，三民書局，P.445-462。 

(3) 威廉．史考特(民國 65 年)，第二十四章，奧國學派學說的批評，經濟思

想史，三民書局，P.463-483。 

(4) 龐巴衛克(民國 86)，資本實政論，商務出版社，P.203-277。 

(5) 林鐘雄(民國 68 年)，第十五章，奧地利學派，西洋經濟思想史，三民書

局，P.298-308。 

(6) 臧芳譯(民國 58 年)，經濟思想史(下冊)，大學用書教育部出版，正中書局

印製，第 488 頁至第 497 頁。 

(7) 黃建森（民國 83 年），第九章奧地利學派，經濟思想史，華泰書局，

P.167-169。 

(8) 鄭學稼（民國６3 年），附錄，龐巴衛克之生平及學說，馬克思體系的完

結，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P.120-136。 

 

66..  李李斯斯特特((FFrriieedd  LLiisstt，，11778899--11884466))  

(1) 周憲文（民國 64 年）著，Friedrich list 年譜，經濟學者年譜初集，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P.121~143。 

(2) 柳復起（民國 91 年）著，第三章李斯特的幼稚工業保護論，經濟思想史

概要，五南圖書出版公司，P.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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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建森（民國 83 年）著，第六章第二節李斯特，經濟思想史，華泰書局，

P.99~102。 

(4) 高叔康(民國 76 年)，第九部 西洋經濟學人小傳，經濟學新辭典，三民

書局，P.550~551。 

(5) 陳岱孫(民國 87)，國外主要經濟學家，市場經濟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

全書出版社，P.176~177。 

(6) 鄒繼礎，德國歷史學派：http://mail2.scu.edu.tw/12-hnot /n010.htm。 

  

7. 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5.8-1992） 

(1) 柳復起（民國 91 年）著，經濟恩想史概要，第十四章奧地利學派，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P.219~295。 

(2) 侯立朝（民國 68 年）著，經濟科學與政治，諾貝爾經濟學家，楓城出版

社，P.161~183。 

(3) 陳奎德（民國 88 年）著，海耶克，第一章二十世紀的先知，東大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P.1~15。 

(4) 陳奎德（民國 88 年）著，海耶克，海耶克年表，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P283~290。 

 

8. 史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 1911-1991 ) 

(1) 史蒂格勒著，藍科正譯(1994)，史蒂格勒自傳，遠東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http://mail2.scu.edu.tw/12-hnot%20/n0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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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日報編印(1983)，產業經濟學的拓荒者。 

(3) 史蒂格勒著，諾貝爾經濟學獎論文集，中央日報出版社，p503-p520。 

(4) 史蒂格勒著，吳惠林、鐘秦、黃美齡(1991)譯，附錄 史蒂格勒這位教授，

人民與國家，遠東出版有限公司，P.233-236。 

(5) http:www.books.com.tw/activity/word-pa。 

 

9. 經濟學界的史懷哲-----米達爾(Gunnar Karl Rydal，1898- ) 

(1) 林鐘雄(民國 90 年)，西洋經濟思想史，第 29 章 米達爾，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第 589 至 602 頁。 

(2) 姚明(民國 7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論文集，第 14 篇 倡導經濟平等的墨

岱爾，中央日報出版部，P.181~199。 

(3) 陳素甜(民國 71 年) ，經濟學界的史懷哲，全冊，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P.19~193。 

 

10. 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 

(1) 大衛皮爾斯(David W)(民國 80 年)，現代經濟學辭典，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P.513。 

(2) 陳希沼(民國 77 年)，西蒙的多方面才華，諾貝爾經濟學獎論集，中央日報

社，P.333~366、P.531。 

(3) Untitled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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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stm.gov.tw/nobel/search/econ/econ.htm 

(4) Ylib 遠流博識網----書籍精彩內容： 

  http://www.ylib.com/Search/qus_show.asp?BookNo=O2022 

(5) 內容 (北京青年報 )： http://www.bjyouth.com.cn/Bqb/19991213/BIG5/ 

4095%5ED1213B2302.htm 

(6) 諾貝爾經濟學獎資源利用專題： 

  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hslib/subject/ec/Nobel.htm 

(7) 諾 貝 爾 獎 (Nobel Prize) ： http://www.ba.ncku.edu.tw/teacher/yong/z/ 

eco_filedown/ECONOMIST/nobel_eco/new_page_1.htm 
 

 11. 大克拉克 (John Bates Clark，1847-1938) 

(1) 林鐘雄(民國 68 年)，西洋經濟思想史，三民書局，P.276~278。 

(2) 林鐘雄(民國 68 年)，西洋經濟思想史，三民書局，P.506~507。 

(3) 胡寄窗（民國 85 年），第十二章 美國的邊際主義和制度學派，西方經濟

思想史，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P.276~282。 

(4) 高叔康，經濟學新辭典，三民出版，P.507~508。 

(5) 威廉．史考特，經濟思想史，三民書局，P.484~485。 

 

