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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前言

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核心课程和工商管理类核心课程是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计划“经济学类专业课程结构，共同核心课程及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和“工商管理类专业
课程结构及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两个项目调研基础上提出、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工商
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教育部批准的必修课程。其中，经济学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共8门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工
商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共9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管理信息系统、会计学、统计
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学、经济法。这些课程确定后，教育部高教司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各门课程
的教学基本要求，并组编了相应的各门课程教材。这些教材和各门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由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0年秋季陆续出齐，供各高等学校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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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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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

林岗，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理
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等职。1995年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1996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主要从事所有制理论、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学方法论等研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和部（省）级科研项目，出版著作6部，在国内外重要学
术刊物上发表论文90余篇，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14项。逢锦聚
，南开大学教授，原副校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
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马克
思主义学部召集人。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宏观
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等。曾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教材《政治经济学》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一等奖，专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获全国首届优秀出版物（著作）奖。洪银兴
，经济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组成员等职。1991年获“做出突出贡献的
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4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主要从事经济运行
机制、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现已出版著作30余本（含合著），发表论文260余篇（
含合著），获得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奖励9项。刘伟，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
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科学》主编，长江学者（北大长江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市场经济
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曾获首届全国青年社科成果一等奖，两次获孙
冶方经济学奖，两次获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多次获北京市哲学社科成果一等奖、二等奖，教
育部国家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等。发表学术论文（核心刊物）已逾百篇，仅《中国社会科学
》、《经济研究》和《北京大学学报》三份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有20篇。出版学术著作多部。顾
问作者简介：吴树青，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现任教育部社
会科学委员会主任。吴树青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资本论》有较深的研究，主编《政治经济
学》、《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学》、《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等，曾获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宣部颁发的优秀论文奖、“
五个一工程”论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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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书籍目录

导论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三、政治经济
学的研究方法四、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五、现阶段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第一篇 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第
一章 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第一节 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第二节 所有制与产权第三节 
生产力及其发展途径第四节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第二章 商品和价值第一节 商品及其内在
矛盾第二节 价值量第三节 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三章 货币与货币流通量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第
二节 货币的形式第三节 货币流通量第四章 资本及其循环和周转第一节 资本及其价值增殖第二节 资本
经营第三节 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第五章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第一节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
问题第二节 社会简单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第三节 社会扩大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第四节 供求平衡与市
场实现第六章 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第一节 信用及其功能第二节 信用制度第三节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
第七章 竞争与垄断第一节 竞争引起垄断第二节 不完全竞争市场第三节 有效竞争与反垄断第二篇 资本
主义经济第八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一节 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及其本质特征第
二节 货币转化为资本第三节 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第四节 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基本方法第九章 资本主
义的分配第一节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第二节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第三节 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地
租第十章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第一节 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第二节 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历史演
进第三节 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组织与治理结构第十一章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第一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第二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实质第三节 现代资本主义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第十二章 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及
表现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矛盾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第十三章 资
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基本矛盾第二节 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基
本矛盾的发展第三节 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第四节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第三篇 社会主义经济第十
四章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第一节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第
二节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第三节 从实际出发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定性及其
主要矛盾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第十六章 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特点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
场机制、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第三节 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第十
七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第一节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居民第
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第四节 国有企业改革第十八章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第一节 社会总
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第三节 社会总供求失衡的可能性和形式第
十九章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战
略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三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第二十章 经济全球化
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对外经济关系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必
要性、理论依据和基本方略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第三节 对外开放条件下
的宏观经济运行与经济安全第二十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第一节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波动第三节 宏观调控
的模式、目标与手段第四节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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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章节摘录

插图：三、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出的实现社会资本的连续不断的运动，如马克思所说：
“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
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①因此，研究社会再生产，一方面要考
察社会总产出（包括社会总产品和服务）的各个部分如何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即实现价值补
偿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考察社会总产出的各个部分在转化为货币形式之后，又如何再转化为所需要的
物质产品和服务，即实现物质补偿的问题。社会总产品和服务的各个组成部分经过流通进人消费，在
价值上得到补偿，在使用价值上得到替换，这就是社会总产出的实现。这个过程是在市场上完成的，
因此，市场实现问题是研究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说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实现问题
呢？首先，社会资本再生产反映了资本的现实运动，而资本从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的转化，是资本运
动之“惊险的跳跃”，②它表明既有生产过程是否能顺利完成，也同时表明下一个生产过程能否正常
开始。如果社会总产出能够通过交换，实现其价值，就意味着社会生产所耗费的资本能够在价值上得
到相应的补偿，意味着社会资本的周转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从而可以重新购买生产要素，开始新
一轮的再生产。否则，如果社会总产出不能或部分不能顺利销售，所耗费的资本就不能得到或不能充
分得到价值补偿，社会再生产就不能正常进行。其次，社会再生产的进行，不仅要求生产中所耗费的
资本在价值上得到补偿，而且要求资本价值所反映的实际生产过程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得到
实物的替换。就是说，社会资本所获得的价值总量要足以用于重新购买所需补偿和替换的生产要素，
从市场上得到的使用价值必须符合再生产继续进行的需要。使用价值形态的补偿和替换是社会再生产
运动中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它不仅有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有关服务产品的总量补偿和
替换问题，而且还有这些需要补偿和替换的使用价值的内部结构问题。如果社会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
务在实物构成上与所耗费和要补偿的不一致，则社会再生产的进行会遇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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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编辑推荐

