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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序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即将跨入一个崭新的世纪，在这
世纪之交，我们不禁苦苦思索：本世纪经济学有些什么特征？新世纪经济学将
有或者应该有一条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新世纪经济学新在何处？新世纪中国的
经济学发展情况如何？

    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教育部决定在 1999 年实行新的本科专业 目录，经
济学教育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如何面向21 世纪设置一个较为科学、
合理的经济学专业课程结构以及如何加强经济学专业教材体系的建设问题。

    带着上述思考，面对这一课题，我们江西财经大学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的
教授们集多年研究之成果，聚集体研究之智慧，组织编写这套丛书，谨以此作
为我们献给21世纪的一份带有探索性的学术答卷。正因为如此，我们将这套
丛书取名为 （“新世纪”经济学文库》，祈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对繁荣我国经济学
科建设、培养跨世纪的经济学人才有所裨益。

                                                              王秋石
                                                            199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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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是我们认识和
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怒武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大批熟悉马克思主义理
论、掌握现代化经济建设规律的学者和领导者，也需要大量懂得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能在经济建设实践中自觉地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建设者。政
治经济学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
学，是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

    这本教材是为大学本、专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基拙理论而编写的。由于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做 了最来统、最深刻的科学分析，列宁在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的经济
特征做了清晰的描绘，因而，在内容和体系上，本书主要依据以上经典著作，
力图忠实地展现马克思和列宁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并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特征
的新变化做 了介绍。

    在编写的体例土，我们进行了一些探索，一是在边框中把重要定义和主要
观点一一列出，使学生一 目了然，边框中的 D 是 Definition （定义）的缩写，C

是 Conclusion （归纳）的缩写；二是每章都有小结，使学生容易掌握重．点；三
是每章都有练习题，便于学生复习；四是每章都增加 了阅读窗，可以帮助学生
巩固和拓展有关知识。当然，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一定有许多不妥之处，甚
至错误，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和指教。

    本书由戴达远拟出写作大纲并撰写各章内容。初稿写出后，陶永立教授对
全书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王;3I 远教授对本书的写作十
分关心，给予了非常有益的帮助；从事经济学教学多年的谢望礼教授、李新建
教授、江建强副教授、康静萍副教授、彭武汉副教授、熊慎教副教授、龚立新

副教授以及彭新万老师等，都对本书的完善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在此，对他们
表示感谢。在吸 收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最后由戴达远 总幕、修改、定
稿。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借鉴 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除参考书 目已列

出的以外，还有许多没有指明，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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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秋石教授对本书的编写昨常支持，并给予了
许 多帮助和指导，谨致以谢意！

                                                              作 者
                                                        2002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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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导 论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曾经说
过：“无产阶级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①列
宁对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做了高度评
价，认为 “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
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②学 习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弄清楚它是
一门什么样的科学。本章将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对象、任务、性质以及学 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可以了解以下内容 ：
    ▲物质资料生产的含义及其三个基本要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对象及 目的；

    ▲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及其特点；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1. 1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 1. 1 物质 资料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经济问题需要用经济理论来解释，并需要经
济学提供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法。比如，物价问题、产品质量间
题、工资问题、就业问题、交通问题、货币发行问题、对外贸易问
题，等等，千头万绪。那么，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呢？
物质资料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面前的

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③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们运用劳动资料加工劳动对象，使劳动对象

发生预定的变化，使之能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需要的活动。它是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 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16 页 。
    ②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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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取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社会经济活动。 回 物质资

农民种植粮食·棉花和蔬菜；工人采P'", 纺纱·织布·炼铁·炼豁1霄霎},ffIERm17it
钢，等等，都是物质资料生产活动。 资料加工劳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首先，人类生存寡蒙霖篆笙
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只有通过物质资料生产才能 生预定的变

获得。任何社会都不能停止生产，否则，这个社会就不能继续存在续是  W zh!Afi7辈
下去。其次，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从事其它各种社会活动的先决 产和生活需

