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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5年前，我立志写一本“不仅能够解释社会实践，而且能够指导社会实践”的经济学著作，这个
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在长达25年的理论思考中，我发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道路上存在着两扇大门，其中一
扇由“物质定义”构成。
另一扇由“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构成，打开并通过它们。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了。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道路上也存在着两扇大门，其中一扇由“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构成，另
一扇由“经济价值的发展规律”构成。
打开并通过它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了。
　　在科学共产主义发展道路上同样存在着两扇大门。
其中一扇由“人的本质”构成。
另一扇由“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构成，打开并通过它们，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就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
段了。
　　希望这“三大发现”对您理解本书的整体架构能够有所帮助。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
虽然中学工作环境不像大学那样有利于我完成经济学著述，但是它并没有妨碍我关注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没有妨碍我以综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实践需要为基础深入思考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
。
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必要的理论观点作为支撑，我的理论思考长期处于“游击
”状态。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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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的“具体唯物主义哲学”，将促使人们把自己的理论思维由抽象思维自觉地转化成具体思维
。
本书提出的“价值经济学”，将使“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之争得以终结；其核心观点——
价值总量最大化，将为实现各阶级和谐相处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本书提出的“广义资本论”，创新了劳动利润、科学利润和风险利润，国内利润、产业新理论和
虚拟系数等知识，从而拓展了对资本的理解，为预防泡沫经济提供了基础理论；发现了私人资本、社
会资本和国家资本的历史逻辑，从而论证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从经济学角度阐释了“什么是
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从而提供了清晰的中国现代化思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价值经济学纲要>>

作者简介

武文虎，1963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稷山县。
中共党员。
1987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
1997年于山西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举办的“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班”结业。

25年来，武文虎以“崇尚真理，服务实践”为宗旨，努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需要为根据
，试图创造性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本书正是他对这一努力的集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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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具体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性发展。
在发展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大体上也可概括为四种，即立足实际、服务实践、抽
象本质、具体综合。
　　（1）立足实际。
就是在发现劳动价值论的某些理论观点与实际相符合时，就坚持它、扩展它；否则，就坚决予以修改
，使之符合实际。
如果只有吸收新的内容才能使其更具有说服力，就把新的内容吸收进来。
比如，在讨论商品价格时，我发现，实际生活中的价格虽有交换价值或逐利价值①决定的一面，但是
，买卖双方的个人兴趣、意志品质、思辨能力等因素在价格形成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因此，价格是以一定数量的商品或货币表现出来的、买卖双方共同认定的交换价值或逐利价值。
　　（2）服务实践。
就是在发现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些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而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观点又不能容纳它的
时候，就坚定地采信实践经验，修改甚至放弃劳动价值论的相关理论观点，创立新的理论观点与之相
适应。
比如，在讨论按生产要素分配时，我在坚持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同时，又认为生产要素在商品价
值的形成中也作出了贡献——发挥了倍加作用，因而也有理由参与价值分配。
　　（3）抽象本质。
就是运用抽象思维方法发现事物的本质。
比如分析价值，在形成“价值是客体的可能满足主体需求的属性”结论后，对不同客体的经济价值进
行分析时我看到，分析不同客体的经济价值，实际上是分析劳动的各种存在形式的经济价值，而劳动
的存在形式包括（采集）物品、（劳动）产品、商品、货币、资本和知品（即知识产品）。
也就是说，经济价值的客体有六种：物品、产品、商品、货币、资本和知品。
同时，这些价值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有的是凭借其自然属性（如物品和知品），有的是凭借其人
类劳动（如产品、商品、货币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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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经济学”与“价值经济学”要义之比较　　“政治经济学”要义　　哲学基础是抽象唯物
主义，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研究起点是商品。
　　从确立商品价值入手，认为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
类劳动，即商品价值是用于交换的人类劳动。
　　通过对价值运动规律的研究，发现了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实现过程，从而发现了阶级利益的对立，
找到了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动力。
　　以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为基础，论证了私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预
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政治经济学”为建立（狭义）资本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价值经济学”要义　　哲学基础是具体唯物主义，理论基础是具体价值论，研究起点是人。
　　从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入手，多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一一价值总量最大化。
　　通过对经济价值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发现了利润的产生和实现过程，从而发现了阶级利益的统
一关系，找到了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动力。
　　以阐明劳动生产和需要消费矛盾为基础，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由资本主义社会发
展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最后通过福利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找到了社会主义的准确历史定
位，发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价值经济学”为建立广义资本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政治经济学”和“价值经济学”都是以价值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规律的研究为基础，探索人类社
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服务于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根本利益，推动人类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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