12. 小克拉克 (John Maurice Clark，1884-1963) 

(1) 林鐘雄(民國 68 年)，西洋經濟思想史，三民書局，P.276~278。 

(2) 林鐘雄(民國 68 年)，西洋經濟思想史，三民書局，P.506~507。 

http://www.nstm.gov.tw/nobel/search/econ/econ.htm�
http://www.ylib.com/Search/qus_show.asp?BookNo=O2022�
http://www.bjyouth.com.cn/Bqb/19991213/BIG5/%204095%5ED1213B2302.htm�
http://www.bjyouth.com.cn/Bqb/19991213/BIG5/%204095%5ED1213B2302.htm�
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hslib/subject/ec/Nobel.htm�
http://www.ba.ncku.edu.tw/teacher/yong/z/%20eco_filedown/ECONOMIST/nobel_eco/new_page_1.htm�
http://www.ba.ncku.edu.tw/teacher/yong/z/%20eco_filedown/ECONOMIST/nobel_eco/new_page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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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寄窗（民國 85 年），西方經濟思想史，第十二章 美國的邊際主義和制

度學派，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P.276~282。 

(4) 經濟學新辭典，三民書局，P.507~508。 

(5) 經濟思想史，三民書局，P.484~485。 

 

13. 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1904.4.8.-1989) 

(1) 卜鍾元(民國 59 年)，近代十大經濟學家，第十章  希克斯，臺灣商務印書

館股份有限公司，P.127 ~ 145。 

(2) 林華德(民國 7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論文集，第五章  希克斯在經濟學領

域中的成就，中央日報出版社，P.125 ~146。 

(3) 林鐘雄(民國 68 年)，西洋經濟思想史，第二十二章  一般均衡理論的展開

與應用  第二節  希克斯，三民書局，P.441 ~ 446。 

(4) 侯立朝(民國 68 年)，諾貝獎經濟學家，第四章  希克斯與亞羅的經濟理

論，楓城出版社，P.105 ~ 130。 

(5) 胡寄窗(民國 85 年)，西方經濟思想史，第十八章 希克斯的價值論及其他

經濟學家的學說，五南圖書出版公司，P.403~412。 

(6) 林華德(民國 77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論文集，希克斯在經濟學領域中的成

就，中央日報出版社，P.125~146。 

(7) 林華德(民國 77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論文集，希克斯在經濟學領域中的成

就，中央日報出版社，P.52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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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ntitled Document：http://www.nstm.gov.tw/nobel/search/econ/econ.htm 

(9) Ylib 遠流博識網-書籍精彩內容： 

http：//www.ylib.com/Search/qus_show.asp?BookNo=O2022 

(10) 內容 (北京青年報 )：http://www.bjyouth.com.cn/Bqb/19991213/BIG5/ 

4095%5ED1213B2302.htm。 

(11) 諾貝爾經濟學獎資源利用專題： 

  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hslib/subject/ec/Nobel.htm 

(12) 諾貝爾獎(Nobel Prize)：http://www.ba.ncku.edu.tw/teacher/yong/z/ 

eco_filedown/ECONOMIST/nobel_eco/new_page_1.htm 
 

14. 約翰．佛比．納許(John Forbes Nash Jr.，1928-) 

(1) 巫和懋和夏珍(民國 91 年)，賽局高手-全方位策略與應用， 作者序，時

報出版，P.27~40。 

(2) 巫和懋和夏珍(民國 91 年)，賽局高手-全方位策略與應用, 第一章  天才

與迷亂，時報出版，P.32~34。 

(3) 巫和懋和夏珍(民國 91 年)，賽局高手-全方位策略與應用，第二章  什麼

是賽局，時報出版，P.43~55。 

(4) 巫和懋和夏珍(民國 91 年)，賽局高手-全方位策略與應用，第六章  動態

賽局，時報出版，P.125~126。 

(5) 巫和懋和夏珍(民國 91 年)，賽局高手-全方位策略與應用，第十章  如何

http://www.nstm.gov.tw/nobel/search/econ/econ.htm�
http://www.ylib.com/Search/qus_show.asp?BookNo=O2022�
http://www.bjyouth.com.cn/Bqb/19991213/BIG5/%204095%5ED1213B2302.htm�
http://www.bjyouth.com.cn/Bqb/19991213/BIG5/%204095%5ED1213B2302.htm�
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hslib/subject/ec/Nobel.htm�
http://www.ba.ncku.edu.tw/teacher/yong/z/%20eco_filedown/ECONOMIST/nobel_eco/new_page_1.htm�
http://www.ba.ncku.edu.tw/teacher/yong/z/%20eco_filedown/ECONOMIST/nobel_eco/new_page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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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賽局策略，時報出版，P.190~191。 

