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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韦苇主编的《何炼成经济思想再研究》对著名经济学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始人何炼成先生
在60余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所形成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分析，《何炼成经济思想再研究》
共分为七个章节，分别围绕何炼成先生的为学之道、生产劳动理论、社会主义所有制思想、股份制及
国有企业改革思想、市场经济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与西部经济发展思想、治中国经济思想
史的方法与理论贡献、教书育人的巨大成就和教育思想等议题展开。
本书对何炼成教授的经济思想进行了仔细地梳理和理性地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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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韦苇，女，1948年生，陕西户县人。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区域经济学与西部经济发展、中国窗代经济改革等。
代表作为《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陕西教育幽版社，1995）、《走向富强的千年追求——中国经济
发展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历史演进》（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中国经济思想与当代经济炭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主编《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5》和《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合计200余万字。
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6项，获省部级奖顼6项，厅局级奖项10余顼。
先后教授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陕西省三八红旗手、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有突出贡
献的幸家称号。
曾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剧院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呈任、民盟中央委员
、民盟陕西省委副至委，现任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府参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
经济学会彰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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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何炼成的为学之道
 一　博学之——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
 二　审问之—— “实事求是”的科学怀疑精神
 三　慎思之——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之方
 四　明辨之——“交换、比较、反复”的理论探索之路
 五　笃行之——宽容大度的处世之道
第二章　明师指路：生产劳动理论何炼成学派的开拓、发展和完成
 一　生产劳动理论代表性学派的观点
 二　生产劳动理论何炼成学派的开拓
 三　生产劳动理论何炼成学派的发展
 四　生产劳动理论何炼成学派的完成
第三章　社会主义所有制、股份制及国有企业改革
 一　所有制改革
 二　股份制与国有企业改革
第四章　何炼成市场经济思想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因
 二　市场与计划
 三　市场体系
 四　市场经济秩序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与西部经济发展思想
 一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二　西部经济发展思想
 三　中国发展经济学与西部经济发展思想简要评价
第六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书育人的巨大成就和教育思想
 一　教书育人的巨大成就
 二　教育思想
第七章　治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与理论贡献述评
 一　治史方法的创新与经济管理思想理论体系的创建
 二　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武器，对名人经济思想进行的独特剖析
 三　发掘经济名著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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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针对劳动价值论的“实现论”，何老的批驳是从正确认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内涵着手展
开的。
他通过对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论述的系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是指同一
部门内生产单位使用价值所必要的社会平均劳动，反映了同一部门内不同生产者之间在劳动耗费上相
互比较的关系，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则是指已经在数量上确定了的，需要成比例地分配于不
同生产部门的各种不同产品的生产劳动，反映的是不同部门的生产者之间如何分割社会劳动的关系。
它们的联系是：前者是后者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分析后者的出发点，而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引申。
接着何老指出应当重新理解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决定的关系。
前者仅是从一个部门内抽象地分析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决定问题，后者则是从不同部门之间分割社
会劳动的关系，结合供求状况来进一步分析市场价值的决定问题，是同一价值规律的两个既相联系又
相区别的表现，而不是说存在着两种不同含义的价值决定。
随后，何老通过举例直观地说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如何决定价值的，即在商品供给量和
社会正常需要量一致的情况下，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反之，在社
会正常需要量超过供给量的情况下，商品的社会价值就会由劣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
来决定；这样，全部该类商品社会价值的总和就要大于个别价值的总和，从而在该部门内构成一部分
‘虚假的社会价值’”。
　　针对强调非劳动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的“新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何老的批判思路是这样的：首
先分析了这种观点的“新”在何处，“就是扩展劳动这一概念的外延，把使用价值的生产或劳动生产
率加进来，把劳动定义为由其生产的一定量的使用价值所体现的或支出的劳动量——劳动时间X劳动
生产率从而推论出‘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否定‘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结论”。
接着分析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混淆了使用价值数量与价值量的概念，把创造使用价值的数量的
劳动说成是价值量的创造者。
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不难得出资本、土地、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结论，显然，这一观点是不符合劳动
价值论的”。
　　在文章中，针对谷书堂、柳欣同志提出的“按贡献分配”的目的是试图找出既区别于传统的对“
按劳分配”的解释，又不同于“边际生产力论”的第三种解释，并把其确定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观
点，何老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按贡献分配还是按劳分配之争，实质上仍然是劳动价值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
这一争论，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我国近十年来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再现这一争论而已。
”他认为，“由于‘贡献’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可以有多种解释，如按劳动的贡献分配当然是属于按
劳分配，按资本或土地的贡献分配就很难说是按劳分配了，如果硬要把它们说成是按劳分配，就必然
要得出资本或土地本身也创造新价值的结论”。
因此，这样的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往往滑向劳动、资本、土地共创价值的一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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