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经济学原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政治经济学原理>>

13位ISBN编号：9787300093802

10位ISBN编号：7300093809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庆森　等主编

页数：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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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原理>>

前言

　　很荣幸，接受学界朋友之约为其作品写序。
首先，有机会庆贺学术同人完成一部作品；其次，能对其新作先读为快；最后，可以借此抒发一些自
己的观点和想法。
　　本书主编刘庆森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合著过一本《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政治经济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时过20年，中国历经改革开放、经济转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WTO，社会发生了巨大
变化。
实践产生理论，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科学，经历了真正的黄金时代。
此时，刘庆森、江新国、王文俊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借此，我想对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若干问题谈些观点，或说抒发一点感怀。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经济学的含义，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
至于在经济学之前冠以“政治”二字，至今仍有争议。
首次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是法国学者蒙克莱田。
他在1615年写了一本书，题为“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Economy”一词中的P01itical，来源于希腊文Politikos，含有社会的、城市的、国家的多种意
思。
孙中山解释说：“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①。
据奥斯卡?兰格讲：在波兰文里，“社会经济学”一词更符合这门科学的内容；②德国女革命家露莎?
卢森堡认为：“所谓‘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国民经济学’一词的外来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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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满足高职院校经济类专业开设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课程对教材的急需，我们组织了部分高校长期
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教授编写这本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
    本书内容体系包括三篇共十四章：第一篇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范畴（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学
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社会再生产与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主要内
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主义的流通；资本主义的分配和？
肖费；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第三篇社会主义
经济（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
济运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我们认真总结多年科研和教学的经验，广泛汲取经济理论界的优秀成果，贯彻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阐述基本理论为主线，在撰写时将时代性、系统性、新颖性融为一体，力求
在教材的体系、结构、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作出积极的探索，尽力回答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热点和难点问
题。
顺应时代的主题，本书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并作了系统的阐述。
诸如对科学发展观、和谐经济、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物权法、民生问题、现代企业制度和
开放型经济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深人分析。
    该教材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学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通用教材。
PPT更是各级各类学校运用现代教学手段讲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课的比较新颖的综合性讲义和
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电大、党校的专题讲座和培训教材。
    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正在发展之中，许多问题尚在探索，由于撰写时间仓促和我们的水平所限，
书中可能有不当之处，恳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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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地租  　第四节  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和分配  　第五节  资本主义的消费　第八章  垄断资本主义的产
生与发展 　 第一节  垄断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  　第二节  私人资本的社会化和垄断  　第三节  国家资
本和国家垄断　第九章  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  　第一节  生产的国际化  　第二
节  资本的国际化  　第三节  当代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关系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第三篇  社
会主义经济　第十章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第一节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第二节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的个人收人分配制度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
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第二节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形式  　第三节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
原则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节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第四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
观调控  　第五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第一节  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  　第二节  二元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结构优化  　第四节  社会主义
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  　第一节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的客观依据  　第二节  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  　第三节  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阶段和基本格局  
　第四节  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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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是由于它比自然经济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这从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便可
看出。
　　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就社会形态而言，大体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
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
就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形式而言，则要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发展阶段。
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个别国家或地区由于特定的条件可以逾越某些社会形态，但任何国家或地
区都不可能逾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这一阶段。
这是因为：首先，这是由社会生产力运动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它只能从不发达阶段，进到有一定程度发展但又未充分发展的阶段
，再发展到高度发达的阶段，绝不可能跳过其中的某个阶段。
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形式。
因此，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决定了商品经济形式的不可逾越性。
　　其次，经济形式本身发展有其规律性。
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时序性。
商品经济用广泛的联系和频繁的交换否定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的充分发展又为自身的消亡与产
品经济形式的产生准备着客观条件。
在这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是衔接自然经济与产品经济的中间阶段，处于承上启下的
地位，起着瓦解自然经济、萌发产品经济的作用。
没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产品经济形式就不可能产生。
　　商品经济形式本身也有一个发展阶段问题，要经历萌芽时期、小商品经济时期、发达商品经济时
期。
充分发展的时期是最后的发达商品经济时期，是不可能逾越的。
　　最后，从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看，商品经济阶段的不可逾越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人们曾一度在主观上要取消或抑制商品经济，结果不但行不通，也延误了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拉大了与商品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事实使人们认识到，没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没有社会经济的繁荣与人民生活的富裕。
第二节商品及其内部矛盾。
　　一、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　　商品既然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它首先必须是一个能
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之物，否则是没人要的。
如，面包可以充饥，书报可供人们阅览，相机可以用来拍照。
商品的这种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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