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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前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
的证明和运用”①。马克思在长达四十多年的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作指导，运用唯物辩证法，在批判
地继承西欧古典政治经济学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现实情况，系统而全面地考察了资
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发现了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分
配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阐明了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对立的经济
根源，论证了自由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恩格斯
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
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②。　　在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它经历了成功和辉煌
，也遭遇过严重的挫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三十年
的改革与开放，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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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为满足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需要而编写的
，它的侧重点放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因此，本教材以《资本论》的逻辑体系
为框架，以资本的运动和发展为主线，以成熟的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为背景，结合当代世界经济
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变化，力图在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对当代世界经
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变化给予符合逻辑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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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劳动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不仅越来越多的自然物被人们用作劳动对
象，而且新的原材料特别是许多合成材料也不断出现和日益增多，越来越显示出劳动对象在生产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实践表明，劳动对象的质量和性能越好，制造出来的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就越好。劳动
对象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现出来。　　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许多生活与发展
需要作为服务对象被纳入劳动对象的范围之中，如人们的教育培训、医疗卫生、文艺体育以及美容美
发、沐浴足浴等。劳动对象由物质对象向服务对象的拓展，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　　
生产过程的三要素是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基本条件。无论是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还是生产
力获得了较大发展的现代社会，劳动过程都必须具备这三个基本要素。人的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
象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最抽象、最一般、最基本的，从而是最具有普遍性的要素。其中，人的劳动是
社会生产的主观因素，在生产中起着主导、能动的作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则是社会生产得以进行
的客观物质条件。如果从生产过程的结果来看，人的劳动表现为生产劳动，而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则
表现为生产资料。人的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物质资料生产过程。总之，生产过程的三个
简单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要进行生产，三者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一切社会形态
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　　二、物质资料生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1.生产力　　
为了实现物质资料生产，人们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生产劳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包含人
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劳动过程和人与人之间发生相互关系的社会过程，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　　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人们必然要和自然界发生联系，即人运用自己的劳动作用于自然界
，使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生产力是指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也标志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广度
和深度。　　在生产力的构成中，包括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人的要素是指具有一定生产技能和经验
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它在生产中起着根本的、能动的作用。物的要素是指生产资料，即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生产工具。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生产力构成要素的结
合中，科学技术、管理和信息等因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当代社会生产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因为，在生产力中，无论是人的因素还是物的因
素，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劳动者掌握的科学技术越多，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和创
新能力就越强；而生产资料隐含的科学技术水平越高，生产资料的效率和工效就越高，这些都已被现
代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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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全面，通俗易懂。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

Page 7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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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