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师参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师参考书>>

13位ISBN编号：9787040246896

10位ISBN编号：7040246899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逄锦聚

页数：26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师参考>>

内容概要

本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8年修订版）的配
套用书。
本书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并紧紧依托教材，在认真研究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规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
本书仍按教材的编写章节来进行设计，每章包括教学目的、内容概述、教学重点、讲授建议、背景资
料、经典论述摘编、问题解析七部分内容。
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关注教学需要，注重时代性和现实针对性，为教师充分理解和把握教材内
容提供帮助，为教师备课和教学提供有启发性的教学思路。
全书对教材内容起到了拓展、深化和补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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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逄锦聚，1947年生，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胶南人，青年时代曾做过农民、工人和乡村教
师。
　　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担任“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首席专家，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副组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评审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教学评
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天津
市科学学研究会理事长，《南开学报》主编，日本早稻田大学客员教授等职。
　　1984 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1988年晋升为副教授，1991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开
始指导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
济运行及调控、经济波动等方面有研究。
多年来，指导博士研究生30余名，承担并完成国家、教育部、天津市科研课题10余项，出版著作 20余
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其中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获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参与主持的《独立办学 
紧密合作创新办学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获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社会主义经济
学通论》（合作）获第四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专著《经
济波动与经济调整》获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为博士生讲授课程有：《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经典著作选读》；目前正在研
究的课题有：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创新研究”，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重大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合作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科
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编写（首席专家召集人）　　承担科研课题：　　1、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项目：中外宏观调控比较研究　　2、原国家教委“九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
基金项目：对外开放、通货膨胀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3、天津市“九五”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中外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比较研究　　4、教育部中欧高等教育合作研究项目：中欧就业问
题比较研究　　5、企业项目：中远集团发展战略研究　　6、国家新闻出版署“九五”重点项目：奠
基－中国经济五十年　　7、天津市政府、 国家科技部项目：天津现代物流研究　　8、教育部项目：
综合型高等学校内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9、全国高校教学研究会项目：关于大学课
程与人才成长问题的研究　　10、“十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继承
与发展　　11、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面向21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12、商务部委托课
题 ： 天津地区电子通讯产品加工贸易研究　　1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教材编写（合作项目）　　14、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理
论创新研究　　1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编写（首席专
家召集人）　　主要获奖情况：　　1、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获2005年第五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一
等奖，天津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2、参与主持的《独立办学 紧密合作 创新办学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获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天津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3、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
专著合作），获2001年第四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第六届优秀成果一等奖�　
　4、经济波动与经济调整（专著），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第一届优秀成果二等奖　　5、社会主
义经济学新论（专著合作），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第二届优秀成果三等奖　　6、“九五”国民
经济宏观运行的典型与非典型特征(论文), 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第三届优秀成果三等奖　　7、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参编)，获国家级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8、“抓实教育思想转变和教学改革成果的
转化制定面向21世纪的新型教学计划”获天津市1999——2004年高等教育研究优秀论文特别奖　　主
要著作：　　1、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参编），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版　　2、社会主义经济
理论与体制改革研究（参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中国计划体制改革探讨（合著），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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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货币与通货膨胀，中国物价版社1991版　　6、我国当前社会问题透视及治理方略（合著），天
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经济波动与经济调整，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经济和谐论（
合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9、政治经济学(参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10、社会
