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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中收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专家在我国社会主义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基本观点研究方面，在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
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对认
真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
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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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建平，1946年生，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学和研究，主持20多项
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已出版《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报告》等著作和教材10多部，发表学术论
文100多篇，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会副会长、福
建省人民政府顾问、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福建省科协副主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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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我的经济理论研究简要回顾　　一　　在粉碎“
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面对“左”的理论与实践，我在教学与研究中经常处于困难境
地。
几乎每次“左”的政治运动，我都会受到冲击。
在理论研究中，只好转向《资本论》中的基本问题和某些较无风险的纯理论的题目。
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有一种在政治理论思想上的“解放”感，积极参与了理
论工作中的“拨乱反正”。
针对批判所谓“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及宣传上层建筑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我在《光明日报
》1978年4月10日和6月19日先后发表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和《略论生产力发展的连续
性》，并在《哲学研究》1980年发表了《关于生产力的内容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此文超越了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的框框和争论，提出生产力多要素论。
并且说明：长期以来，“把生产力的内容理解得很狭窄，它的许多因素曾在长时期被忽视了。
如片面强调人的因素而忽视物的因素；在物的因素中片面强调生产工具的作用而忽视原材料、电力和
其他能源等的作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没有加以很好的保护和利用；强调群众运动，而忽视甚至
鄙弃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的作用，还不断批判‘技术至上’、‘专家路线’；强调政治的决定作用，
而忽视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的作用。
”　　针对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成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两种因素的斗争”作为搞
“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根据，我在1978年的《经济研究》第4期发表了《驳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
因素论》。
当时还曾流行一种关于“过渡时期”的“新”理论，硬说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是指从资本主义到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因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过渡时期。
对此，我在1980年的《教学与研究》第2期发表了《我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理》，肯定“过渡
时期”只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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