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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政治经济学)(第4版　逄锦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配套的学习辅导书。
本书遵循第4版的章目编排，共分22章(含导论)，每一章按常见的考试题型进行分类，分为名词解释、
辨析题、简答题和论述题。
所选考研真题全部来自指定逢锦聚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为考研参考书目的院校，并对所选考研真题的
答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

圣才考研网(WWW．100exar~corn)提供全国所有高校各个专业的考研考博辅导班(保过班、面授班、
网授班等)、国内外经典教材名师讲堂(详细介绍参见本书书前彩页)。
购书享受大礼包增值服务[100元网授班+20元真题模考+20元圣才学习卡]。
本书特别适用于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考研参考书目为逄锦聚主编的&lt;政治经济学)的考生，也可
供各大院校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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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
　一、名词解释
　二、简答题
第一篇　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
　第一章 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一、名词解释
　 二、辨析题
　 三、简答题
　 四、论述题
　第二章 商品和价值
　 一、名词解释
　 二、辨析题
　 三、简答题
　 四、论述题
　第三章 货币与货币流通量
　 一、名词解释
　 二、辨析题
　 三、简答题
　 四、论述题
　第四章 资本及其循环和周转
　 一、名词解释
　 二、辨析题
　 三、简答题
　 四、论述题
　第五章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
　 一、名词解释
　 二、辨析题
　 三、简答题
　 四、论述题
　第六章 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
　 一、名词解释
　 二、辨析题
　 三、简答题
　 四、论述题
　第七章 竞争与垄断
　　一、名词解释
　　二、辨析题
　　三、简答题
　　四、论述题
第二篇　资本主义经济
　第八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名词解释
　 二、辨析题
　 三、简答题
　 四、论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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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资本主义的分配
　 一、名词解释
　 二、辨析题
　 三、简答题
　 四、论述题
　第十章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
　 一、名词解释
　 二、简答题
　 三、论述题
　第十一章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一、名词解释
　 二、辨析题
　 三、简答题
　 四、论述题
　第十二章 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
　 一、名词解释
　 二、辨析题
　 三、简答题
　 四、论述题
　第十三章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一、名词解释
　 二、简答题
　 三、论述题
第三篇 社会主义经济
　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一、名词解释
　 二、论述题
　　⋯⋯
附录　指定逢锦《政治经济学》教材为考研参考书目的院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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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④经济科学是一门经验科学。
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中国经济。
政治经济学要以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
、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作出贡献。
政治经济学应该为发展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
出应有的理论贡献。
　　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必须坚持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要勇于实践，作出新探索，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论。
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会进一步深入，许多经济理论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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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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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生产　
　生产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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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同于当时以分配为出发点的经济思想。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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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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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
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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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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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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