(6) 西爾維雅．娜薩(年)著，謝良諭、傅士哲、全映玉(民國 91 年)譯，美麗

境界，美麗心靈與經濟理論—美麗境界導讀，時報出版，P.8~10。 

(7) 西爾維雅．娜薩著，謝良諭、傅士哲、全映玉譯(民國 91 年)，前言，美

麗境界，時報出版，P.13~30。 

(8) 西爾維雅．娜薩著，謝良諭、傅士哲、全映玉(民國 91 年) 譯，美麗境

界，第四十一章 強制理性的插曲，時報出版，P.400~414。 

(9) 西爾維雅．娜薩著，謝良諭、傅士哲、全映玉(民國 91 年)譯，美麗境界

，第四十八章 得獎，時報出版，P.491~517。 

(10) 西爾維雅．娜薩(Sylvia Nasar，1994)著，謝良瑜、博士哲和全映玉(民

國 91 年) 譯，美麗境界，第一篇 美麗之心(A beautiful mind: a biography 

of John Forbes Nash, Jr.,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時

報文化，P.32~203。 

(11) 電影網(echo’s) (1997)-美麗境界(A Beautiful Mind)：2001 年最佳影片及

最佳導演，奧斯卡金像獎 http://movies.wretch.cc/new/oscar_picture_n. 

html 
 

15. 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1) 江宜樺(民國 90 年)，蔡英文、張福建編，約翰.密爾論自由、功效與民主

政治，篇名:《自由主義》，南港中研院社科所，P.53~79。 

http://movies.wretch.cc/new/oscar_picture_n.%20html�
http://movies.wretch.cc/new/oscar_picture_n.%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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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dd G. Buchholz 著，馮勃翰譯，經濟大師死不了-因為被你搞懂了，

P.116~200。 

(3) 趙迺搏，歐美經濟學史，正中書局，P.199~P200。 

(4) 蕭行易，西洋經濟思想史論，正中書局，P.162~P169。 

(5) 許文昌，經濟學原理，文笙書局，P.89~P92、P167~P170。 

(6) 林鐘雄（民國 68 年）著，西洋經濟思想史，第八章的第二節 古典學派的

終結-彌爾，三民書局，P.129~139。 

(7) 林志穎、張耀謙（民國 93 年）著，論穆勒對英國自主義轉化之貢獻，臺

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第二期，P.113-132。 

(8) 吳永猛（民國 83 年），經濟思想史，第六章 古典學派，國立空中大學出

版，P.111-114。 

(9) 柳復起（民國 91 年），經濟思想史概要，第三章彌爾的價值與分配論、

國際貿易理論及貨幣理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P.41-49。 

(10) 黃建森（民國 83 年），經濟思想史，第五章的第四節 古典學派-彌爾，

華泰書局，P91-P96。 

(11) 蔡伸章（民國 78 年），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第四章 烏托邦社會主義

者的幻象，志文出版社，P.224~225。 

(12) 約翰．彌爾（民 93 年），博客來網路書局：http://www.books.com.tw/exep/ 

prod/booksfile.php?item=001026 8926#03。 

http://www.books.com.tw/ex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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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ttp://www.tmtc.edu.tw/~stud/stud2/report-PDF /00-35-02/all-02/35-02- 
human-06-lin.pdf 

 

16. 總體經濟學之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1) Peter Pugh 著 ,李華夏(民國 84 年) 譯，凱因斯(漫畫版)，紅螞蟻圖書有

限公司，P. 6~126。 

(2) 林鐘雄(民國 85 年)，凱因斯經濟思想再出發，第二章 凱因斯的生平及

時代背景，三民書局，P.11~17。 

(3) 都雷.狄拉多著，許南弘 (民國 66 年)譯，凱因斯經濟學，緒論及基本概

念，協志工業叢書出版，P.1~3。 

(4) 謝都雷.狄拉多著，許南弘譯，關於凱因斯，http://www.google.com.tw。 

(5) 謝德宗(民國 71 年)，經濟理論的革命家-凱因斯，第一章 凱因斯的時代，

允晨文化，P.19~43。 

(6) 謝德宗(民國 71 年)，經濟理論的革命家-凱因斯，第二章 凱因斯的生平，

允晨文化，P.45~63。 

(7) 謝德宗(民國 71 年)，經濟理論的革命家-凱因斯，第四章曠世巨著「一般

理論」的貢獻，允晨文化，P.99~159。 

(8) 謝德宗(民國 71 年)，經濟理論的革命家-凱因斯，第五章對國際經濟關係

的貢獻，允晨文化，P.161~175。 

 
 

http://www.googl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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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塞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 

(1) 于宗先(1986)，經濟思想史, 第三篇西洋經濟思想史家，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P.268~271。 

(2) 林鐘雄(1979)，西方經濟思想史，第八章 古典學派的終結，三民書局，

P.139~141。 

(3) 胡寄窗(1996)，西方經濟思想史，第二篇古典經濟學的建立及其演變，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P.137~143。 

