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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是在西方经济学者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一般是通用的。
“政治经济学”一词在马克思以前的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已经普遍使用，马克思沿用了这一概念，
而且专门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他的巨著《资本论》的副标题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
政治经济学一词，常常被望文生义地认为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的学科，这是误解。
在西方，如德国、法国等国家，“政治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是同义的，它是研究整个国家社会
的经济问题的。
随着社会经济和经济理论的发展，出现了研究经济问题的许多分支学科。
一级学科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又各自分出多门二级学科。
现在，我国高校所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门课程，其阐述的马克思经济学
的基本原理，应成为其他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
理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既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多层次和本质的关系
及其发展规律，也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及其运行规律，同时也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
马克思所讲的商品货币理论、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再生产理
论、经济危机理论、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和地租理论等，是分析当时资本主义经济而得出的科学
结论。
同样，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的这些理论不但不过时，而且是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和当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指导思想。
另外，马克思的有关著作中关于人类历史发展、国家制度等方面的观点也对当今新制度经济学、新古
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新现象、新问题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也在
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但是马克思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始终是我们经济学理论研
究的立足点和工具。
只有让学生们理解和掌握了这一立足点和工具，才能使其打下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为今后的理论经
济学研究和经济实践铺平道路和指明方向。
在改革开放前的较长一段时间中，曾将西方经济学称作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一概
排斥，简单骂倒。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高校财经专业都开设了占很多学分的西方经济学，但我们切忌
由过去的“骂倒”变为现在的“拜倒”。
西方经济学有值得借鉴和汲取的一些内容与方法，但要看到西方经济学一般只注重现象的描述和比较
，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着重于经济问题本质的阐述，具有理论上的深刻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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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资本论》的逻辑结构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
的分析，着重阐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
本书理论体系完整，结构合理，重点明确。
通过本书的学习，读者能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并打下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为今后的理论经济学
研究和经济学实践铺平道路和指明方向。
    本书主要适用于财经类院校的本科生学习使用，也是管理类专业本科生的理论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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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第一节 资本国际化的形成与发展　　一、资本国际化的必然性　　二、资本国际化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资本国际化的表现形式-　　一、商业资本的国际化　　二、借贷资本的国际化　　三、产
业资本国际化　第三节 资本国际化的影响　　一、对世界经济的总体影响　　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思考题第十一章 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及其调节　第一节 资本主
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一、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第二节 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调节　　一、国际经济调节及
其原因　　二、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方式　　三、资本主义国际经济调节的作用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
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　　二、经济全球化的内容　　三、经济全球化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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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局限性　第二节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　　一、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二
、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思考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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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这个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科学
发现。
这一发现使人们科学地认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资产阶级学者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成是许多偶然事件的堆积，看不到历史背
后的客观规律性，并且完全用理性、道德、良心等人的意识来解释社会现象，使他们陷入唯心主义历
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归结为生产力的
发展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
，从而建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
”（二）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
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这是马
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
”政治经济学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生产关系，必须使用科学的抽象法。
因为，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
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抽象力是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也是人们头脑对所观察的大量事实或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
此及彼和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
科学的抽象法是运用这种抽象力宋分析客观事物的方法。
所谓分析是分析事物的本质及其自身中的矛盾。
运用科学抽象法对普遍存在的具体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撇开次要的因素，从中找出最基本、最简单
的东西，并综合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及其内在的必然联系，阐明经济范畴，揭示出经济规律。
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和成本等经济范畴，便是从理论上表现一定的生产关系
的概念，是科学抽象的结果．有了这些经济范畴，就可以建立理论体系，揭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客观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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