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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朱绍文文集》是笔者几十年来为了祖国的现代化，为了研究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所留下的几篇心
得，也是笔者的复兴祖国研究经济的思想。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求得民族解放，民富国强，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都必须经过
长期的艰苦奋斗，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封建专制势力，否则，人民只有当奴隶，国家也永远不能走上
现代文明、民主和富强之路。
　　《朱绍文文集》共六编。
前五编主要是笔者思考如何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要学习人类历史发展不朽的经典理论
。
现代的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而我们的国家刚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一方面，我们既要改革开放，进入全球化的世界，在一百多年来落后的劣势中去谋求生存和发展；另
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跳跃历史发展阶段，必须要填补在商品生产和市场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民族产
业和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历史发展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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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朱绍文先生九十年来从事经济研究最典型、最精粹的学术研究成果。
该文集共分六篇。
前五篇是作者思考如何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和吸取教训，尤其是学习人类历史发展不朽的经典著作和
理论。
第六篇附录，作者通过实例研究分析，警告后人，毋忘国耻，“落后必挨打”，必须要发展经济和实
现复兴中华的伟大理想。
整个文集理论性强、论述生动，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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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说：“社会的总劳动力，表现为商品界全体的价值的，虽然是由无数个别的劳动力所形成
，但在此。
是被看做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①这就说明了凡是生产商品的各个个人的劳动，是当做商品社会总
劳动力的一部分，才成为价值，也才成为同一的抽象人类劳动。
然而，个人的劳动要成为社会的总劳动的一分子的话，它的劳动生产物首先必须能满足社会上的需要
，要以商品的交换为前提。
在交换中，首先成问题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如果一种商品对于社会不是使用价值，那么，商品所有
者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进入交换。
因此人类的劳动，只有在他的生产物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时，才是社会的劳动，也就是说，对于别人
是有使用价值它才能进入交换。
从而，这说明了人们是作为一种能够满足别人欲望的产品的所有者，与别人发生经济关系。
在这个关系当中，于是就发生产品交换的标准问题。
这种标准当然不是与人们特殊欲望有关联的产品的效用问题，这种标准当然又不可能是属于商品它本
身性质以外的东西。
这里就出现各人支出于生产的劳动时间问题，但是各个个人的劳动时问，并不能立刻成为共通的尺度
。
这种各个个人的劳动，必须经过社会上交换双方的竞争，经过平均化的过程而还原为等一的单位。
这种平均的劳动，由于时间与地点的不同，当然有所不同，但在一定的时间与一定的空间的条件下，
它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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