(4) 高伯瑞著，徐鋒志(1999)譯，另眼看經濟，第七章革命的種子，智庫股

份有限公司，P.79~83。 

(5) 高希均和林祖嘉(1997)，經濟觀念與現實問題，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P.117~120。 

(6) 歐陽勛著，業經濟學原理＜增訂再版 82/8＞，第五章 消費、儲蓄與投資

的一般理論 第一節 古典學派所得與就，三民書局，P.117~121。 

(7) 黃台(1993)，經濟學分析與題，第十四章 古典學派學派理論，解考用出

版社，P.386。 

 

18. 詹姆斯‧麥吉爾‧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1919.10.2-) 

(1) 高希均(1991)著，經濟觀念與現實問題，經濟學的世界上篇，台北市天

下文化出版，P.295~261。 

(2) 高希均(1991)，總體與個體理論導引，經濟學的世界下篇，台北市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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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出版，P.294~312。 

(3) 史賓斯(Roger W. Spencer)著，黃進發(1998)譯，十三位經濟獎得主的故

事，諾貝爾之路，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P.162~166。 

(4) 史賓斯(Roger W. Spencer)，黃進發(1998) 譯，十三位經濟獎得主的故

事，諾貝爾之路，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P.162~166。 

(5) 《 川 大 知 識 線 上 》 製 作 經 濟 學 家 http://211.95.170.13/mbadb/ 

MBAdb.htm。 

 

19. 約瑟夫.阿羅斯.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2.8.- 1950.1.8.) 

(1) 范家驤、高天虹(民國 85 年)，西方經濟學主要學派，第十二章 熊彼得

經濟理論體系，中國經濟出版社，P.307~347。 

(2) 林鐘雄(民國 70 年)，西方經思想史，第二十三章 熊彼得，三民書局，

P.463~467。 

(3) 羅志如、范家驤、厲以寧、胡代光(民國 82 年)，現代西方經濟學說，第

十章  熊彼得的創新理論及其演變，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P.725~737。 

 

20. 瓊‧羅賓森(Joan Violet Robinson，1903~1983) 

(1) 施建生(2000)，「第十章 瓊˙羅賓森」，現代經濟思潮，華泰文化事業公

司，P.35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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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近代經濟學研究會著，陳榮貴(1985) 譯，「13.羅賓遜的經濟學」，

世界十五大經濟學，志文出版社，P.255~265。 

(3) 日本經濟新聞連載中(2002/06/10)，「第 24 篇」，『私履歷書』日本知

名經濟學者─宇澤弘文的回憶錄，http://www.ios.sinica.edu.tw/cll/uzawa- 

8.html。 

(4) Sheila Dow (1999)，「Joan Violet Robinson 1903-1983.」，http://cepa. 

newschool.edu/het/profiles/robinson.htm。 

(5) Cindy Appleton (2001)，「Joan Violet Robinson 1903-1983.」，http:// 

www.manchester.edu/Academic/Programs/departments/econ/files/mu

seum/women/joan.htm。 

 

21. 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5.5-1895.8.5) 

(6) 泰瑞‧伊格頓，馬克思，城邦文化發行。 

(7) 俞諧著，馬克斯主義述評，中央文物供應社。 

(8) 趙雅博，改變近代世界的三位思想家，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9) 楊 世 雄 ， 馬 克 思 的 經 濟 哲 學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www.wunan.com.tw。 

(10) 高安邦著，馬克思的經濟思想，巨流圖書公司。 

(11) 張正修譯，馬克思經濟學理論與發展，保成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www.paochen.com.tw。 

http://www.ios.sinica.edu.tw/cll/uzawa-%208.html�
http://www.ios.sinica.edu.tw/cll/uzawa-%208.html�
http://www.wunan.com.tw/�
http://www.paoch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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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羅伯特‧海爾布魯諾(Robert L. Heilbronn)著，蔡伸章 (民國 72 年)譯，

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第五章  馬克斯的嚴酷體系，志文出版社，

P.263~304。 

(13) 黃建森(民國 81 年)，經濟思想史，第七章的第三節 馬克斯，華泰書局，

P.127~140。 

(14) http://www.sm21.net/jing/shangxiawuqiannian/153.htm。 

(15) www.sina.com.tw。 

(16) 從馬克斯到列寧的意識型態，http://www.actro.edu.tw。 

 

22.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ses ，1881.9.29.-1973.10.10.） 

(1) 林鐘雄(1999)，「第一章 米塞斯的生平」經濟自由主義的先知，三民書

局，P.1~11。 

(2) 施建生(2000)，「第七章 米塞斯」，現代經濟思潮，華泰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P.244~284。 

(3) 高希均和林祖嘉(1997) ，「經濟知識的分享」，經濟學的世界 上篇(經濟

觀念與現實問題)，天下文化，P.26~29。 

 

23. 孟格爾(Menger,1840-1921) 

