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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倦明的这本《&lt;资本论&gt;经济行为理论的具体化》根据唯物史观重视主体实践的重要思想，发掘
《资本论》中固有的但鲜为人知的经济行为理论。
本书论证：《资本论》的经济行为理论既是基于劳动价值论、资本理论的更为具体的研究，又与后二
者相区别，并一起发展而具体化。
《&lt;资本论&gt;经济行为理论的具体化》发现：《资本论》经济行为理论在批判资本家行为野蛮性的
同时，也肯定资本家行为的转型发展包含一定的合理成分。

本书的研究开辟了《资本论》研究的新领域，在展示这个理论系统性、深刻性、科学性的同时，也展
示了它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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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俊明，福建泉州人，经济学博士、教授。
现为华侨大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生导师，泉州师范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福建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
会长，福建省《资本论》研究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泉州市企业经营管理协会会长。
已出版5部著作，其中有3部研究《资本论》的系列学术专著：《（资本论）终篇研究》、《&lt;资本
论&gt;劳动价值论的具体化》、《资本转型论——&lt;资本论&gt;资本理论的具体化》。
发表有关《资本论》及经济哲学的论文60余篇。
曾主持并完成省部级课题10个，其中重大课题、重点课题各一个。
现在正主持一个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课题。
曾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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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导言
第一篇 对象与方法
　第一章 《资本论》经济行为理论的研究对象
 　第一节 主体行为“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
 　第二节 主体行为
 　第三节 结合客体考察主体行为
　第二章 科学方法
 　第一节 直接性与间接性统一的方法
 　第二节 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
 　第三节 一般与特殊统一的方法
第二篇 资本主义起点简单主体的一般经济行为
　第三章 三位一体的经济主体
　第四章 生产行为
 　第一节 生产行为的一般社会属性
 　第二节 劳动
 　第三节 生产劳动
　第五章 交换行为
 　第一节 交换是个人的过程、社会的过程
 　第二节 总体交换的影响
　第六章 生产行为与交换行为统一
 　第一节 社会经济形式与经济行为
 　第二节 整体经济行为中包含着基本矛盾
第三篇 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单个资本家的经济行为
　第七章 经济主体的转型
 　第一节 身份的转型
 　第二节 观念的转型
 　第三节 职能的转型
　第八章 单个资本家的生产行为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新阶段、新条件
 　第二节 生产行为
　第九章 单个资本家的流通行为
 　第一节 单个资本家的购买行为
 　第二节 单个资本家的售卖行为
 　第三节 总体买卖行为
　第十章 单个资本家的再生产行为
 　第一节 积累行为
 　第二节 周转行为
 　第三节 再生产过程中主体的自主调节机制
第四篇 资本主义较为发展阶段总体资本家的经济行为
　第十一章 经济主体的成熟、典型化
 　第一节 大资本家主导的总体化趋势
 　第二节 主导主体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变化
　第十二章 总体资本家的生产行为
 　第一节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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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扩大再生产与各资本家之间行为关系的变化
 　第三节 扩大再生产与两大对立阶级关系的变化
　第十三章 总体资本家的流通行为
 　第一节 “斯密教条”批判
 　第二节 简单再生产
 　第三节 扩大再生产
　第十四章 总体资本家的再生产行为
 　第一节 产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导致利润率的平均化
 　第二节 利润率下降趋向中的主体行为
 　第三节 商业资本家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
 　第四节 职能资本家与货币资本家之间的分赃
 　第五节 总体资本家与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赃
 　第六节 分赃行为与再生产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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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还进一步说明，即使是剩余价值部分，也不能全部作为赃物分割光
。
因为分配是以职能资本家为主进行的，为了扩大再生产，他们必然要对剩余价值做些必要的扣除，“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
这样，可供分配当事人分割的充其量也只是剩余价值的较大部分。
另外，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要提取一定的数额用作积累基金。
在第三卷的前六篇研究中，马克思已经阐明剩余价值在资本家（包括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借贷
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之间按什么样的次序和规律分割。
如果不把工人用劳动力换取工资计算在内，——学术界通常把它当作“一次分配”，如果专指社会主
义企业，这是可以的，但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情况就不同了。
马克思已经证明，工人没有参加分配。
所以严格地说，一次分配指的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
——那么在这种分割过程中，有多个层级：一是先有产业资本家从新创造的价值中分割出剩余价值；
二是产业资本家之间之间发生的分割，主要通过利润率平均化而进行；三是与商业资本家的分割，形
成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四是他们再与借贷资本家分割，最后再与土地所有者分割。
可见在这些主体之间依次有五级分割，并且每一级分割都有其特殊的规律。
但是，规律与规律的实现并非同一的，后者会因为各种情况或条件的而发生变形。
在终篇，马克思进一步说明，这些分赃的规律在流通中、在分配当事人意识中也被颠倒表现了。
既然在这些当事人看来，收入是由生产要素决定的，那么，分赃就要紧密联系这些生产要素。
在剩余价值的分割方面，他们只是按照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一些肤浅的原则，不仅将工人买卖劳动
力获得工资曲解为参与分配，并且以社会表面所呈现的表象，认为是按在流通中事先确定的工资率、
利润率、利息率、地租率来“分配”的。
就工资而言，它本质上是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但在社会表面上，却表现为工人与资
本家之间事先协议的标准，表现为一定的工资率。
“工资在与它相当的价值等价物被生产出来以前，已经由契约规定。
因此，工资作为一个在商品和商品价值生产出来以前数量已定的价格要素，作为成本价格的一个组成
部分，不是表现为一个在独立形式上从商品总价值中分离出来的部分，而是相反，表现为已定的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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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本论经济行为理论的具体化》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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