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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本体论》，是今年4月出版的《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
义总论》的姐妹篇。
加上将于稍后出版的由伍柏麟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构成一套完整的高级政
治经济学。
它是上海市教委学位办公室委托编写的研究生教材。
这个项目是1997年立项的，足足花了4年时间到现在才出版。
这主要是因为，承担编写任务的同志都工作头绪很多，十分繁忙，各章的稿子都是挤出来、逼出来的
。
初稿出来以后，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修改和统稿才得交付出版社。
　　从学术渊源上讲，这部高级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198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部《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但是，从1987—2001年，14年间，东欧剧变，苏联瓦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踏步进展，社会主义各国
有进有退、迂回曲折的演变，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大大前进了
一步。
拿本书与1987年的那本书比较，不难发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变化，正是世界人民社会主义
实践的新经验在理论上的反映。
本书各章绝大部分都是在结合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新写的，但1987年版本中的个别章节，如原由胡
汝银写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竞争和垄断”和罗首初写的“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与对外经济开放”，
其中基础理论的某些部分，在本书的相应章节中仍被保留下来，这是应该说明的。
　　本书各章的编写分工，按章次顺序为：蒋学模第一章、第十五章，刘申有第二章、第三章、第四
章，张克难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李慧中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刘逖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王克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二十章，黄宝平第十八章、第十九章，丁志明
第二十一章，李国荣、赵蕾第二十二章。
我们几个主编副主编的分工是，张克负责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篇八章的组稿，李慧中负责社会主义流通
过程篇六章的组稿，王克忠负责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篇八章的组稿，张晖明协助我从事全书的统稿工
作，并增写了第九章的第四节“现代物流和物流产业”，王铮参与了这一节初稿的写作。
我们的统稿工作只在三个方面做了点事。
一是全书理论观点的统一，二是全书写作规格(章、节、目、注释、图表)的统一，三是全书文字规范
化。
至于各章中理论观点达到的深度和理论的表述方式，对于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是不可能做到统一的
。
所以我们这部著作，像1987年那本书一样，只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年轻的
学科的探索，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衷心欢迎经济理论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徐惠平、张宇宏为审稿花了大量劳动，在此谨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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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高级改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本体论，共分为三大篇，即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篇，社会主义流通过
程篇和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篇。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篇主要论述社会主义的劳动、商品生产、生产目的、经济效益、生产的调节机制、
生产中的政府和企业、生产中的劳动就业和个人收入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社会于义流通过程篇主
要涉及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价格基础、价格体制、货币与货币流通、资金融通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中
的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篇则包括研究对象、国民收入的创造和分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
平衡、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地租、人口再生产与生态环境再生产以及对外经济开放等。
《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本体论》适合经济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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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篇第一章社会主义劳动第一节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的观点劳动一般、生产商品
的劳动和雇佣劳动--社会主义劳动是摆脱了剥削的联合计酬劳动--对马克思的观点的评论第二节列宁
和斯大林的理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的理论--斯大林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观点--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的特点第三节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劳动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力是否
是商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力所有制--权钱交易也是对劳动成果的非法侵占第二章社会主义商品
生产第一节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及我们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存在商品
生产原因的分析--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进步性第二节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特点和价值规
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观点--斯
大林观点的影响及评价第三节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到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第三章社会主义生产目
的第一节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本质规定性及表现形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本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
表现形态第二节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现实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的主要途径第三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的作用第四章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第一节社会主义经济效益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经济效益的涵义和社会
主义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益与时间节约规律--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经济增长速度第二
节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多层次性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益--社会主义微观经济效益--宏观经济效益与微
观经济效益的关系第三节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方法优化产业结构--依靠科技进步--加速资
本周转--加强企业管理第五章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机制第一节社会经济资源按比例配置的客观必然性
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是普遍发生作用的客观经济规律--社会劳动的按比例分配与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二
节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对社会生产的调节市场机制的涵义及其作用形式--计划机制的涵义及其作用形
式--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比较及其方法论问题--市场与计划各自的作用边界及其内在关联性第三节
计划经济经典模式和传统模式的再认识经典计划经济模式的再认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再认识第四
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形成--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第六章社会主义生产中的政府和企业第一节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职能--社会主义政府的双重经济职能--在政资分开的前提下实现政府职能的
转变第二节企业性质比较和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确定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性质--传统国有企业的特殊性
质--国有企业经营改革历程的简要回顾第三节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产
