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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里奉献给读者的《赵学增文集》第一卷，是从作者在1978～2008年期间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中精
心选编的，能代表作者在这一时期学术观点的主要论文。
本卷共收录53篇论文，其中有未发表论文2篇。
本卷分上下卷，上卷《劳动与资本》，下卷《财富增长与消费》。
    上卷包括三编。
第一编《劳动》，编选了16篇论文。
其中劳动者本位论2篇，社会主义劳动者必要劳动的数量界限10篇，劳动者的贫困2篇，劳动价值理论2
篇。
第二编《资本》，共有4篇论文。
主要是探讨了过渡时期和跨世纪的资本解放之道，分析了当前资本发展的主要困难及对策。
第三编《劳动与资本的制度基础》，共有10篇论文，主要是阐述了马克思的私有制、公有制、国家所
有制、股份制等理论。
    下卷包括两编。
第四编《财富增长》，共有12篇论文。
主要阐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节约型社会、资源配置、三农等
理论，也涉及一些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第五编《财富消费》，共有11篇论文。
其中消费方面论文8篇（消费基本理论6篇，文化消费1篇，消费书评1篇），浪费方面的论文3篇。
主要探讨了产生浪费的条件，浪费的内涵、特点、性质、形式、种类、结构、心理等问题。
    本卷论文选编的时间跨度正好与中国改革30年相契合，是巧合还是幸运?应该说是幸运大于巧合。
我庆幸和感谢这个学术生涯的历史安排。
我的学习和学术道路，是从1978年在河南大学读《资本论》专业研究生开始的，那时，正值次经济学
优秀成果3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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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学增，1947年生，河北省文安县人。
1968年由天津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务农。
1974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于天津财贸五七干部学校。
198t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任教于天津财经大学。
现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资本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资本论》
研究会理事、广东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
自1978年以来主要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资本理论和国家理论的研究。
发表论文百余篇，撰写、参编著作11部，主要著作有：《中的财经理论》和《再进——若干基本理论
的跨世纪思考》。
主持、参与完成地方政府委托课题12个，约11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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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  劳动与资本　第一编  劳动　　一、劳动者本位论　  　劳动者本位论　  　劳动者本位论大纲　
　二、社会主义劳动者必要劳动的数量界限　　　社会主义劳动者必要劳动的内涵　　　对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中必要劳动的探讨　　　试论社会主义劳动者必要劳动的数量界限　　　论影响社会主义
劳动者必要劳动数量界限的诸因素　　　关于我国恩格尔系数（恩格尔曲线）的考察　　　关于我国
劳动者工资（工分）分配的洛伦茨曲线和　　　基尼系数的考察　　　简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闲暇时
问　　　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两次按劳分配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中C、V、M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
讨　　　英法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必要劳动理论　　三、劳动者的贫困　  　贫困与制度　  　贫困
与非制度　　四、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论争评述　　  收入分配领域若干基本理论
探讨　第二编　资本  　过渡时期的资本解放之道　  跨世纪的资本解放之道　  当前资本发展的主要困
难及对策  　资本与“三个代表”　第三编  劳动与资本的制度基础    探索《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起点问题    论制度设定的基础    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    关于私有制的跨世纪经典评说    公有
制经典理论评说    天壤之别的两个公有制世界——柏拉图与马克思    《资本论》中的股份制理论    所
有权与管理权在股份公司中的分离与结合    中国国家所有制的历史考察    人民欢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
义下卷　财富增长与消费　　第四编　财富增长　　第五编　财富消费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与资本>>

章节摘录

第一编 劳动一 劳动者本位论劳动者本位论劳动者本位的问题在客观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近年来理论界愈益感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已开始从不同侧面对与之相关的问题作了
一些初步的研究。
目前这一理论尚不成熟。
本文试图就劳动者本位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我国传统经济体制以国家为本位，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理论界又提出了企业本位论。
这是矫正国家本位制度所造成的缺陷，改变企业无活力局面的必要的理论与实践的环节。
企业本位强调的是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权和利益分配关系的重新配置，即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
营权的分离，政府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问的重新配置。
但是企业的活力不仅取决于上述权利与利益的分割，更重要的是劳动者的活力与激情，及劳动者个人
对企业和政府的亲密程度，而劳动者的生产激情又是由他在生产中、社会中，以及利益分配机制中的
地位决定的，这是构成企业活力的核心基础。
而这些都是企业本位制度难以囊括的，只有通过劳动者本位制度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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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赵学增文集》一书拟写作和出版四卷。
2009年完成第二卷《政府与市场》的撰写，2叭0年完成第三卷《资本通论》的写作，2011年完成第四
卷《（资本论）解析》的出版。
本卷的顺利出版，我很高兴，但并没有一种驱赶紧张、疲劳之后得以轻松的感受，因为紧接着的是更
加繁重而艰巨的理论研究任务。
还好，我已经习惯这种紧张的生活节拍了。
记得在1999年10月，有一次我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不久我见到了这篇采访报道文章，副标题是
：“从天津到黑龙江又到广州，从学校到兵团又到学校，变换的是人生，不变的是信仰”。
正题目是：“一辈子随信仰而行——记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赵学增”。
我粗略记得这篇采访报道的最后结尾部分，“经济是国家的中心。
作为经济理论研究者，他越来越感到一种痛苦。
理论出现了危机，亟须新的理论来补充。
什么样的理论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赵学增思索着⋯⋯老天给人这一辈子的时间就是那么几十年，不
如轰轰烈烈地为社会做出些贡献。
这是赵学增的信条。
现在的赵学增仍然红红火火，玩命地活着。
”可以说，这篇采访报道只是粗略记述了我的曲折人生，白描出我对信仰、事业的不懈追求和艰苦奋
斗的朴素画面。
从严寒酷冷、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到常年高温又潮湿、高节奏而又平和的广州，一晃眼就从一个血气
方刚、风华正茂的2l岁兵团战士，变成了年过六旬、体弱多病的老教授。
2000年发现患上了糖尿病，2004年又遭遇突发性面瘫的袭击，经过一年多的艰难治疗，未愈。
最后留给我的却是萎缩变形的难堪容颜和功能已被严重损坏的（作为一个教师的基本工作）器官：眼
睛和嘴巴，给工作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困难。
我开始尝试用一只眼在电脑面前工作，不断摸索着在非正常情况下的工作方式，并使自己积极适应这
种变化了的工作方式。
尽管时空跨度为40余年，生活事件多有磨难，但我仍然抱以一生永远不变的信念，一辈子随信仰而行
，不埋怨、不后悔、不退缩、不动摇，快乐和坚强的、玩命地活着。
和过去年轻时相比，现在反而更加充满活力，信心百倍，干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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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与资本》是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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