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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十年心血铸就辉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在马

克思的重要著作 《资本论》 中， 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

义经济学的理论和英国历年的经济统计资料， 对资本

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无产阶级的 “全

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历史

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创立了阐明人

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 分配、

交换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

成部分之一， 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只有到了阶

级已经完全消灭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它才可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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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

值理论， 认为劳动的付出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 剩余

价值被没有付出劳动的 “资本” 所剥削。 生产资料的

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

机， 解决的办法只有实行计划经济。 历史上没有一个

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贴万应灵药， 人类对经济规律的

理解还只是处于一种大致定性的状态， 马克思发现了

经济规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

大的贡献。

（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恩格斯说：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 正

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

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 并从而走向社会

主义。”

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的是法国重商主义者蒙

克莱田， 在他的著作 《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

学》 中首次提到。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

学， 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而逐渐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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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在19世纪中叶，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

阶级政治经济学， 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也是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形成的。 古典

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

后发展的基础， 因此， 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

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1．古典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在古典经

济学基础上完成的，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确立

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

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 是通过萨伊等人阐

述的。 萨伊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在法国的阐释者。 由

于 《国富论》 是经济学专著， 不适合于教学， 萨伊将

其改编成教科书， 于1803年出版。 书名为 《政治经

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 分配和消费》， 全书由生

产、 分配、 消费三篇构成， 即 “三分法”。 此后， 李

一、四十年心血铸就辉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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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对象分为生产、 分配、 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 即 “四

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两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人与

自然的关系， 二是人与人的关系。 前者表现为经济行

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

问题； 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

制度问题。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 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

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 即资源配置研究

与制度分析的结合与统一。 或者说， 古典经济学研究

的资源配置， 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

行的； 或者说， 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是由其

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 19世纪中叶， 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

出来， 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 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

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

争公开化。 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 没有明确的目标和

方向。 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 为无产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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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方向， 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 揭露资

本主义基本矛盾， 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 发

展及灭亡的规律。 适应这种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

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 《资本

论》 第一卷序言中提到： “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

系。” 在 《反杜林论》 中， 恩格斯认为： “政治经济

学， 从最广的意义上说， 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

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 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

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

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这二者的结合叫作生

产方式。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的上述论述中， 我们知道，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

但强调生产关系， 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恩

格斯说： “政治经济学是 ‘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

行生产关系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

成的科学’”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189

页）， 因此， 政治经济学绝不是研究生产本身， 而是

研究人们的生产关系， 即关于生产、 分配、 交换、 消

一、四十年心血铸就辉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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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社会关系。 恩格斯的定义虽然没有提到消费， 但

是我们都知道， 有消费才需要生产， 所以消费是生产

关系的一个环节。

（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 这三部分在逻

辑上是一致的， 在思想上是连贯的， 它们共同构成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

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 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无

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 因此， 研究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征必须联系马克思主义哲

学来研究。

1．阶级性。 众所周知，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

说， 它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 精神对物质的关系

问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从来都掩饰自己的阶级

性，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它产生之日起， 就公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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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并为无产阶级和广大

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的， 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

争和社会建设的工具。 马克思说： “哲学把无产阶级

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 同样地， 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

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从

这一哲学角度出发， 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为资本主义

的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 生产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

的物质利益关系， 因此， 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必然涉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 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 代表无产

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 通过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以及在此基础上创立的剩余价值论， 深刻地揭示了无

产阶级受剥削的秘密， 揭示了资产阶级财富的源泉，

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必然导致社会主

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从而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

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前进的方向。 事实上， 政

治经济学历来都是有阶级性的。

15世纪到17世纪， 广泛流行于西欧各国的重商

主义学说， 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

级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 18世纪下半叶， 主

要产生于法国和英国的重农学派是代表农业生产者和

一、四十年心血铸就辉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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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者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 17世纪中期到19

世纪初期， 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 法国等得

到最大发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代表新兴工业资产阶

级利益的经济理论； 自19世纪30年代后， 在资产阶

级政治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

济学更是公开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辩护、 千方百计美

化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理论体系。

2．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哲学理论不

仅不懂得实践尤其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意义， 而且不能

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相反是以理论与实践相脱离

为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第一次把实践引入哲

学， 并全面地、 科学地论证了实践， 把实践当作历史

唯物主义和认识论首要的、 基本的观点， 强调实践是

理论的基础， 理论反过来为实践服务， 强调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强调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是实践

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正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思想的成功运用。 马克思在创立政治经济学的

过程中， “一方面阅读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政治经

济学著作， 查阅了大量的有关经济史料、 重要文献、

调查报告和政府文件等”， 另一方面， 马克思还积极

投身工人运动， 获得了大量的、 全面的、 真实的第一

手资料， 然后选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英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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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作为解剖和阐述的例证， 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他从资本主义社会最小的经

济细胞———商品开始解剖， 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的特点， 发现了价值创造的源泉， 发现了资本家剥削

的秘密， 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为资本家生产

财富的同时也生产出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

也即发现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规律。 因此， 很显然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实践， 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的

主体———无产阶级， 为自己赢得解放而进行实践斗

争。 此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实践性还体现

在它的许多理论都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研究有显著的指

导作用。 比如： 商品货币理论、 资本积累理论、 资本

有机构成理论、 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 社会再生产理

论、 信用经济理论、 虚拟经济理论、 经济周期理

论等。

3．科学性。 以往的哲学， 产生于科学发展比较

低级的阶段。 因此， 哲学家们在说明世界时， 常常借

助于逻辑推理和主观臆测来描绘世界全貌和整体联

系。 尽管有些哲学家提出了一些天才的预测和有价值

的思想， 但总的来说都不能科学地揭示世界发展的规

律， 并不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

于科学水平较高的阶段， 特别是细胞学说、 能量守恒

一、四十年心血铸就辉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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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化的原理、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其自然科学新成

果，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深刻地揭示自然唯物辩证

的性质提供了前提。 此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

己理论的过程中， 还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思想史上一切

优秀成果， 特别是批判地吸收了19世纪德国古典哲

学的代表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 “合理内核”， 抛弃

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 批判地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

义的 “基本内核”， 抛弃了他的机械论和历史唯心主

义， 使哲学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科学的性质。 它的科学

性就在于， 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运

动、 变化、 发展的规律， 正确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

变化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 通

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社

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发展趋势。 此外， 马克思还通过对

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研究， 揭示了许多资本主义经

济运动的规律。 比如， 价值规律、 供求规律、 竞争规

律、 货币的流通规律、 剩余价值规律、 资本积累的一

般规律、 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等。 这些经济规律对

今天的市场经济主体都有明显的指导作用。 因而， 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科学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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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资本论》 的意义

1．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

著作

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时说：

“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及其后果， 但是， 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 因而

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 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

坏东西抛弃掉。 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

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

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 它是怎样产生的。 但是问题在

于： 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

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 从而说明它灭亡的

必然性， 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一直还隐蔽着的

内在性质。 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

这表明， 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 实现向共产主义

的转变， 不能单纯依靠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和阶

级压迫的日益加深； 也不能靠揭示它如何不公平、 不

一、四十年心血铸就辉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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