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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治经济学是高等院校的马列理论课，也是高等财经院校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和核心课程，
是各门财经专业课程的基础和依托课程。
该课程的建设和发展对于高等财经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前瞻性的意义和作用，始终是财经类学
科专业建设的重点。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众多经济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不仅内容体系更为完整丰富，同时也适应着时
代日新月异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当代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阐述，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不断出现新现象、新问题，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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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言，介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第二部分是对商品经济的分析，阐述商品经济及其规律和社会化生产及其规律。
第三部分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
矛盾和历史趋势，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阐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国
家对经济的干预及国际经济关系。
第四部分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阐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有关理论和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以及对外经济关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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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
恩格斯于1843年底至1844年初写作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第一
块基石。
马克思于1844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
与资本的对立，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研究。
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
抽象，这表明他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经济问题。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定居伦敦后，开始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
思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绝大部分经济理论，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及其固有矛盾的激化，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
本质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充分条件。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英、法、德等国的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确立并彻底取代了封建
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它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一系列矛盾也日益暴露、激化。
1825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此后每隔8～10年就爆发一次。
经济危机的反复爆发，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到它的成熟阶段，它的矛盾和问题也充分暴露，这
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充分条件。
第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及其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呼唤着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理论的诞生。
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
矛盾。
19世纪40年代在西欧先后爆发了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里昂的丝织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
起义，这些工人运动表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开放、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
，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
从它产生至今的一百多年里，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自身
的实践相结合，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实际的社会经济问题进
行了大量的理论思考，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理论和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以垄断为突出特征的一系列新变化、新特
点，提出了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著名论断，深刻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创立了垄
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理论。
同时，他还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深刻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
胜利的新结论。
另外，列宁还对现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实质和经济运行问题做了开创性研究。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也做了新的探索
。
他提出公有制根据程度高低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这已经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
所证实。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
他们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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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理论，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分析和把握当今国际局势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
态发展的新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
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结合起来，审时度势，提出了坚持
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又一次创新，
成为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只有靠物质资料生产过
程来提供，而一个社会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非生产领域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也都有赖
于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首先是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在此之上才形成其他社会关
系和制度。
只有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出发，才能理解全部社会关系和各种制度。
因此，物质资料生产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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