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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满足高等院校的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需要而编写，也可作为广大教师、理论工作者从事
教学和研究的参考用书。
    本书是笔者在多年从事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的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它力求准确、简明
地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又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
基本方法，认识、分析和回答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既尽量吸收学术界的
重要研究成果，又通过对实际生活的概括和总结作出一定的理论创新，以达到理论性、科学性与时代
性、实践性的高度统一。
在写作框架和风格上，力图做到系统严谨、简洁明快，以利于读者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掌握这门课程的
主要内容，领会其中的精髓。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广泛阅读、参考了国内外相关著作、论文和资料，尽可能吸收了其中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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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范畴。
货币既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发产物，又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货币产生之后，物与物的直接交换就演变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
　　一、货币的起源和本原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因此，它也必然有两重表现形式
，即使用价值形式和价值形式。
使用价值形式就是商品自身的自然形式。
我们可以从各种商品体的自然形式上直接感受到使用价值的存在。
但商品的价值形式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不能通过商品自身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而只能在交换中通
过它的交换价值得到表现。
在商品交换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商品价值形式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表现为四种形式。
　　（一）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人类最初的交换发生在原始公社之间。
那时社会分工还没有发生，私有制也没有出现，因而还不存在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
人们只是将偶而剩余的少量产品拿来相互交换。
这种交换是偶然进行的，一种商品的价值偶然地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上，这样就出现了简单的或偶然的
价值形式。
这种价值形式用等式表示就是：　　1只羊=2把斧子　　这种价值形式看起来很简单，但它包含的内
容极其复杂。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
“①因此，我们要对这种价值形式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
　　这个等式存在着两极，即羊和斧子。
它们所处的地位不同，所起的作用也完全不同。
其中，等式左边的羊起着主动的作用，它主动与斧子相交换，从而使自己的价值通过斧子得到相对的
表现。
为什么说是相对的表现呢？
因为羊的价值不是通过它自身直接地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与其相交换的另一种商品间接地表现出来。
由于羊把自己的价值相对地表现在斧子上，因而羊处于相对价值形式。
等式右边的斧子则起着被动的作用，即被动地表现羊的价值，或者说，它只是充当表现羊的价值的材
料，因此叫做等价物，处于等价形式。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它们之间的统一表现在：二者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缺一不可。
没有斧子，羊的价值就无法表现；没有羊，斧子就不会成为价值的表现材料，即不会成为等价物。
它们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两者的互相排斥和互相对立。
同一个商品在同一价值表现中，不能既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又处于等价形式，即不能用自己来表示自
己的价值。
以羊为例，假如它同时处于价值形式的两极，用等式表示为1只羊=1只羊，那么，羊的价值就无法得
到表现，因为这个等式是毫无意义的。
同一价值形式的两端必须是两种不同的商品，也就是说，当一种商品处于相对价值形式时，必须有另
外一种商品处于等价形式，反之亦然。
　　以上我们从总体上分析了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的两极及其相互关系，下面分别考察相对价值
形式和等价形式。
　　对相对价值形式的考察，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
　　从质的方面考察相对价值形式，就是考察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商品，其价值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在“1只羊=2把斧子”这个等式的两极，是两种不同的商品，它们之所以能够在数量上进行比较，并
且按照一定的比例相交换，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东西，即价值。
这两种商品都包含着同质的价值，这是它们相互交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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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已经在前面分析过了。
但是，在这个等式中，只有羊的价值得到了表现。
羊通过与斧子相交换，把自己的价值表现为斧子，斧子则成为羊的价值的存在形式或体现物。
斧子虽然是一种使用价值，但在这个等式所反映的交换关系中，斧子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发挥作用的
，而是作为价值的代表或体现物来起作用的。
既然如此，羊通过与斧子的相等关系，就把自身的价值表现出来，取得了一个可以直接感觉到的独立
的表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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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为满足高等院校的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需要而编写，
也可作为广大教师、理论工作者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参考用书。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广泛阅读、参考了国内外相关著作、论文和资料，尽可能吸收了其中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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