(1) 于宗先(1986)，經濟學百科全書—經濟思想史，聯經出版事業公司，P.80 

~81。 

http://www.sm21.net/jing/shangxiawuqiannian/153.htm�
http://www.sina.com.tw/�
http://www.actro.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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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宗先(1986)，經濟學百科全書—經濟思想史，聯經出版事業公司，P.161 

~162。 

(3) 林鐘雄(1999)，第一章 米塞的生平，米塞斯：經濟自由主義的先知，三

民書局，P.1~28。 

(4) 柳復起(2002)，第十四章，奧地利學派，經濟思想史概要，五南圖書出

版服份有限公司，P.284~287。 

(5) 陳義揚(1994)，第十一章 奧國學派，經濟思想史，國立空中大學，P.184 

~188。 

(6) 黃建森(1994)，第一節 孟格爾，第九章 奧地利學派，經濟思想史，華

泰書局，P.161~164。 

(7) 「當代」142 期，http://www.dandai.com.tw/142.htm。 

 

24. 韋伯(Max Weber,1864~1920) 

(1) 弗蘭克.帕金(民國 78 年)著，黃丘隆譯，生平概略，馬克思.韋伯，結構

出版社，P.1~4。 

(2) 張維安(民國 84 年)，現代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與宋巴特觀點之比較分析，

文化與經濟，區流圖書公司，P.20~36。 

(3)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民國 83 年)著，簡惠美譯，市場關係的影響:

階級與身分團體，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涂爾幹、韋伯，

遠流出版社，P.271~277。 

http://www.dandai.com.tw/1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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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民國 87 年)著，劉北成譯，韋伯的宗教社會

學，韋伯的思想與學說，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P.267~280。 

 

25. 米爾頓．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7.31~2006） 

(1) 邊裕淵(民國 72 年)，傅利曼在經濟學上之貢獻，諾貝爾經濟學獎論文集，

中央日報，P.261~279。 

(2) 侯立朝(民國 68 年)，第八屆－1976 年得獎人：傅利曼，諾貝爾獎經濟

學家，楓城出版社，P.253~265。 

(3) 傅利曼(Milton R. Friedman)著，林炳文、陳世璋和何朝乾合譯(民國 70

年)，選擇之自由，中興管理顧問公司，P.6~79。 

(4) N. Gregory Mankiw 著，林建甫、林修葳、饒秀華和傅冶天(民國 90 年) 

譯，第二十八章 貨幣供給成長與通貨膨脹，經濟學原理，台灣東華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P.683~710。 

(5) 林鐘雄(民國 68 年)，第十三章 近代資本主義成長階段論(顧志耐)，西洋

經濟思想史，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P.241~248。 

(6) 林鐘雄(民國 68 年)著，第二十二章 一般均理論的展開與應用(薩謬爾遜

之註：奈特)，西洋經濟思想史，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P.447~460。 

(7) 林鐘雄(民國 68 年)，第二十五章 制度學派的展開(密契爾)，西洋經濟

思想史，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P.495~520。 

(8) 林鐘雄(民國 68 年)，第二十七章 弗利德曼，西洋經濟思想史，三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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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股份有限公司，P.555~571。 

(9) 吳永猛(民國 84 年)，第十七章 芝加哥學派，經濟思想史，國立空中大

學，P.301~303。 

(10) 范家驤和高天虹(民國 85 年)，第五章 貨幣主義，西方經濟學主要學派，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P.103~P109。 

(11) 胡寄窗(民國 85 年)，第二十一章 貨幣主義、新制度學派、弗雷堡學派、

供給學派及其他新理論(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西方經濟思想史，五南圖

書出版公司，P.487~P493。 

(12) 謝薇(民國 90 年)，第九章 通貨膨脹理論(定義)，謝薇老師經濟講義：

總體經濟學， 偉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P9-1~P9-17。 

(13) 中央日報（民國 72 年），傅利曼再經濟學上之貢獻，諾貝爾經濟學獎論

文集，中央日報，P.268~276。 

(14) 圓神出版事業機構 

(15) 鄭政秉的個人網站 

(16) 中國翻譯網 

(17) LKKC Economics Club 

(18) http://www2.lkkc.edu.hk/~econ_club/ 

(19) http://www.booklife.com.tw/BOOKS/p0100003.asp  

(20) http://mail2.scu.edu.tw/~u8501132/milton%20Friedman.htm 

(21) http://www.chinatranslate.net/big5/world/usa-guide/Economic/corps/15
.htm 

(22) http://mail2.scu.edu.tw/~u9151117/2.htm 

http://www2.lkkc.edu.hk/~econ_club/�
http://www.booklife.com.tw/BOOKS/p0100003.asp�
http://mail2.scu.edu.tw/~u8501132/milton%20Friedman.htm�
http://www.chinatranslate.net/big5/world/usa-guide/Economic/corps/15.htm�
http://www.chinatranslate.net/big5/world/usa-guide/Economic/corps/15.htm�
http://mail2.scu.edu.tw/~u915111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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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保羅.薩繆爾遜(Paul A. Samuelson,1915~) 