        － 一‘－ 一 ＿．＿‘＿ ＿＿＿＿＿ ＿ ＿＿＿ ＿ 一 ＿ 要的活动。
条件。人类社会要不断发展，必须进行文化、教育、科学、政治等
各种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不仅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人们提
供生活资料，而且为各种社会活动的进行提供物质条件。可见，作
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
实践活动，从而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如果撇开它的社会形式，就是生产产品 回物质资
的劳动过程。任何社会的劳动过程都必须具备三个简单要素，即劳 羚卯毖蒙鬓
动者的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量丢个呵兽

                                                                                    要素， 即 劳
    劳动者的劳动或者说人的劳动，即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有目的 动者的劳

的活动·劳动是人类特有的，是人与其它动物根本区别之所在。马鬓和 17- it X4* *itR
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 料·
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这就
是说，劳动就是具有一定劳动技能和能力的劳动者通过劳动力 （包
括体力和脑力）的支出，来改造客观自然物质，使其成为适合人类
某种需要的物质产品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者的劳动是生产的最基
本的要素，任何先进的生产工具，如果没有劳动者去操作，只能是
一堆废物。

    劳动对象，是指人们把 自己的劳动加于其上的一切东西，也就
是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对象有两类：一类是天然存在的，即自然
界原来就有的，如未开垦的土地、原始森林、地下矿藏等；另一类
是经过人的劳动加工过的，如棉花、砖瓦、钢材等，这类劳动对象
通常称之为原料。无论哪种劳动对象，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对象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

    劳动资料，或称劳动手段，是指人们用来影响或改变劳动对象
的一切物质资料，是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之间的传导物。劳动资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1- 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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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工具，此外还包括各种容器，如导管、桶、罐、
瓶等，以及厂房、仓库、运输工具、道路等。在生产过程中，劳动
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总是不断改进的，新的劳动资料代替旧的劳动
资料。在当代，这一过程显著地加快了，今天人们在生产中所使用
的劳动资料，如自动化的机器设备等，比起以往任何社会，都大为
进步 了。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称为生产资料，它是物质资料生产
的物质条件；人的劳动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观条件。人们总是借助
于生产资料，通过 自己的劳动生产出劳动产品。任何劳动产品都是
劳动过程中三个基本要素相互结合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任何社会的劳动过程都必须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否则根本不可
能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三个基本
要素的基础上，会逐渐加入某些新的要素。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
劳动过程中，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济信息等已经进入劳动过程
并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生产力越是发展，这些要素的作用就越加
重要。

    1. 1. 2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来
    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两个方面的关系：一

方面人们要同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即表现为生产力；另一方面
是人们相互之间要发生一定的关系，即表现为生产关系。任何社会
的生产都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
容，而生产关系则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结
合和统一，构成社会生产方式。

    所谓生产力，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 回 生产力
能力，它反映生产中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翼梦交

    生产力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邓小平认为：“生产力的基 们征服自
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①人的因素是指有一定生产经验、笠, ?t妙'T ' K-1 }jl 1}C --L- ) 夕、‘！，”曰／J 叨 ZJ 。 尹、目J 目 尔 ～ J口 曰 Ĝ J --. /   }y 7=1 、 然 的 能 力，

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的劳动者。在生产力中，人的因素起着最根本 它反映生产
， ，。， ＿ 、，一 ＿，二 。 ．，＿ ， 、＿，：＿ 。一 ＿ ， ，＿ ， 、＿，一 ， ，＿ 中人 与 自然的作用。因为劳动者是生产的主体，是首要的生产力，在生产力中 鼻访;}4 o
起主导作用。离开了劳动者的劳动，所有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 生产左包括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一＿ ＿．＿－ ． 一＿－．一 ” 人的因素和
是一堆死的东西。生产工具，是由劳动者制造、加工出来的，还要 物的因景o
由劳动者进行操作才得以发挥作用；对劳动对象的认识和加工的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页。



    4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体也是人。生产什么产品、使用什么工具、生产多少、何时何地生
产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由人事先规划好的。这是人的劳动同动物活动
的根本 区别。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劳动能力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要
素。所以，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根本的力量。

