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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经济学新论》的体系结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即生产关系演化
为核心，从人的行为起点、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等三个方面切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十大
原理，解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如何获取做人的权利？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权利不平等？
人类社会如何争取权力平等？
”等社会发展面临的本质问题，进而揭示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
　　《政治经济学新论》的目的，旨于我国进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战略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
作者站在新的历史舞台上，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
逻辑结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进行全方位的新思考与新解读。
这必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认识，把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从传统的、教条式的、机械的、片面的、僵化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拓展人们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有机统一、整体的动态演进等主要分析方法的运用视野，掌握人类社会谋求自身
解放和发展的新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政治经济学新论》的核心内容是研究以人为本的权利关系演化学说。
这里的“人”指的是社会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
益的承担者；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孤立人格，或一成不变的单一社会角色的扮演者。
在现实社会生产过程中，任何具体的个人，在社会意义上总是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的
产物，他不仅可以而且必然会在同一时空或在时空变换中扮演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多重角色，履行多种
社会职能，享有多种社会权力和利益，并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
政治经济学新论展开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就是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
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式上外化为社会政泡与经济制序的形成、发展与变化，
其内容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权利关系的矛盾演化规律。
　　《政治经济学新论》的体系结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即生产关系演化
为核心，从人的行为起点、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等三个方面切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十大
原理，解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如何获取做人的权利？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权利不平等？
人类社会如何争取权力平等？
”等社会发展面临的本质问题，进而揭示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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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第一节　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　　经济　　政治经济学顾名思
义，包括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证实，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神秘的宗教问题，而是考察每一个真实的
有血有肉的人为了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如何在社会生活中选择与其他人进行交往的方式问题。
因此，“经济”这个概念可以定义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简称制序）下所进行的互利互
惠活动。
　　“经济”一词的内涵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与一定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
或适应于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上层建筑
的基础，它决定社会的形态。
　　第二，指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
包括相应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或指生产增长和生产衰退等活动。
　　第三，指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总称；国民经济包括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各部门，如工业经济、农业
经济、商业经济、服务业、信息产业、教育经济、旅游经济等。
　　第四，指日常生活用语中的节约、节省；个人或家庭的收支状况等。
　　“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三千多年前的古希腊语中。
“经济”概念的内涵是在古希腊奴隶主家庭管理中发展和形成的。
经济范畴含有多种意思：如“家庭管理”，“修建、建设”，“管理、筹建”，“计算、节约，斤斤
计较”等。
经济学在中国学术中是“西学”的一种，不知道是谁最早把西文的economics翻译成中文的经济学。
我国古汉语原有的“经济”一词，具有“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的含义，即治理国家、拯救庶民
的意思，其含义与西学的不同。
最先将汉语中早已有的“经”和“济”二字联用的是诗人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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