主义经济学新论（宏观部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中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国物资出
版社1995年版　　12、韩国的宏观调控，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13、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
副主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99年版　　14、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宏观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0年版　　15、宏观调控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6、跨世纪宏观难题研究，天津人
民出版社2000年版　　17、大学校长与企业家世纪的对话（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8
、政治经济学（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材主编之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2003年9月第二版
　　19、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研究（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20、中国宏观经济
分析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21、知识经济发展与政治经济学创新 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3年7月版　　22、政治经济学热点难点争鸣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版　　23、政治经济学电
子课件 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2004年8月版　　24、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 与洪银兴、林
岗、刘伟、黄泰岩等教授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12月出版。
　　25、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　　26、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
承与创新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　　27、大学教育教学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　　发表主要
论文：　　基本理论　　1、学习《资本论》中关于经济效益的思想（合作），《经济研究》1983.7　
　2、投资方向 比例结构 经济效益，《资本论》研究论文集 1983.3　　3、评孙冶方讲求经济效益的思
想，《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4.1　　4、评熊映梧《生产力经济概论》，《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
》1984.4　　5、价值实现与价值决定，《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4.3　　6、计划经济 商品经济 有计
划的商品，《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5.3　　7、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及其调节机制，《价格理论与实
践》1987.1　　8、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经济体制改革，《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7.1　　9、续论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财经问题研究》1987.2　　10、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的
关系，《南开经济研究》1988.1　　11、评《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管理体制研究》，《人民日报
》1988.1.4　　12、论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商品性质和宏观间接管理　《南开学报》1989.1　　13、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2.6　　14、关于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与分配理论
的一些思考，《南开经济研究》2001.5　　15、为什么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光明日
报》2001.11.2　　16、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存在剥削和剥削阶级的认识，《南开学报》2002.1　
　17、经济改革与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中青年经济论坛》1985.3　　18、面向改革实践 探索经济理
论，收入《改革时代的探索》1985年版　　19、论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光明日报》经济专
论2002.8.27　　20、加强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人民日报》2003年7月11日　　21、专访：科
学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若干热点理论问题（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5期　　22、专
访：科学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若干热点理论问题（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23、论劳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南开学报》2004年5期　　24、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现状
和发展趋势，《人民日报》2005年5月13日　　经济改革　　1、坚定不移地改革 扎扎实实地前进，《
中青年经济论坛》1985.2　　2、必须深化对改革目的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2.7　　3、按
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价格理论与实践》1992.12　　4、关键是发展
经济增强国力――访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副校长逄锦聚教授， 《中国教育报》1998.5.19　　5、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天津日报》1997.2.18　　6、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理
论.改革.发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领导意识创新是关键――南开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逄锦聚访谈录，《天津日报》1998.12.5　　8、价值规律与计划体制改革，《南开经济研究》1985.1　
　9、关于指导性计划的几个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5.3　　10、间接控制中的计划管理，《
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6.4　　11、论我国现阶段的股份经济，《南开经济研究》1986.2　　12、论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 形式及改革，《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7.3　　13、论国家所有制改革的原
则和基本思路，《南开经济研究》1987.3，《新华文摘》1987.9　　14、努力开创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局
面，《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999.11　　15、产权明晰必须明确的三大问题，《上海经济报》1999.11.3
　　16、对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南开经济研究》1999.5　　17、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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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问题，《南开学报》1998.1　　18、组织和管理现代化工业生产的好形式，《经济理论与经济管
理》1985.1　　19、微观经济自我约束论，《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6.3　　20、关于股份制问题讨
