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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高等学校财经类核心课程教材：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按照马克思《资
本论》的逻辑，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基本原理。
在总结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就的基础上，《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
高等学校财经类核心课程教材：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澄清了许多被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误
解或错解的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实现了理论创新。
在教育观念上，《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高等学校财经类核心课程教材：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力图
改变经济学教育中长期存在的单纯向学生灌输固定不变的、有定论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的陈旧教学观
念，代之以开放的、批判性的、力图在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能力上下工夫的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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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与现实性 第二节 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 第三节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第四节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特点 第五节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批判 第八章 垄断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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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后的发展 第三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四节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垄断理论批判 第九章 国际资本主
义经济关系与经济全球化 第一节 国际价值与国际生产价格 第二节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 第三节 经
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第四节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批判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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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否定了劳动者的生产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 在现代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视域里
，“经济人”被看做是对人性的最好描述。
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
大化，最终必然达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
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劳动者；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资本所有者。
①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他们的生产过程特别是生产函数理论，就会发现另外的一番图景：真正能够
自由选择的只有资本所有者，而劳动者则仅仅被视为同资本一样的、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
素。
把劳动者仅仅看成是一种生产要素，就使劳动者的劳动变成了一个个人的孤立行为，从而丧失了生产
的主体地位。
然而，人总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并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他必然受同他们物质生
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与此同时，由于强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因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就仅仅停留在物与物
的关系上，不能摆脱物的外观的迷惑。
即使是把劳动者作为人来分析，在这种要素化情境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也仅仅是“劳动者的努力与
痛苦”②字样。
因而，它在事实上忽视了现实生产中真实的、具体的主体——劳动者。
虽然在研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问题时，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李斯特、穆勒、西斯蒙第等人也
看到了人的重要意义，但从总体上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视财富甚于人本身。
马克思在分析李嘉图的理论时说：“李嘉图在他的书（地租）中说：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
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
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
”③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理论是不可能真正关注现实的生产主体并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的。
事实上，作为生产主体的人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作为历史起点的“现实的个
人”。
他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总是同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化自然环境）相关
联，总是处于社会交往中，并同社会历史生活结合在一起。
然而，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把孤立的个人理解为生产的主体和物质生产的起点
，也就是他们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从而推导出生产总是从孤立的个人开始再慢慢发展到社会化大
生产的结论。
真实的情况是，在社会中处于社会生产关系整体联系中进行生产的个人才是真正的出发点。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
体⋯⋯”①所以，马克思说：“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
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
”②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逻辑上的缺陷不但没有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那里得到矫正，反而在后续的理
论研究中不断得以强化。
特别是自萨伊以来，直接把劳动者同资本、土地一样看做是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完全
忽略了劳动者作为历史的、现实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事实上，劳动者绝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成能动的生产主体。
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
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创造着人类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条件。
劳动者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是精神能力和躯体能力的有机统一。
他们总是有目的性、计划性，即主观能动性。
就像马克思阐述的那样：“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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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惭愧。
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
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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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教育观念上，《高等学校财经类核心课程教材: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力图改变经济学教育中长期存
在的单纯向学生灌输固定不变的、有定论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的陈旧教学观念，代之以开放的、批判
性的、力图在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能力上下工夫的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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