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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财富范畴的认知，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视阈，同一学科又有着迥然不同的解读，多向度的范畴释
义为什么如此判若云泥、如此千差万别？
《中国经济哲学评论（2011财富哲学专辑）》阐述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财富范畴首先是历史的范畴，
它随着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变化而演变，随着人类不同的经济交往形式和商品交换程度的发展而嬗变
，而不同时代留下的财富记忆构成了财富认识的特殊性、个别性，因而财富范畴的内涵与外延也随着
历史的过程性不断被人类文化自觉读写。
二是，财富首先是社会性的存在，它关涉着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与人的社会行为和精神活动相关联
，因此多棱角的透视财富的属性与本质，尤其是来自感性的、理性的、心理的或意志界面的释义，都
是我们科学把握财富范畴寓意的前提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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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能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所谓让各种所有制、各种利益集体在市场博弈中达到公平，机会均等就是公平，如果这就是公平，那
劳动者只能是这种所谓机会均等公平中的最不公平的一方。
市场中的机会均等适用于进入市场的资本拥有者和投资者，可资本与劳动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机会均等
。
这是由他们各自的地位决定的。
当然，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这是指其中的成员，而不是阶层本身。
阶层不会有整体性流动，它只能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只要雇佣关系中的资本与劳动的区分存在，资本就比劳动强势。
劳动离开资本就会失业，特别是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劳动者离开资本就不能生存。
这是资本主义市场规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自身特点，构建和谐社会，调节劳资关系是我们的基本政策。
应该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和劳动积极性。
但就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来说，资本比劳动强势、聘用者比被聘用者强势。
因此市场经济下的双向选择、所谓选择自由，永远不能越出市场经济中资本与劳动关系的限制。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引导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这四个字至关重要，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线。
我们从不把消除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把共同富裕寄托于对公平的道德诉求，而是按邓小平社会主义
本质论教导，按以人为本的原则，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这才是真正的社会
主义公平之路。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精神贫穷同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新财富观，不单纯关涉物质财富，还有精神财富。
精神产品同样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消费方式和结果并不相同。
物质财富的消费受到生理限制。
虽然随着社会发展，生理需要已经不是消费的限制，享受和奢侈性消费成为物质财富消费的主要内容
，但终究有个限度。
超过人的社会的、生理的、心理的合理的物质需求，往往表现为不合理的消费。
精神财富的消费则是无限的；物质财富不合理的、过度的消费会不利于财富占有者主体自身，而精神
财富的消费则使消费者素质越来越高，使其越有教养、越有文化。
物质消费虽然可以拉动生产，但社会物质过度消费会破坏生态环境，破坏资源，妨碍可持续发展；而
精神财富则是一种增值性消费，消费孕育出新的精神产品，智慧的碰撞会产生新的智慧。
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应该有利于劳动时间的缩短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有利于人的素质的培养
和提高。
物质生产任何时候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并不是说投人物质生产的社会劳动总量越多越好，
事实正好相反，科技革命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时间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
精神生产在社会总生产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
社会主义社会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就是走向马克思设想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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