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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力系统研究》将经济力视为一个系统，把生产力、分配力、交换力、消费力、自然力等视
为经济力的构成要素或子系统，所以对经济力系统及其子系统的理论分析都按照系统论的思想展开。
基本的逻辑思路是：系统构成的基本元素→系统结构→系统环境→系统行为与系统功能→系统的演化
→系统的矛盾运动。
循着这样的思路，本书对经济力及构成经济力的生产力、分配力、交换力、消费力和自然力等从政治
经济学的视角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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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是一个体现双边和多边利益关系的行为过程，包
括下列几个基本要点：（1）人与人之间的彼此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是交换的社会基础；（2）人对物
的依赖性是交换的物质基础；（3）社会分工、每个人（生产组织）都在一个特定的范围（物质领域
和空间领域）生产，这是交换的外部动力；（4）获得生活资料，将自己生产的使用价值与其他人生
产的使用价值进行交换，这是交换的内在动力；（5）货币是交换的介质，也是交换得以在更大的空
间范围内进行的纽带；（6）交换过程的构成要素包括交换主体、交换对象和交换行为；（7）交换的
最终结果是生产者的生产成果（使用价值）在空间范围内的流动，在商品生产条件下是价值实现。
　　二、交换与流通的区别和联系　　交换和流通是一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经济范畴。
交换是一个体现双边和多边利益关系的行为过程，而流通则是一系列相继进行的交换，是等价物的一
系列交换活动。
这就把交换和流通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揭示出来了。
马克思说：“流通是这样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普遍转让表现为普遍占有，普遍占有表现为普遍
转让。
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
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客观联系，尽管来自自觉的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
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
”②但是，交换与流通又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第一，交换是确立等价物（交换价值）的行为。
“交换行为所以确立价值，是因为价值是前提；交换行为实现主体作为价值的规定。
但是，把一个商品确立为价值的行为，或者说，把另一个商品确立为该商品等价物的行为，或者也可
以说，确立两个商品等价的行为，显然不会给价值本身添加任何东西，就像±号既不增大也不缩小它
后面的数字一样。
”①所以，交换作为确立等价物的行为，按其性质来说，既不提高商品的价值总额，也不提高被交换
的商品的价值。
“一次交换活动不能增加交换物的价值，同样，交换的总和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②也就是说，流通也不能增加商品的价值。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明确指出：“很明显，流通--因为它归结为等价物的一系列交换活动--不可能增
加流通的商品的价值。
”③马克思进一步分析指出：“经济学家们把流通，即资本为了开始新的生产所必须完成的回转，正
确地规定为一系列的交换，这样他们也就承认，这种流通时间不可能是增殖价值的时间，就是说，不
可能是创造新价值的时间，因为一系列的交换，不管它包括多少次交换行为，也不管完成这些活动需
要花费多少时间，都只是等价物的交换。
”④从价值增加这一点看，交换和流通是相同的，即两者都不增加被交换或被流通的商品的价值，但
是交换所确立的交换价值是流通得以进行的基础和标准。
关于交换和流通的关系，马克思有过非常明确的论述：“商品交换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社会的物质变换即私人特殊产品的交换，同时也就是个人在这个物质变换中所发生的一定社会生产关
系的产生。
商品彼此间在过程中的关系结晶为一般等价物的不同的规定，因而，交换过程同时就是货币的形成过
程。
表现为各种过程连续进行的这个过程的整体，就是流通。
”⑤这就是说，流通是一个连续的交换过程的整体，是以交换形成的货币为介质的连续的交换过程的
整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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