(1) 施建生(民國 83)，薩繆森與當代經濟學，經濟前瞻，P.18~24。 

(2) 高希均和林祖嘉(民國 86 年)，美國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經濟學

的世界：上篇《經濟觀念與現實問題》，天下文化出版，P.31~38。 

(3) 伯烈特(Willam Breit)和史賓斯(Roger Spencer)著，黃進發(1998)譯，第

四章 薩繆爾森，諾貝爾之路，天下文化出版，P.83~105。 

(4) 中央日報 (1983)，薩繆爾森論著一瞥，諾貝爾經濟學獎論文集，中央日

報出版部 ，P.83~101。 

(5) 林鐘雄著(1979)，第二十二章 第三節 薩繆爾森，西洋經濟思想史，三

民出版社，P.447~453。 

(6) 侯立朝著(1979)，諾貝爾獎經濟學，才子型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楓城

圖書供應社。 

(7)  伯烈特和史賓斯合著，黃進發 (1998)，第四章  薩繆森 (Paul A. 

Samuelson)，諾貝爾之路，天下遠見出版，P.83~P.105。 

(8) 林鐘雄(1979)，第二十二章 一般均衡理論的展開與應用，西洋經濟思想

史。 

(9) 侯立朝(1979)，1970 第二屆得獎人，諾貝爾獎經濟學家，楓城圖書供應

社，P.43~69。 

(10) 胡寄窗著，高安邦 (1996)校訂，第十九章 美國凱因斯主義的重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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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繆爾森，西方經濟思想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P.436~441。 

(11) 許嘉棟(1983)，薩繆森論著一瞥，諾貝爾經濟學獎論文集，中央日報出

版部，P.83~101。 

(12) 楓城圖書供應商，45~69 頁，外國經濟思想史－人物，中國大百科《經

濟學卷》，網站：https://www.wordpedia.com/search/gloss.asp?url=/ 

login.asp&id=2ca270413。 

 

27. 佛利希(Ragnar Frisch, 1895-1973) 

(1) 許嘉棟(1983)，諾貝爾經濟學獎論文集，中央日報出版部諾貝爾經濟學

獎論文集。 

(2) 侯立朝(1979)，諾貝爾獎經濟學家，楓城圖書供應社諾貝爾經濟學家。 

(3)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28. 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E. Lucas, Jr.， 1937.8.15~） 

( 1 )  吳 惠 林 ( 1 99 7 )，第 四 章  理 性 預 期 旋 風 再 起 乎，當 代 財 經

傑 出 經 典 人 物 ， 翰 蘆 圖 書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P.121~130。 

( 2 )  李 善 明 、 周 成 盧 和 趙 崇 齡 ( 199 3 )， 外 國 經 濟 學 家 辭 典 ，

海 天 出 版 社 (中 國 .深 圳 )， P.210~2 11。  

( 3 )  李 成 勳 ( 19 93 )， 中 外 經 濟 學 名 人 大 辭 典 ， 中 國 財 政 經 濟

出 版 社 (中 國 .北 京 )， P. 55 8。  

https://www.wordpedia.com/search/gloss.asp?url=/%20login.asp&id=2ca270413�
https://www.wordpedia.com/search/gloss.asp?url=/%20login.asp&id=2ca27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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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莊 慶 達 和 趙 聚 誠 ( 20 00 )， 經 濟 名 詞 釋 典 ， 華 泰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P. 1 71。  

( 5 )  梁 小 民、雎 國 余、劉 傳 和 楊 云 尤 ( 1 9 9 4 )，經 濟 學 大 辭 典 ，

團 結 出 版 社 (中 國 .北 京 )， P. 523 ~ 52 4。  

( 6 )  梁 小 民、雎 國 余、劉 傳 和 楊 云 尤 ( 1 9 9 4 )，經 濟 學 大 辭 典 ，

團 結 出 版 社 (中 國 .北 京 )， P. 538 ~ 54 1。  

( 7 )  梁 小 民、雎 國 余、劉 傳 和 楊 云 尤 ( 1 9 9 4 )，經 濟 學 大 辭 典 ，

團 結 出 版 社 (中 國 .北 京 )， P. 678 ~ 67 9。  

( 8 )  梁 小 民、雎 國 余、劉 傳 和 楊 云 尤 ( 1 9 9 4 )，經 濟 學 大 辭 典 ，

團 結 出 版 社 (中 國 .北 京 )， P778 ~ 78 2。  

( 9 )  林 華 德 ( 19 89 ) ， 理 性 預 期 理 論 ( t he o r y  o f  r a t i on a l  

e xp e c ta t i on )， 經 濟 學 通 典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P. 11 4。  

( 1 0 )  w ww. n o b e l . s e / e c o no m ic s / l au re a t es / 1 9 95 / i n de x . h t m l。 

 

29. 西蒙.顧志耐(Simon Smith Kuznets,1901-1985) 