    生产力中物的因素是生产资料。在生产资料中，劳动资料，尤
其是其中的生产工具，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着特殊的作用，因为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开始的，先进的生产工具能
够减轻人的劳动强度，节约劳动时间。生产工具还是衡量社会生产
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的最主要的标志。劳动对象的数量和质量
是决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数量充足、质量高、性能优异的原料和
材料，．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条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 日益增大。 回科学技术
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①科学技术如此 早芳二三生犷二      一 二－一－，一，J，曰一 · ·一 。 11 1- － 一 ， “ 口 ” ‘ ～ ” ，’一 力的原 因是：

重要的原因是：①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劳动者掌握了现代 自然科 ①科学技术

学·社会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能够更加熟悉和掌握生产过程的规霎拿磊纂
律，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丰富生产经验，设计和制造出更先进的机 术水平不断
rt 。、。、 ，，＿ ： ：。＿，，、。＿、＿ 二 ＿，二 ，一。，，＿＿，、。二 ，＿．、。 ，，，＿r ， ，＿＿ 提 高， 生 产
器设备，从而大大地增强了劳动者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提高 165猛 }Fl盗半
了生产的效率。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工具的质量不断改进。 富；②科学

特别是现代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女口公技术、生物工程、激光技霍尘瞥 ,
术·集成电路·自动化技术等等的推广与应用，促使生产工具发生霎霆异雷黔
了巨大的变革。③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劳动对象质量的提高，并 学技术的发

能促进劳动对象数量和品种的增长。④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会引起季}f鬓l}蓄
生产过程的其它方面，如生产管理、工艺流程等发生变化。总之， 的提高；④
，，、、，。，＿．、二、一 、．、一 、一，＿， ，、六、，一 二 ＿， ， 一 ＿，、、、l’ ＿＿一 ＿，＿，、 科学 技 术 的
科学技术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渗透到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差晨厂这县

之电“’起-.1门素质的变化，从而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瞿豁鬓
    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但生产力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 面，一如生产

究对象。 管理、工艺
                                                                                    流程 等发 生

    人们在和自然界作斗争时，从来不是单个人孤立地进行的，而 变化。
总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来进行。因此，任何生产都是社会生产。 回社会生产

在社会生产电人‘门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就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生产)}霆馨鑫Aif7Ai11w}f
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 料生产过程

之间的关系，也称经济关系。 霉3tI 鸿A-iAzrIfy1— 关 系，也 称
                                                                                    经济关系。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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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生产总过程，包括生产 （直接生产过程）、分配、交换、
消费四个相互联系的环节；生产关系，包括人们在社会生产、分
配、交换和消费诸领域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作为社会生产总过程内部的四个环
节，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其中，生产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这种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生产的社会性质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性质。生
产的社会性质集中体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上。生产资料所有
制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与生产资料相联系的经济
关系的总和，包括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等诸
方面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它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所有制性质决
定了分配方式，如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产品必须按劳分配，资本
主义私有制决定了产品必须按资本分配。所有制又决定了产品的交
换方式，比如，与小私有制相适应的是小商品经济的狭小市场，与
资本主义私有制相适应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市场；与传统的
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是产品的计划分配，与多元化的社会
主义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还决定消费
方式，如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消费是从属于剩余价值
生产的，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的直接 目的就是不断提 ．
高人们的消费水平。各种社会制度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取决于该社
会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

    第二，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对象。只有生产出了物
质资料产品，才有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对象。

    第三，生产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的
数量、水平和结构。因为分配、交换和消费所能达到的水平、规模
以及品种结构，都是由生产提供的。

    分配、交换和消费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们对生产也起着反作
用。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分配方式，能
够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的
发展。交换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随着交换的发展，特别是在商
品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换的扩大，能够有力地推动生产的发展；反之
则会使生产的发展遇到困难。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生产过
程中生产 出来的产品，只有通过消费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要，使产

品的功能得到实现，生产方能继续进行。而且，消费需求的增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