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分析的伦理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经济分析的伦理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811125306

10位ISBN编号：7811125307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云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建立 等 著

页数：49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分析的伦理基础>>

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域，它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亦即《资本论》第一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获得自己新的生存论基础。
经济现实与传统伦理之间的矛盾张力突出了社会主义市场实践的伦理新境遇，而这正是我们关于经济
分析的伦理基础研究的时代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研究。
　　在理论要点上，我们突出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发问方式，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社会贫困
问题为出发点，从“人”的角度向市场发问，由真理原则引出道德原则，由经济规律引出道德规律，
即马克思通过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从商品经济规律引出市场契约伦理，从人道主义角度引出市场伦理
困境，在自由、诚实和公正的经济学研究中，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托起契约伦理与劳动正义，
在资本的非人化趋势中发现资本的人道化趋势，把古典经济学的契约交换和劳动正义改造成无产阶级
的劳动权利呼吁，并由劳动权利进一步要求人的权利。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突出马克思的生命哲学及其生命释义方法，把世界的“创造”即解释看作是
一种理性和情感参半的思想活动，强调哲学和科学活动存在伦理前提，认为经济规律因其不可直接观
察、只能以抽象力来把握的固有属性而使其带上某种形而上学性质，这就使得经济学家得以在经济学
世界观建构过程中以经济规律来寄托不同的道德情感。
所以，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学世界观的技术化或操作化的表达方式，被马克思称作“经济学家的意识形
态”。
　　而经济学世界之形而上学性质的根源来自于马克思以“生物学范式”整理经济世界，强调事物的
内在秩序和内在价值，在本体论上以“有机整体”的思考方式肯定事物自身的“生存权利”；在认识
论上突出事物的“内在秩序”的不可直接观察、只能理性把握的形而上学性质；在价值观上，强调伦
理和法理只是事物本质的宣告和理想化的反思影像，亦即，事物的本质就是道德实体，而法律旨在保
护伦理关系、实施伦理秩序。
法理的基础是道德，道德的基础是事物的本质。
这在经济学研究中反映出来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秩序规定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表现
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世界观的理论再造与道德重塑，他既承认现存世界的生存权利及其在伦理与法
理上的自我辩护，又从经济进化中得出现存秩序及其伦理与法理要求的历史性，从社会历史的“原始
方程式”中逻辑地推出通往未来理想的人道社会的理论通道和现实途径。
　　在篇章结构上，本文采取三篇结构，突出马克思价值——认知结构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马克思
早期思想不是需要摆脱的消极赘生物，而是其理解世界的一种积极的“前结构”，这种．“前结构”
作为一种内在的、基础性的和连续发展的、使知识和道德成为可能的价值——认知结构，规约着马克
思以后思想发展的路径和方向，以至连马克思本人也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从思想上给过去和未来划下
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
第一篇“前经济伦理批判时期”突出自由、幸福和契约正义为理论内核的原子论哲学的自然法框架，
及其在解答社会贫困这一时代课题过程中，如何被政治学化和法学化为一种以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关
系为中心的“有机理性”和“民主制”理想；第二篇“经济伦理的经济哲学批判时期”突出马克思以
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而将人道主义与经济学、经济规律与伦理规律予以深层学理融合所演化出的唯物
史观的核心框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规律载起人道主义；第三篇“经济伦理的经济学批判
时期”则是唯物史观的经济学化过程，从商品——货币的形式规定和交换规律引出契约伦理与经济人
的德性要求；这种契约伦理在生产领域的贯彻使得劳动价值论被“彻底化”为剩余价值规律，从而扭
转了劳动价值论的伦理方向，使等价交换、契约伦理和劳动正义成为无产阶级的伦理武器，指出经济
规律的人道主义的进化方向，从而要求共产主义公平，即，超越平等主义的劳动权利，视真正的人的
权利应该是考虑个体差异的不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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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　言第一篇　前经济伦理批判时期（从“中学毕业作文”到《德法年鉴》）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学
生时代的生命追问——从新教价值观到自由本体论一、人性自由与人类幸福：一个寻求与自然（基督
）一致的少年新教徒⋯⋯⋯⋯（一）自由与责任、权威与理性：人兽自然分野下的自由人性设定（二
）自由与决定、使命与痛苦：社会原则、肉体原则与精神原则（三）完美境地：个人尊严、人类幸福
和自身完美（四）救赎之路：世俗的德行（人道）与基督本人的道（天道）（五）国家理想：开明元
首政治——民主政治的德意志形态二、青年马克思大学时代伦理价值观转变的三个来源或动力（一）
父母的箴言1．良心、意志与尊严　2．为自己开辟道路，为神圣义务铺路　3．天赋理应受到酬劳，天
赋应使自我完美4．经济学课程与卡尔式账单：青年马克思对待经济学与经济问题的最初态度（二）
浪漫诗情和文艺活动：被爱情和诗歌唤醒的自我解放与自由个性　1．自我画像对基督圣像的排挤：
青年马克思诗情活动中的自我中心转向　2．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截然对立：青年马克思对自由概
念的诗情阐释3．幻灭的诗情结局：在灵魂深处寻觅生命的永恒之美与和谐之音4．否定带来的讽刺狂
热：自由的人道精神对现代科学的戏谑与挑战（三）寻求“事物本身的理性”：法哲学思想试验中的
“现代世界哲学”背景1．启蒙精神的德国思辨形式：青年马克思哲学活动中的德国古典哲学背景　2
．应有之物与实有之物的对立：“没有哲学就无法前进”　3．形式必然从内容中产生：将新的神安
放进尘世的中心4．诱入敌人的怀抱：建立与现代世界哲学的密切联系三、“博士论文”中的理性自
然观：一种以自我意识立论的自由本体论（一）怀疑方法与表象自由：哲人的自我意识及其在世界创
造过程中的情感与原则（二）哲人形象与哲学态度：哲学体系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人格化生活历程所产
生的自然伦理与知识伦理问题（三）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比较：哲学——科学活动的
伦理前提与青年马克思的原子概念（四）原子形式规定（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实现：原子偏斜
的三个伦理结论1．抽象的个别性与人的自由对立2．先决条件悬置与人的幸福宁静3．原子间性与自然
法一契约正义⋯⋯第二篇　经济伦理的经济哲学批判时期（从《巴黎手稿》到《新菜茵报》）第三篇
　经济伦理的经济学批判时期（《资本论》及其手稿）结束语参考文献附件一附件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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