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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是在2006年出版教材的基础上修改再版而成的。
为成人教育再版这本教材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发展十分迅速，由此决定了政治
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应该不断地吸收最新的理论成果，以跟上实践的发展。
基于此，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多年从事本科和成人政治经济学教学的老师感到有必要修改并再版原
有的成人政治经济学教材。
　　为适应成人受教者的学习特点，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材编写思想，力争在适应学生自主学习的
教学方式上取得突破，在再版时，我们对教材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努力为成人受教者提
供最新的内容，为学生提供体系完整、重点突出且深入浅出的课程内容，力求达到科学性、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的统一。
与普通教材相比，本教材除了更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重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实际和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的实际，同时叉不回避理论难题和有争议的现实问题，既有理论深度又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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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第二节 由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第三节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
史过渡性第三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第七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的建立和发展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三节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经济制度第八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第二节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第四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第九
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第一节 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第二节 企业和企业制度第三
节 企业的经营管理第四节 农户经济行为第五节 居民经济行为第十章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第一节 市场体
系的概述第二节 商品市场第三节 生产要素市场第四节 市场秩序和市场组织第五节 现代市场体系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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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第二节 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第三节 宏观调控的任务、目标与手段第四
节 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转换第五节 政府管制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第一节 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
第二节 对外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第三节 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经济
发展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含义第二节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实现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战略和可持续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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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述三个要素之所以是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因为它们是劳动过程的最抽象、最一般、最基本
的，从而最具有普遍性的要素。
无论是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还是生产力比较发达的现代社会，劳动过程都必须具备这三个基
本要素，否则，物质生产活动根本不可能进行。
随着社会生产和劳动过程的发展，在这些简单要素的基础上会逐渐加入某些新的要素，如科学技术、
经营管理、制度创新和经济信息等。
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以上诸要素在一定形式下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
物质产品的过程。
　　（二）生产力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生产，而是社会
生产。
历史事实表明，人类必须集结组成群体才能生存，单独的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因此，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们既要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又要同其他人发生一定的关系。
前者表现为生产力，后者表现为生产关系。
任何社会的生产，都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生产力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
它显示出人们改造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水平，反映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
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还包括科学技术、管理、制度等其他因素。
人的因素，是指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的劳动者，它在生产中起着最根本的作用。
物的因素是指生产资料，在生产资料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是生产工具，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
发展状况的指示器，也是划分经济发展时期的主要标志。
当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时，便成为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越发展，科学技术因素的作用越重要。
在当代社会生产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会渗透到生产资料和劳动能力之中，引起它们的优化。
如新的科学技术为劳动者所掌握，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技能；可以革新、创造新的生产工具
，提高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可以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并使劳动对象日益优化；还可以改进和变革
工艺过程，从而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科学技术越是被广泛地运用于生产，越是被深刻地渗透到生产力的要素中，就越能提高生产力的水
平。
当代发达国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推动的。
在现代，经济管理和制度创新也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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