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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类国内外经典教材习题详解系列是一套全面解析当前国内外各大院校权威教科书的辅导资料。
我国各大院校一般都把国内外通用的权威教科书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专业课程的参考教材，这些
教材甚至被很多考试（特别是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和培训项目作为指定参考书。
这些国内外优秀教材的内容一般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但课（章）后习题一般没有答案或者答案简单
，这给许多读者在学习专业教材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学习专业课，我们有针对性地编著了一套与国内外教材配套的复习资料，整理了
各章的笔记，并对课（章）后的习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是我国许多高校采用的政治经济学优秀
教材。
作为该教材的学习辅导书，本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整理名校笔记，浓缩内容精华。
每章的复习笔记以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4版）为主对本章的重难点进行了整理，并参
考了国内名校名师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课堂笔记，因此，本书的内容几乎浓缩了经典教材的知识精
华。
2．解析课后习题，提供详尽答案。
本书参考大量经济学相关资料对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4版）的课（章）后习题进行了
详细的分析和解答。
部分章节增加了对原书重点内容改编而成的习题和答案，并对相关重要知识点进行了延伸和归纳。
3．精选考研真题，补充难点习题。
为了强化对重要知识点的理解，本书精选了部分院校近年政治经济学考研（博）真题和相关习题，并
提供了参考答案。
所选考研真题和习题基本体现了各个章节的考点和难点，特别注重联系实际，突现当前热点。
此外，应该注意的是：教材中有个别知识点过时或者陈旧，本书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对相关的内容进
行了必要的修改和完善。
例如，教材中关于公司法部分内容是依据2004年前的《公司法》（未修订前）编写的，我们在整理笔
记和习题的过程中，根据最新的《公司法》（2005年版）对该部分的内容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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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与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政治经济学》（第4版，逄锦聚等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配套的学习辅导书。
本书基本遵循第4版的章目编排，共分21章，每章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复习笔记，总结本章的重
难点内容；第二部分是课（章）后习题详解，对第4版的所有习题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答；第三
部分为考研真题与难题详解，精选部分名校近年考研真题和相关习题，并提供了详细的参考答案。
    圣才学习网／中华经济学习网提供逄锦聚《政治经济学》名师网络班与面授班（随书配有圣才学习
卡，网络班与面授班的详细介绍参见本书最后内页）。
本书和配套网络班与面授班特别适用于各大院校学习该教材的师生，以及参加考研、考博等经济学相
关考试的考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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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透过生产力看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
来，资本主义生产日益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代替。
5．试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中国人民大学2007研）答：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曾作过不止一次的论述。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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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得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物质资料的
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
这个规定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以流通为对象的重商主义，也不同于仅仅以农业部
门为对象的重农主义，也不同于当时以分配为出发点的经济思想。
政治经济学对象以生产为出发点，反映这样的事实：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涉及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不是生产的自然属性，而是生产的社会属性。
但对生产的社会属性的分析不能脱离生产的自然属性，原因是反映自然属性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制
约生产的社会属性。
（2）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以生产为对象不是一般地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
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都是连续不断的社会再生产。
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
它们就如马克思所说，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
“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
”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要研究人们
在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
（3）生产力社会生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这也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的生产所包含的两方面内容。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
当然，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地研究生产力，不是研究生产的工艺方面，而是要研究影响和制约生产关
系发展的生产力，特别注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
主义社会的这种矛盾有根本性不同。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矛盾单靠资本主
义自身的力量是不能从根本上得到克服的，因而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
而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得到解决。
因此，以资本主义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寻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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