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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如何生产，如何交换，如何消费，构成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基
本内涵，生产方式的演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
自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日起，其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方式就处于不断演进之中，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
济和社会制度的持续变迁和发展。
从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演化和发展，是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
的科学方法。
　　在比较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时，巴兰和斯威齐指出，当代资
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专业化和实证化特征，使它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分析能力。
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分析范式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秩序，而不是它
的各个部分，它包含着一种方法论和一种理论，也许更正确地说是若干理论，它很能说明我们的社会
是怎样运转的，正在向何处去。
①而支撑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整体分析能力基础的，是他的生产方式及其演化理论。
　　作为科学的理论分析范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发展和演化的规律
。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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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的危机及其向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发了资本主义新一
轮经济转型。
    本书的研究表明，后福特制不仅表现为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本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
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
为了适应生产方式的转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革的重心是构建创业或创新环境，因而被称为刨
业资本主义或创新国家。
后福特制的兴起，一方面促进了以IT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
济的出现，另一方面又造成全球生产能力的过剩和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深化，孕育着新的经济危
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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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1965年2月出生，祖籍山东济宁。
200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1年到2003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
现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副所长，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创业经济和创新政策。
近年来。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出版专著和译著多部。
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曾获天津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2004年），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
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06年，集体）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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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产量低而成本高，不存在规模和范围经济。
　　在单件生产方式中，不仅单个产品的成本高，而且总产量的平均生产成本也不随产量的增加而下
降。
例如，如果某家公司用单件生产方式制造20万辆相同的汽车，那么每辆汽车的平均成本并不比只制
造10辆汽车规模时低多少。
　　欧洲是单件生产方式的发源地。
单件生产方式的产生不仅与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关，而且和市场需求相关。
就汽车产业来说，当时的市场仅仅是地方性的，汽车只是某些富豪的玩物，而不是大众必需的消费品
。
因而，低速度、高成本又精益求精的手工生产足以满足当时的市场需求。
但是这一切在20世纪初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20世纪初，在快速增长的单一市场需求驱动下，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为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主
要手段。
在这种条件下，以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福特制替代了传统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单件生产方式，并成
为整个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
　　福特制起源于1913年享利·福特在底特律海兰公园汽车组装厂所创建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
其特点是依靠单品种大批量生产，通过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
由于福特汽车公司在生产方式上的这一创新，一跃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汽车生产厂商。
福特制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成为其他汽车厂商和制造业部门竞相模仿的对象，并迅速成为整个制
造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
　　作为一种生产组织方式，与单件生产方式相比，福特制具有如下特征：　　1.零部件的标准化和
完全的互换性。
在对大规模生产作出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沃麦克、琼斯和鲁斯指出，大规模生产的关键，不像当时和
现在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于自动组装生产流水线，而在于零部件完全的互换性和安装的简便性，即
零部件生产和组装的标准化。
①因为，享利·福特在1905年就完成的这一制造工艺上的重大革新是生产流水线创立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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