权安排和内部治理结构--资本委托代理关系与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在现代公有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第七章社会主义生产中的劳动就业和个人收入第一节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形式和
途径关于“间接结合”与“直接结合”的讨论--“有效结合”及其与“直接结合”的关系--就业机制
的转换和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几个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第二节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
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实践模式的历史定位--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几个问题--按生产要素
分配--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第三节个人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正确理解“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收入差距及其对效率的影响第八章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第一节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涵义和
目标经济增长的涵义与度量--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目标第二节经济增长方式的两种基本类型第三节影
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劳动投入量的增加与经济增长--资本投入量的增加与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与经济增
长--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研究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第四节经济体制的
根本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两个根本转变的关系--制度（体制）、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理论
的整合--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一致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关键社会
主义流通过程篇第九章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第十章社会主义价格基础第十一章社会议价格体制第十二
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流通第十三章社会主义资金融通第十四章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竞争与垄断社会
主义生产总过程篇第十五章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研究对象第十六章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创造和社会总
供给的形成第十七章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分配和社会总需求的形成第十八章社会主义社会总供给和总
需求的平衡第十九章社会主义国家和宏观调控第二十章社会主义地租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
与生态环境再生产第二十二章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与对外经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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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例如，目标时限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
值的增量、主要产品产量或产值的增量等等。
这样，就可以从总体上反映经济增长在特定时限内所要达到的目标水平。
　　2.对经济增长率的规定。
在对经济增长的目标实现和所要达到的水平值做出规定之后，也就规定了经济增长在该阶段中的发展
速度或增长率。
以什么样的速度扩大再生产，对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必须依照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选择适度的经济增长率。
在采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度量经济增长基本指标的时候，必须剔除价格变动的因素。
由于国民生产总值是用不同时期的数值计算的，如果按照现行价格计算，得出的增长率只是名义的增
长率。
而按照某一既定时期的不变价格计算，得出的增长率才是实际的增长率。
通常，对于经济增长率的规定，应该采用实际的增长率。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同样不能避免经济周期波动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
因此，不同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灵活调整的。
但是，为了达成特定时限内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目标，理应对一定时间区段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做出
大致的规定。
　　3.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规定。
对于经济增长水平值的规定，只是表示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的成果或产出，但并未反映同一时期内未
取得这些成果所要付出的代价或投入，而同样的产出增量可以是极不相同的投入增量的结果。
鉴于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是高效率的增长，经济增长的目标就不仅应该包括预定的产出增量指标，还
应包括预期的投入增量指标，以便通过投入产出的比较、耗费和成果的比较，力图以最小的耗费达成
预定成果，或者以既定耗费取得最大成果。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不同的要素投入组合方式及经济增长的方式做出合理的抉择。
对此，我们以下还要专门展开论述。
　　4.对于经济增长目标方向的规定。
这是对经济增长目标状态的质的规定，因而也是最重要的规定。
人们往往容易忽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经济增长的方向实际上是各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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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本体论》，是今年4月出版的《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
义总论》的姐妹篇。
加上将于稍后出版的由伍柏麟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构成一套完整的高级政
治经济学。
它是上海市教委学位办公室委托编写的研究生教材。
这个项目是1997年立项的，足足花了4年时间到现在才出版。
这主要是因为，承担编写任务的同志都工作头绪很多，十分繁忙，各章的稿子都是挤出来、逼出来的
。
初稿出来以后，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修改和统稿才得交付出版社。
　　从学术渊源上讲，这部高级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198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部《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但是，从1987—2001年，14年间，东欧剧变，苏联瓦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踏步进展，社会主义各国
有进有退、迂回曲折的演变，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大大前进了
一步。
拿本书与1987年的那本书比较，不难发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变化，正是世界人民社会主义
实践的新经验在理论上的反映。
本书各章绝大部分都是在结合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新写的，但1987年版本中的个别章节，如原由胡
汝银写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竞争和垄断”和罗首初写的“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与对外经济开放”，
其中基础理论的某些部分，在本书的相应章节中仍被保留下来，这是应该说明的。
　　本书各章的编写分工，按章次顺序为：蒋学模第一章、第十五章，刘申有第二章、第三章、第四
章，张克难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李慧中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刘逖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王克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二十章，黄宝平第十八章、第十九章，丁志明
第二十一章，李国荣、赵蕾第二十二章。
我们几个主编副主编的分工是，张克负责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篇八章的组稿，李慧中负责社会主义流通
过程篇六章的组稿，王克忠负责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篇八章的组稿，张晖明协助我从事全书的统稿工
作，并增写了第九章的第四节“现代物流和物流产业”，王铮参与了这一节初稿的写作。
我们的统稿工作只在三个方面做了点事。
一是全书理论观点的统一，二是全书写作规格(章、节、目、注释、图表)的统一，三是全书文字规范
化。
至于各章中理论观点达到的深度和理论的表述方式，对于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是不可能做到统一的
。
所以我们这部著作，像1987年那本书一样，只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年轻的
学科的探索，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衷心欢迎经济理论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徐惠平、张宇宏为审稿花了大量劳动，在此谨表感谢。
　　蒋学模　　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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