论述评，《经济学文摘》1987.7　　21、转变政府职能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学术信息
》1993.2.20　　22、《政府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评介，《人民日报》1996.4.25.　　23、京津经济一
体化研究，《南开学报》2002.4　　24、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南开经济研究1993.3，《南
开经济研究》1993.4　　25、辉煌的成就宝贵的经验 ――新中国经济五十年的回顾与展望，《南开学
报》1999.6　　26、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南开学报》2004年1期　　宏观经济　　1、论我国通货
膨胀的危害、成因及治理，《南开经济研究》1989.１　　2、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及治理措施，
《南开学报》1995.2　　3、总量失衡和通货膨胀的威胁依然存在，《价格理论与实践》1990.２　　4
、Inflation in China 《CHINA MAIL》1990.10——11.　　5、论结构性紧缩，《天津社会科学》1989.2　
　6、治理整顿面临的困境和摆脱困境的方略，载《回顾.探索.选择》四川人民版1990年　　7、不同体
制下经济调整的比较及启示，《南开经济研究》1991.10　　8、我国超常经济波动的原因及治理措施
，《经济学家》1991.5　　9、论我国经济波动的特征－－兼对一种理论观点的评论，《中国人民大学
学报》1992.1　　10、我国经济波动的实证分析，《天津社会科学》1992.1　　11、坚持国民经济快速
增长与稳定协调发展，《南开经济研究》1992.4　　12、论宏观控制，《山东计划经济》1985.6　　1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宏观控制的几个问题，《南开经济研究》1987.5　　14、我国宏观调控机制改革
的思考，《经济纵横》1989.8　　15、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模式比较及启示，《价格理论与实
践》1993.10　　16、分税制好处所在，《香港经济导报》1993.48　　17、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天
津日报》1995.10.31　　18、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人民日报》1995.11.28 ��　
　19、宏观经济调控与法制建设，《南开经济研究》1994.4　　20、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若干问
题，《南开经济研究》1994.6　　21、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基本理论与实践》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4月版　　22、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前景展望，1995.6.1赴
东京参加中日学者中国市场经济与企业改革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23、紧缩不宜放松　方略尚需改
善——-论1995年宏观政策取向，《开放导报》1995.2　　24、“八五”中后期宏观政策评析与“九五
”宏观政策展望，《南开经济研究》1996.1　　25、“九五”宏观政策适度从紧为宜，《香港经济导
报》1996.13　　26、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的新阶段，《南开经济研究》1997.1　　27、对中国经济
和宏观调控能力的严峻科研，《南开经济研究》1998.1　　28、中国经济运行的热点问题――南开大
学副校长经济学博导逄锦聚访谈，《香港经济导报》1998.9.17　　29、1999年经济发展预测及政策建
议，《香港商报》1999.12.5　　30、关于需求不足的认识――1999年经济形势评析与2000年经济走势展
望，《南开经济研究》1999.6　　31、中国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分析判断（合作），《南开经济研究
》2000.4　　32、“九五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的典型与非典型特征，《南开经济研究》2000.6　　33
、The Future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Model ，Journal of Asian-Pacific Studies No.2　　34、要着力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南开经济研究2002.11　　35、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扩
大有效需求的战略性措施，《天津社会科学》2002.4　　36、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光明
日报》经济专论2002.12.31　　37、中国的问题依然是经济发展，《香港文汇报》2002.7.11　　38、加
入WTO后的中国经济，《经济学家》2003.1　　39、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决定因素和基本趋势，《
南开经济研究》2003.1期　　40、 世界经济长波与中国经济增长，《载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南开大
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41、论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及基本趋势，《南开经济研究》2003
年1期　　42、[日]青山学院演讲后就中国经济问题答日本学者问，《青山经济论集》第54卷第4号　
　43、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分析，《香港大公报》2003年3月12日　　44、发展金融市场与实现战略目
标，《南开学报》 2003年第4期　　45、新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选择，《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1期　
　46、理性驾驭新经济波动，《天津日报》2004年7月28日　　47、妥善处理宏观经济中两难问题，全
文发表在《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1期， 缩写稿见《光明日报》2005年1月25日及《新华文摘》2005年
第11期转载　　48、让京津成为名副其实的“龙头”，《经济日报》2005 年 5 月 30日　　研究报告：
　　1、天津市现代物流发展纲要研究，课题组负责人， 2001年4月29 日通过专家组鉴定，当年6月2日
李岚清副总理在南开视察，称赞“很有意义，要推向全国”，产生重大效益，被天津市采纳，　　2
、关于制定并实施京津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建议，课题组负责人2001年8月完成，11月报教育部并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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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
　　3、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研究报告，2002年4月报国家教育部并报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4、应科学认识我国现阶段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2002.1.1第1期　　5 关于天
津市2003——2010年投资需求的预测及发展金融市场加大投资力度的建议 报天津市政府　　教育教学
主要文章及讲话　　1、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简政放权，《开发导报》1985.3.29　　2、市场经济发
展与高校改革深化，《高校领导参考》1993.19　　3、美国经济管理教育考察报告，《国际学术动态
》2002.9.5　　4、关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工作的思考，《中国高教研究
》1995.5　　5、关于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加强教学和教学管理的措施，《南开教育论丛》1996.2　　6
、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两为”的宗旨，《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教学》1997.5　　7、更新教育观
念有步骤地进行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国家教委高教司编《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
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经验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8、坚持“三个面向” 更新教育观念 
深化教学改革，《百年大计纵横谈》，东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9、关于南开大学学科建设“九五
”规划的报告，《南开教育论丛》1998.1　　10、以邓小平教育思想为指导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
量，《南开教育论丛》1998.2　　11、妥善处理几个关系，把学校体育工作提高到更高水平，1998年在
