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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关注马克思的个人观念，以及个人在其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本书得出结论，马克思也同样承认个人的自利性和理性行为特征，但是，与“
经济人”仅设不同的是，他还特别强调了应该把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看作是个人的内在规
定性之一。
正是这种个人观念上的区别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分开。
本书主张正视个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这不仅仅因为他本人曾经明确表示，时社会整体现象的
理解应该“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而且因为马克思在构建理论
体系以及来用阶级分析方法组织论述的时候，总是表现出时个人行为分析的强调。
本书认为，马克思也主张从个人行为分析入手构建理论体系，他的这一观点符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康则
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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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嵩，1972年2月出生，黑龙江省青岗县人。
200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从
事理论经济学研究，并承担高年级本科生公共选择经济学的教学任务。
代表作有《马克思经济学整体有机论的方法论归属探究》、《试论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归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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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相关文献回顾相比较而言，很少有学者对马克思本人所持有的个人观念进行过深
入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相关观点往往隐含在他们著作的字里行间。
相反地，人们对于个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这一问题却倾注了很多学术热情，相关的研究
成果常常被看作是围绕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归属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争执。
提到个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就不得不提及他的有机整体论和阶级分析方法。
马克思强调把社会理解为“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并且主张采用阶级分
析方法去分析社会有机体内部的诸多经济现象。
在许多持传统观点的经济学家看来，无论如何，有机整体论和阶级分析方法这两种提法本身就意味着
作者对方法论整体主义原则的遵循。
作为一对相互对立的方法论原则，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主张从个人出发去解释社会经济现象，认为
不存在独立于个人行为选择的客观的经济规律；而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则强调社会整体具有独立于
个人行为选择的客观规律，个人必须服从这种客观规律的要求。
因此，在一些主张遵循方法论整体主义原则的学者那里，超个人的社会或阶级作为能动的一方成为理
论研究的出发点。
一、关于个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不同学者对于个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这一问题存
在着各自不同的理解，经济学上把他们争执的焦点归纳对马克思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方法论归属问题
的不同认识。
下面分三个角度简单介绍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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