(1) R. L. 海爾布魯諾著，蔡伸章 (1991) 譯，第七章賦予資料生命的人國民

所得的先驅―西蒙‧顧志耐「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新潮文庫。 

(2) 高希均和林祖嘉(1997)，知識經濟的分享「經濟學的世界」，天下文化，

P.28~30。 

http://www.nobel.se/economics/laureates/199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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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玉霜(1983)，國民所得之父顧志耐「諾貝爾經濟學獎論文集」，中央

日報。 

(4) 許惠悰(2001)，「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自由電子新聞網。 

(5) 自由廣場，htpp://www.libertytimes.com.tw/2001/new/aug/18/today-01. 

htm  

(6) 孫震(2000)，「建造經濟與科技間的橋樑」中國商銀月刊，P.1~5。 

 

(7) 顧志耐(1966)，第二章 人口與生產的成長，今日世界出版近代經濟的成

長率結構與擴張，台灣銀行印製，P.23~54。 

(8) 顧志耐(1966)，第三章 工業結構的趨向，今日世界出版近代經濟的成長

率結構與擴張，台灣銀行印製，P.55~102。 

(9) 顧志耐(1966)，第四章 生產與所得分配，今日世界出版近代經濟的成長

率結構與擴張，台灣銀行印製，P.103~142。 

(10) 顧志耐(1966)，第八章 落後開發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今日世界出版

近代經濟的成長率結構與擴張，台灣銀行印製，P.256~298。 

(11) 顧志耐(1966)，第九章 近代經濟成長的擴展，今日世界出版近代經濟的

成長率結構與擴張，台灣銀行印製，P.299~316。 

(12)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5)，故中央研究院名譽院士顧志耐教授逝世

百日追思錄，顧志耐教授生平，P.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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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梭羅著，「國民生產毛額之父」顧志耐教授，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編

製，P.67。 

(14) 顧志耐(Simon Smith Kuznets，1901)，俄裔美籍經濟學家 http://knight. 

fcu.edu.tw/~d8754900/q7.html。 

(15) 99 總體經濟學，http://knight.fcu.edu.tw/~d8656163/第二章.htm。 

 

30. 耶逢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 

(1) 林鐘雄（民國六十八年），第十四章 邊際效用學派的誕生，西洋經濟思

想史，三民書局，P.266~276。 

(2) 吳永猛（民國八十三年），第九章 邊際效用學派，經濟思想史，國立空

中大學，P.160~167。 

(3) 胡寄窗（民國八十五年），第十章 邊際主義的創建，西方經濟思想史，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P.217~245。 

(4) 鄭政秉，經濟思想史課程內容，邊際主義 (Marginalism) 11-3，

http://webmail.scu.edu.tw/~chengche/12_hnot/n011.htm。 

(5) Bert Mosselmans，http://home.tvd.be/cr27486/Jevons.html。 

 

  31. 芝加哥經濟學派 

  芝加哥經濟學派是一個柔性的經濟學論述集團，其成員以美國芝加哥

大學經濟系的師生所組成，其學派捍衛的核心價值是經濟學的新古典學派

http://knight.fcu.edu.tw/~d8656163/第二章.htm�
http://webmail.scu.edu.tw/~chengche/12_hnot/n011.htm�
http://home.tvd.be/cr27486/Jev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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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相信市場機制跟自由放任，反對任何形式的干預，反對社會主義

計劃經濟跟凱因斯主義。二十世紀的 1950 年代起因為芝加哥學派採用計量

經濟學的方式企圖證明凱因斯學說的錯謬而一舉成名。一時之間，該學派

成為經濟學界抵抗凱因斯主義的前哨站。但這場爭論延續了很長的時間，

且雙方都認為自己贏得了這場論戰的勝利。 

(1) 學派的形成 

該學派成員談到自己學派歷史時多會從1930年代就聚集在芝加哥大學

的第一代人物(尤其是從法蘭克·奈特)談起，但是在 1950 年代以前，確實是

沒有「芝加哥經濟學派」名稱的產生，該學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中除了奈特

以外並沒有人發表過很受注目的經濟學主張。1946 年米爾頓·弗里德曼重返

母校(即芝加哥大學)任教被視為很關鍵的一年，在短短數年間，其主要是透

過貨幣理論的論述，他為該學派注入了生氣。 

1957 年經濟學家張伯林的著作《邁向一般性的價值理論》中有一個專

章介紹芝加哥學派，這是最早提出該學派名稱的文獻。至 1960 年代，該學

派的存在已普遍被認知，其成員也開始以一個學派自居，然後形成了芝加

哥大學經濟系的高材生畢業後回到母校任教與獻身本學派的傳統，直到

1980 年代之前，它的影響力逐年增加。一般論者都認為芝加哥經濟學派的

興盛與第二代領袖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慧黠、辯才無礙有關。第三代的

芝加哥經濟學派以小羅伯特·盧卡斯與蓋瑞·貝克分別代表了的兩個不同的

研究方向，並且在學術上都獲得了很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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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派成員 