南开大学体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2、以本科教学优秀学校建设与评价为契机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
学质量，教育部编《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3、抓实教育思想转变和教学改革成果的转化、制定面向21世纪的新型教学计划，中国大学教
学1999.5　　14、关于高等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若干思考，99.7.19在天津市关于素质教育研讨会上
的演讲　　15、改革、创新是经济学发展的灵魂，《中华儿女》1999.8　　16、大学要紧紧抓住教学和
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不放－－逄锦聚副校长访谈录，南开教育论丛1999.3　　17、高校改革潜力巨大
，《中国改革报》1999.6.11　　18、陈序经先生与南开大学，《陈序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1999.12
　　19、大学创新与教育体制改革，与《江苏教育报》记者的谈话1999.12.9　　20、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南开教育论丛》2000.1　　21、“三位一体”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模式
，1999年南京国际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论文，研究动态1999.12（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等理工科教育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工作指导组主办）收入《21世纪高等教育的理念和质量》，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1年版。
　　22、Reform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for 21 Century ，在日本一桥大学125周年校庆国际教育论坛
上的演讲　　23、调整学科结构 提高学科水平————关于“十五”学科建设的思考，在2001年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4、发扬创新精神 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在2002年教学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2002.12.6　　25、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做贡献，《中国教育报》2002.6.12　　26
、努力创新 多出精品 把文科科研提高到更高水平——在南开大学科技创新及文科科研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2002.12.21　　27、发扬创新精神 深化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在南开大学全校2002年教学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2002.12.6　　28、在北京经贸大学本科教学评估结束反馈会上的讲话，2003年11月　　29
、对高等学校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若干问题的认识，《中国大学教学》2004.8期　
　30、努力造就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中国高等教育》2004年9期　　31、论教学中的五个关
系——在国际商学院教学工作会上的讲话，2004年11月　　32、在湖北大学本科教学评估结束反馈会
上的讲话，2004年11月　　33、关于财经类院校改革的几个问题——在财经类院校长论坛上的演讲，
2004年11月19日　　34、努力建设中国经济学——在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演讲，2004年12月12日
　　35、与大学生谈做人、做事、做学问——在潍坊学院的演讲，2004年12月28日　　36、造就一支
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求是》2005年第4期　　37、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新途径探索，《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3期，收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学习辅导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2005年新作　
　著作：　　1、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2、马克思劳
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创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　　3、大学教育教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8
月　　论文：　　4、妥善处理宏观经济中两难问题，全文发表在《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1期，缩写
稿见《光明日报》2005年1月25日及《新华文摘》2005年第11期转载　　5、造就一支高水平的哲学社
会科学队伍 ，《求是》2005 年第 4 期　　6、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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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探索，全文发表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3期，收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学习辅导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7、政治经济学
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人民日报》2005年5月13日　　8、让京津成为名副其实的“龙头”，《经
济日报》200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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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一、教学目的　　　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
证法的基本原理，着重了解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实践的基本观点，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
方法，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打下理论基础。
　　二、内容概述　　　本章论述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分为三节：　　　第一节“物质世界和实践”。
本节以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作为切入点，回答世界观与哲学基本问题所涉及的“世界是什么？
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指出：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是人类社会产生、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
马克思把科学实践观引进哲学，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
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形成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方法论同世界观是统一的。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
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最基本问题，同时也就必然成为哲学的
基本问题。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也决定着对社会历史观基
本问题的不同回答。
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进而对物质范畴作出科学解释，阐明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
的机能和属性，是物质世界的主观映象。
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通过对物质和运动的关系，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的关系，自然界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的物质性等问题
的解决，深刻理解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
根本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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