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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离不开知识。
英国哲学家培根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两大类。
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科学的这两大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发展生产力和经济，主要靠自然科学；管理国家和社会更多地是靠哲学社会科学。
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有作为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统治者无不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并将它作为立国
治国之道的理论依据。
例如，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都是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学派——儒家学说来“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
儒家学说是由孔子创立的，主要思想家是孔（子）、孟（子）、荀（子），后来汉代大儒董仲舒、宋
代大儒朱熹又将其发展和完善。
北宋大臣赵普曾说：我生平所托都在《论语》书中，过去以半部《论语》定天下，今后以另半部治天
下。
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都是以《论语》和儒家学说治天下的。
再如，17、18世纪，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出现的一批启蒙学者，他们著书立说，批判封建专制主
义，为尚未诞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大喊大叫做理论论证，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在资
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至今仍是西方国家的治国经典。
再如，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东方的兴起，也是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
它作为治党治国的根本，并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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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当代世界经济思潮进行了探索性的梳理，并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中呈现的
色彩缤纷的思想流派进行了评价。
本书在研究内容上，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西方经济思潮进行分析，这本身就具有
一定的挑战性。
但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所谓新意之处，实际上都是一种探索、一种尝试，是很稚嫩、很不成熟的。
作者所做的这些探索，目的在于通过对当代西方经济影响较大的理论流派和思潮进行分析、比较和评
析，试图找到东西方经济学的结合点，从而为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经济思潮和西方经济思潮的交
会点，更好地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提供理论依据。
    从体系上看，全书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世界性的视野，这一部分既从纵向阐明马克思
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沿革及主题，又从横向关注同一时代不同空间也就是不同地区和国家马克思主义
思想传播、研究和发展的不同状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在当代的新发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
研究，并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主要经济流派进行分析。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经济理论的发展，通常以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为界线，
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两大阶段。
从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思潮主要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的交替。
20世纪9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思潮和经济政策出现了标榜新思维的“第三条道路”。
西方学者对不同流派的经济思想的批判视角众多，词锋犀利，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本书在该部分对政府干预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比较分析，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评析
，引导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重视不同学术流派的研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弄清
其来龙去脉，阐明其思想影响，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伴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目前，货币分析、制度分析、信息经济理论等在世界和我国的影响日
益显著。
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分别研究这些流派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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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作用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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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进
行分析，通过这种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现象，并进一步指明了这些矛盾现
象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以其详尽清晰的结构体系，概括并总结出了包括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资本理
论、工资理论以及分配理论等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主题的完整的马克
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不仅准确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种种矛盾、现象，概括了资
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经济规律和本质特点，为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进行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同时，在经济活动迅速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某些方法和观
点也能很好地解释和总结概括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规律，具有很现实的经济学
价值和政策价值。
当然，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关于改革目标的不同的经济思潮和理论流派，这
些经济思潮都是对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二种有益的补充和有力的促进，从而使马克思主
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更加完善，也更加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及主题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
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60年代创立起来的，它适应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和人类思
想发展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也是最常见的关系——商品交换关
系，从这种分析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并向人们阐明了这些矛盾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其内容主要包括：　　1.劳动价值理论　　主要有：（1）劳动二重性理论。
马克思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和物化的劳动，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
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
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
，它生产使用价值。