 法蘭克·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該學派的早期人物，後來該

學派的中堅成員多是他的學生。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 年諾貝爾經濟

學獎得主。 

 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11-1991)：198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得主。 

 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 )：199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1926~ )：199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蓋瑞·貝克(Gary Stanley Becker，1930~ )：199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主。 

 小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 Jr.，1937~ )：1995 年諾貝

爾經濟學獎得主。 

 理察·波瑟尼(Richard Posner ,1930~) 

 湯瑪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 ,1939~) 

 

  32. 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 

1871 到 1889 年間，奧地利學派的成員，除了該學派的創始人孟格爾

和他的兩位最著名的門徒維塞爾(Fredrich von Wiser，1851.7.10-1926.7.22)

和龐巴威克(Eugen von Bohm - Bawerk，1851-1914)以外，還有 9 名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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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孟格爾倡導奧地利學派獨特的經濟研究方法，經濟學說有別於古典

學派、社會主義及歷史學派。 

這些影響較小的經濟學家中大部分人的生平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

的經歷同孟格爾、維塞爾和龐巴威克的經歷如此相似，難怪他們有類似的

觀點了。他們每人都寫過一本書，以取得在維也納大學任職編外講師的資

格。下表列出了奧地利學派的 12 名早期成員中的 10 人的主要經歷。其他

兩人是魯道夫·奧斯皮茨和裏查德·李賓，他們沒有進維也納大學，未得法學

博士學位，未任過編外講師或教授。 

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 

(1) 第一代：孟格爾(C. Merger，1840-1921)； 

(2) 第二代：龐巴衛克(E. V. Bohm – Bawerk，1851-1914)； 

(3) 第三代：米塞斯(L. V. Misses，1881-1973)； 

(4) 第四代：海耶克(F. A. Hayek，1899-1992)； 

(5) 第五代：羅斯巴德(M. Rothbard，1926-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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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維也納大學經濟學教師（1871－1889） 

姓名 出生 法學博士 編外講師 副教授 正教授 逝世 

孟格爾 

(Carl Merger) 
1840.2.23 1867 1872-1873 1873-1879 1879-1903 1921.2.26 

維舍 

(Fredrich 

von Wiser) 

1851.7.10 1875 1883-1884 
1884-1889
布拉格 

1889-1903
布拉格

1903-1922
維也納 

1926.7.22 

龐巴威克 

(Eugen von 
Bohm 

Bawerk) 

1851.2.14 1875 1880 
1881-1884
因斯布魯

克 

1884-1889
因斯布魯克

1905-1914
維也納 

1914.8.27 

克魯斯 1856.6.12 1878 1884-1898 1898-1920  1932 

克莫林斯基 1843 1868 1890-1903 1903-1911  1911 

瑪塔佳 1857.7.20 1885 1885-1890  
1890-1892
因斯布魯克 

1933 

邁伊爾 1855.1.8 1877 1884-1891 1891-1901 
1888-1889
弗萊堡 

1914.6.14 

菲力普斯堡 1858.3.15 1882 1884 
1885-1888
弗萊堡 

1893-1917
維也納 

1917.6.4 

薩克斯 1845.2.8 1868 1871 
1879-1880
布拉格 

1880-1893
布拉格 

1927.3.25 

祖克坎德 1856.12.3 1879 1886-1894 
1894-1896
布拉格 

1896-1926
布拉格 

1926.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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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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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輔導教學時間 
一、對象：全校日夜間各學制學生 

二、方式：小班教學、個別教學、問題討論 

三、輔導時間：為使教學更具效率，請事先預約上課時段 

四、預約方式： 

(一) e-mail(劉同學)：kk0955228795@yahoo.com.tw  

(二) 國貿系辦：校內分機 239 或 555 

日期 時間 輔導老師/小老師 地點 

週一 PM 4：30 – 5：30 李育真(國一 B) 綜合大樓 5F 國貿系辦 

週一 PM 6：20 – 7：10 黃惠(夜國一 A) 仁愛樓三樓 B46 

週二 AM 9：20 – 10：10 邱苙凱(二國 1) 仁愛樓四樓 B46 

週三 PM 1：00 -- 3：30 李慕真 綜合大樓 5F 國貿系辦 

週三 PM 3：30 -- 5：30 劉思沛(國三 B) 綜合大樓 5F 國貿系辦 

週三 PM 6：30 -- 9：30 李慕真 綜合大樓 5F 國貿系辦 

週四 AM 11：00 -- 12：30 李慕真 綜合大樓 5F 國貿系辦 

週四 PM 3：30 -- 5：30 劉思沛(國三 B) 綜合大樓 5F 國貿系辦 

＊.備註：若有以上時段外之學習需求，煩請與劉同學(0968-686-142)聯絡。 

 

附件 

http://mail.chihlee.edu.tw/cgi-bin/genMail?m=1789242974&adr=kk0955228795@yaho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