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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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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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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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对象、任务、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明确学习的意义，树
立正确的学 习态度。重点把握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

[ 教学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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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必须具备三个简单要素，即劳动者的劳动、劳动对象和

劳动资料。人是生产中最重要的能动因素。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构成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
    1 . 1. 2 政治经济学的研 究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

    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社会生产方式包括不可分割的两方面: 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

    生产力是生产过程中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它
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力的构成要素: 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

    生产关系的内容。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四环节及四环节之间的关系。生产资
料所有制是生产关 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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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3 研究生产关系必 须联 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物质资料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是对立的统一体。

    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
法律制度和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是对立的
统一体。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
盾，人类社会正是在这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1. 2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1. 2. 1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揭示客观经济规律
    经济规律是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经济规律

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
    1. 2. 2 经济规律体 系与基本经济规律

    经济规律可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规律体系是指由多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的经济规律有机结合所形成的系统。

    基本经济规律是在一个社会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规律。
    1. 3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1 . 3. 1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有很强的阶级性，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决定的。
    在阶级社会中，经济利益关系表现为阶级关系。
    在经济学说史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建立了为自己阶

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
    1. 3.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 中创立和
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根据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的基本特征及运动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一门具有阶级性的科学，它是代表无产阶级利

益，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做到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由无产阶

级的本性决定的。

    1.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1. 4 . 1 马克J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研究方法

    唯物辩证法; 科学的抽象法; 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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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有助于人们树立起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有助于人们正确制定和执行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其它经济学分支学科
的研究和应用水平。



第二章 商品和货币

[ 教学目的与要求J

    通过本章学习，应当理解和掌握商品、货币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运
动规律，重点理解商品价值的实体及实质; 价值量的决定及变化; 价值形式的
发展和货币的本质及职能; 价值规律的内容与客观要求。进而全面把握马克思
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为学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奠定理论基础。

【教学要点〕

    2 . 1 商品

    2. 1. 1 商品经济及其产生的条件
    商品经济是直接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它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

换。

    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
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阶段。

    2. 1.2 商品的两因素: 使用价值和价值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或出卖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体

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指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

的自然属性，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商品的使用价
值是社会的使用价值，是要满足别人的需要，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价值。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
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交换价值决定的基础是价值，而不是效用、供求。价值
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体现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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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互相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价值是交接价值的基础或内容，交换价值是
价值的表现形式。

    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统一性和对立性的具体表现。
    2 . 1. 3 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 :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商品的两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
    具体劳动是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由劳动的目的、对象、工具、

方法、结果决定。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条
件，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抽象劳动是撇开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
价值，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劳动的社会属性，是商品经济特有
的范畴。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两重属性，但不是两种劳动或两
次劳动，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都是不可分的，它
们是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

    劳动二重性原理是马克思的重大贡献，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首先，
劳动二重性理论为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劳动二
重性理论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再次，劳动二重性理论，还为其它
一系列理论提供 了理论基础。

    2 . 1. 4 商品的价值量

    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但不是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
时间决定，而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
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
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同类商品的生产者之
间竞争自发形成的，对商品生产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商品价值量的比较以简单劳动为尺度，复杂劳动是自乘或倍加的简单劳
动，其折合比例是长期交换中自发形成的。

    商品价值量的变化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生产某种
产品的效率或能力。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同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成正
比。

    2. 1. 5 简单商品经济 的基本矛盾: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私人劳动是指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私人性质，商品生产者为实现私人利益
而自己进行的劳动。社会劳动是指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具有社会性质，在社会分
工体系下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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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交换能够成功，就表明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为社会所需要，他的私人劳
动也就转化为社会劳动。但劳动的私人性质却使生产的商品往往不能与社会需
要相一致，私人劳动也就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这就产生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
动之间的矛盾。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
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各种内在矛盾的根源; 私人劳动和社
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私有制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私人劳动和社
会劳动的矛盾决定商品生产者的命运。

    2 . 2 货币

    2. 2. 1 商品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起源
    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产生。价值形式的发展是与商品交换的发展历史

进程一致的，它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表现为简单价值形式、扩大价值形式、
一般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等四种价值形式。

    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对立统一关系。相
对价值形式的质和量。等价形式及其特点。简单价值形式的局限性。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的局限性。
    一般价值形式。价值形式发展产生质的飞跃。一般价值形式的局限性。
    货币形式。货币的产生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货币的产生表明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矛盾发展为商品和货币的外部对
立。货币的产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加深了商品经济的矛盾。

    2 . 2. 2 货 币的本质和职能

    货币的本质。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体现着商品经济
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货币的本质通过货币的职能表现出来。货币的职能就是指货币在社会经济
生活中的作用。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还相继产生了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等职能。

    价值尺度。商品的价格。价格变化的因素。价格标准。

    流通手段。货币流通。货币流通规律的内容和表示公式。铸币和纸币。通
货膨胀。

    贮藏手段。货币执行贮藏手段职能的要求和作用。
    支付手段。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公式发生变

化。
    世界货 币。货币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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