劳动二重性理论解释了商品价值实体，它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
（2）价值量理论。
价值量就是指价值的大小、价值多少的问题。
商品价值的数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
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劳动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
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生产力成反比。
（3）价值的形式理论。
价值的形式，就是指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是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交换的比例。
货币是最高的价值形式，也是最完整的价值形式。
用货币表现商品价值叫做价格，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
价格就是一种交换价值，是一种最高形态的交换价值。
（4）价值的实质理论。
价值的实质就是商品中所能体现的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人和人的经济关系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中就是商品和商品的关系，就是劳动和劳动的关系，就是物
和物的关系。
反过来说，物和物进行交换时所体现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
（5）价值的结构理论。
价值由c、V、M三部分组成。
C是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就是不变资本；V是指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奖金、各种福利
；M是剩余价值，就是劳动者为社会，也包括为资本家所做出的贡献。
（6）价值规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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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律是指价值决定和价值运行的规律。
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算的。
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
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价格来表现的，但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不一致的可能性，或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
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价格不再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波动，因为商品不只是当作商
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
　　2.货币理论　　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
会经济关系，这是货币的本质。
货币在本质上同商品一样，是价值载体，以其特有的抽象形式承载价值，从而使其具有价值表现职能
。
能够充分地表现其所超载的价值是货币的本质特征。
货币也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普通商品具有由它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使用价值，而货币还具有由它作为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所
产生的特殊的使用价值。
普通商品的价值，要通过货币表现出来，而货币自身则作为直接的价值体现物而存在，是价值的一般
代表，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
货币是价值形式不断发展的产物，是价值形式的抽象形态。
可以说，货币是价值的独立的、抽象的表现形式。
货币由同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转变为独立的价值表现，是货币内在规律的客观体现，是货币历史中
的一次本质性飞跃。
　　关于货币流通的问题，马克思讨论了三种情况：金属货币的流通、信用货币的流通、纸币的流通
。
金属货币流通本质上就是商品流通，而且是一个非常分散化的运动，它从无数不同的点出发，又回到
无数不同的点，这是金属货币流通的一个突出特征。
也就是说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情况下，不存在货币调控的问题。
　　3.资本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资本可以表现为货币、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也可以表现为商品，但这些物本身并不就是资本。
只有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成为剥削雇佣工人手段时，它才成为资本。
所以，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主要解释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资本划分。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了进行生产，把他的预付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购买生产资料，一部分
用于购买劳动力。
这两部分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据此可以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通过这种划分，能够深刻地揭示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并不是由他的全部预付资本带来的，而是由
可变资本创造的。
（2）资本构成。
马克思认为，资本构成主要包括资本的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
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资本技术构成变化一般会引起资本价值构成变化，资本价值构成变化一
般也反映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机器大工业的出现，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积累的增长，资本有机构成有
不断提高的趋势。
（3）资本循环。
马克思把资本循环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商品，即购买了劳动力和
生产资料的阶段。
这是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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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即生产阶段，是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从事资本主义生产。
这一阶段是资本流通过程的决定性阶段。
因为，在这一阶段上能够生产出剩余价值，能够给资本家创造利润。
第三个阶段，即出卖阶段，由商品资本再恢复到货币资本形态，而后重新循环。
　　4.工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工资理论主要探讨和解释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劳动和劳动力；劳动
力的买卖和使用；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资及其实质；工资的形式；工资的国民差异；工资和剩余价
值的相互关系及其量的变化；工资水平的变动；工资和工人运动及工会。
　　马克思指出，工资的实质不是劳动的价值，也不是劳动的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劳动力作为商品具有二重性：一个是价值，另一个是使用价值。
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同一个劳动力商品的二重属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把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等同于它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新创造的价值。
而且，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后，直接后果是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
造成一种假象，就是资本家付出的是货币，购买了工人的劳动，而工人觉得他卖的是劳动，得到的是
工资。
正是这种形式，就很容易使人们认为工资就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
另外，从工人的角度讲，劳动成为工资的购买手段。
因为，工人只有在给资本家提供一定劳动以后，才能获得一定量的货币。
从资本家的角度讲，资本家就根本不管他给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或者是劳动的价值或
价格，他最关心的是剩余价值。
只要能拿到剩余价值，说它是劳动力的价值还是劳动的价值都无所谓。
在工资的实际运动当中，工资的高低是随着劳动时间的长短而变化，或者由于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技
能的不同，而得到的工资就不一样。
这使人认为劳动的时间越长，得到的工资就越多，技术越好劳动强度就越大，得到的工资就越高。
这就表现为，工资就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就是劳动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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