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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专门为通过远程网络学习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而编写的教材，重点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基本原论。
    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码克思主义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一方面揭示了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运动规律；另一方面对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对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规
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虽然当今世界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_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生产方式和
消费规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目前世界的经济活动仍是以商品关系为主要特征，社会生产的发
展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实质。
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仍然是我们从理论高度认识和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科学，同时，也是我们进
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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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一、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
一）政治经济学的前史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历史，政治经济学也如此。
它是随着人类经济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要说明政治经济学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经济思想史。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根据经济思想、经济学说、政治经济学来划分时期的。
　　1．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经济思想是西方最早出现的经济
思想，这个时期的经济思想是奴隶主阶级的经济思想。
　　这种经济思想较为系统产生的时间是公元前431—前404年，即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该战争是当
时古希腊最主要的两个奴隶制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
这次战争之后希腊城邦进入危机的时代，阶级斗争加剧，同时，奴隶制度暴露出大量的矛盾。
这些问题驱使奴隶主思想家们去寻找维护和巩固奴隶制度的办法和途径，于是，就产生了较为系统的
奴隶主阶级的经济思想。
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在这三人中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是色诺芬。
在他的《经济论》一书中，首次把奴隶主组织和管理奴隶制经济以“经济”一词来概括。
色诺芬认为家庭管理应该成为一门学问，即经济学，它研究的是优秀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
　　随后，古希腊杰出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写了一本《政治学》。
该书第一篇讨论的是治家问题。
他详细探讨了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认为“经济”是研究家务，即奴隶主经济问题。
他的这种观点在欧洲流行了近两千年。
虽然这个时期的经济思想是为奴隶制度辩护，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
但是，正是由于他们对当时古希腊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社会分工等问题的考察，并得出了一些有价
值的见解，从而使得这些有价值的见解成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理论出发点。
　　“经济”一词在古希腊语中原意就是家庭管理。
我们知道，古希腊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庄园主经济。
　　2．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兴盛时期的经济学说　　这个时期的经济学说主要是封建主的经济学说
，它代表着封建主的利益和要求。
同时，这个时期的经济学说还带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
这主要是由于中世纪基督教会在社会上占了统治地位，因此，宗教思想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支配地
位，这样也就使得中世纪的思想意识领域的一切形式，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都带有神学的性质
。
另外，由于这个时期教会有一批僧侣、教士、神学家在教会设立的专门学院里讲学，研究教义，因此
人们也把这个时期的学说称为“经院学说”。
该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奎那，他被奉为“神学的泰斗”，用神学的观点为封建主和封建制度进行
辩护。
他认为封建社会的一切经济制度都是由上帝安排的，是自然的，如人们积累财富就是对自然的补充，
因为上帝没有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
这样，人们根据理性创造一切，而理性就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财富和私有制并不违反教义，于是也就产生了私有制。
　　阿奎那在经济学说方面的论述主要是解释了什么是公平价格。
他认为交换中的公平价格就是和生产物品的劳动相等的价格。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奎那已经模糊地看到了价格和生产物品所花费的劳动之间有某种关系，而且价
格依存于劳动。
但他又把公平价格看做是一种主观范畴，力图维护封建主的经济利益。
　　尽管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古代一些思想家对许多重要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原理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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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考察，但这只是在一门统一一的尚未分开的科学范围内形成经济理论的某些要素。
因此古代世界的经济学还未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
　　3．西欧封建社会晚期的经济学说，即重商主义学说　　它产生于15世纪末，这个时期西欧封建制
度已进入了瓦解时期，封建的自然经济日趋衰落解体，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在封
建社会内部开始萌芽和形成，重商主义经济学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所以重商主义是欧
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学说和政策。
它是西欧封建制度末期商业资产阶级和封建专制国家狂热追求金银货币的要求在理论和政策上的反映
，用商入的观点来说明问题，因此，重商主义的任务就是论述商业资产阶级追求金银货币、财富的必
要性和为获取财富所采用的方法。
它的基本思想是金银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获取金银。
除了开采金银矿藏之外，获取货币财富的唯一源泉就是流通领域，即商业。
但是要增加一国货币财富只有对外贸易。
因此，一个国家为了致富和防止贫困，必须发展对外贸易。
而在对外贸易中遵循的原则是“少买多卖”以求增加贸易顺差，换回较多的金银。
为达到这一目的，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一是保护本国的商业，二是扩大对外贸易。
　　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
蒙，法国的柯尔贝尔和安？
德？
蒙克莱田。
　　“政治经济学”一词，最初就是由安？
德？
蒙克莱田提出的。
他在1615年出版了一部名为“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他以“政治经济学”为书名，目的在于表明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超出家庭或庄园经济范围，而涉及
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
此后“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广泛使川，表尔对整个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只是到了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后，这门学科的名称才又逐渐由“政治经济学”改
为“经济学”。
而马歇尔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因此，不能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既研究政
治又研究经济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可以简称为“经济学”。
（当今，随着经济科学的发展，经济学分支学科不断增多，这样一来，人们将政治经济学纳入理论经
济学的范畴，以区别应用经济学科和管理经济学科。
）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安？
德？
蒙克莱田虽然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一词，但是他和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建立起政治经济学的
体系。
原因在于他们没能从经济规律的高度来阐述经济问题，而且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仅仅限于流通领域。
所以，重商主义经济学说也只能是政治经济学的前史。
　　（二）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
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简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历史上最早的政治经济学。
它产生于17世纪中叶，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经济
学。
17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法两国迅速发展并成为统治形式的时期。
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产业资本也逐渐代替商业资本占据统治地位。
这样一来，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历史
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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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代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势力，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论证资本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合理性。
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合理性就在于它比封建制度能带来更多的社会财富。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在英国从威廉？
配第开始，中间经亚当？
斯密的发展，到大卫？
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比埃尔？
布阿吉尔贝尔开始，中间经以弗郎斯瓦？
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的发展，到让？
沙尔？
列奥纳尔？
西蒙？
德？
西斯蒙第结束。
而就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来说，集大成者还是大卫？
李嘉图。
　　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反对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残余。
并且，他们力图证明经济生活是受永恒的自然规律支配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努力探寻这种内在的自然规律时，摆脱了重商主义的影响，第一次把经济理论
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了初步的分析。
所以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有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
”①　　另外，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考察了利润
、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并由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的关系。
他们还研究了社会分工、社会再生产等问题。
这些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资产阶级容许的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公正和
无所顾忌的研究，发现了若干重要的规律，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古典政治经济学还不能认识到
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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