《政治经济学(第4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政治经
济学(第4版)》适合作为高等学校经济学类、管理学类各专业的教学用书，也适合作为相关考试和广大
干部群众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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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精彩短评

1、学政经的理想教材，不错
2、好书。。。
3、质量不错，速度也很快，推荐买！！
4、洪老来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
5、不解释
6、方敏大神讲得好 至于这本书⋯⋯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那帮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辩论辩不过学西
方经济学的人了吧，都是学这种千篇一律的东西出来的，活该辩不过
7、一般般吧，明显就是盗版啊，被坑了！！！
8、我看了。。。两遍。。。然后决定去CCER，因为人家不考政经。。。
9、嘿嘿。。不忍心所以来遭践他。。排版看着不舒服才一开始不愿临幸他
10、政治经济学
11、很经典的教材 考研会用到的
12、一直在找《政治经济学》逄先生的第四版，终于找到了，考研用。
13、只看了其中几章。。
14、基本理论写得好，资本主义部分开始有点乱，讲不清，有的文字很晦涩
15、挺好的，没发现什么错误。
16、纸张质量一般，像高仿的，不过这本书网上很少有卖的，所以我还是买了，貌似贵了点~~~
17、前几章还行 后面又是套话
18、擦！
19、纸质不错，字迹清晰，包装很好
20、⋯⋯
21、书面有点破损，书页较薄。。但看起来不受影响
22、封面整洁，字体很清晰
23、不好意思，评晚了～书挺好，物流也蛮快的
24、根本没学明白
25、扯蛋
26、要不是要考研我才不看他呢！编写思路一点都不好
27、其实还好⋯说多了都是泪⋯
28、买了当教材的
29、猛抽！
30、达到了作弊的新高-——缩印！
31、政治经济学（第4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32、考完后一直挥之不去的剩余价值理论啊。。。 

33、马克思有逻辑，中国不讲逻辑。
34、内容精彩、开卷有益、值得一读
35、很给力偶
36、大学必修
37、呵呵呵呵呵呵  看在我这么认真的份上 让我拿90+吧
38、资本主义部分写得一般，不如人大宋涛老师的！社会主义部分还不错！！
39、晦涩的像在吃屎
40、谢地的教材,你觉得能好到哪里去?
41、考完后一直挥之不去的剩余价值理论啊。。。
42、比旧版本的内容更丰富完善一点了，不过还是不太赞同国内单一推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做
法。
43、无爱。。。。。。。
44、书本不错质量不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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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4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46、书很好，非常适用^^
47、踏踏实实读完的教材。男神方大敏
48、马克思穷死 凯恩斯富死 穷人跟富人争论经济 开玩喜呀你 ...
49、好书不用多说，星代表了
50、中国搞经济学的为啥要搞这么一门蛋疼的学科
51、第二本仔细啃了几遍的教材Y^_^ 个人觉得写得还不错，讲解清晰明了，容易理解~
52、Final刷到了93分，非常好的一门课
53、上了两学期还是云里雾里。。大二的名师团还是有点意思的。。
54、过了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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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精彩书评

1、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我无意在此评价，况且对于乌托邦思想的种种谬误，哈
耶克等自由主义哲学家已进行过彻底的清算。其实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其理论功底还是了得的，观点你
可以反驳，但其体系逻辑基本能自洽。但是马克思死得早啊，没赶上社会主义鼎盛的二十世纪。社会
主义建设的理论，祖师爷没来得及阐述，徒子徒孙只能其硬着头皮勉为其难了。他们创建的一个分支
被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只想略举本书中几例，说明后世不争气的徒子徒孙如何彻底毁
掉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素养。1。第十四章第一节，为证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
制度的历史合理性，文中提出了社会形态可以实现跨越发展的观点，并且举19世纪的美国为例，“新
兴的美国资产阶级起来通过革命和南北战争废除了落后的奴隶制，北美大陆越过了落后的封建社会，
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第四版232页)。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是奴隶社会！对于这个结论之令人瞠目
结舌我都懒得吐槽了。2。第十八章对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分析，以及第二十一章关于宏观调整政
策的理论，几乎完全照搬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的观点。当然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的出处是
只字不提的，连凯恩斯的名字都未提及，作者似乎有意识引导读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他们的原创，承认
这些观点照搬自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岂非自扇耳光。抑或现代学术规范对他们毫无约束力。3。第
二十一章第二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波动”(346页)，文中写道“经济波动，是指经济运行过
程中交替出现的扩张和收缩、繁荣和萧条、高涨和衰退现象”。咦，听着这个定义是不是有点耳熟？
对了，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当然马克思主义学者说了，社会主义是没有经济周期的。“如
果经济波动的幅度超过一定的幅度，给国民经济的运行造成危害，这样的经济波动成为超常经济波动
”。既然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叫它“超常经济波动”。我真佩服这帮马克思主义学者的
独创精神和掩耳盗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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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政治经济学》的笔记-第1页

        资本是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不断地在运动中谋求自身增值的价值。一般货币的流通公式是“商
品货币商品。W-G-W”。资本流通的公式是: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
利润率=利润额/预付资本=m/(C+V)
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必要劳动价值=m/V
第一次产业主要指农业，包括直接以自然物为劳动对象的农林牧渔行业
第二次产业主要指工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等在内的对初级产品进行加工的行业
第三次产业及服务业如运输通信商贸旅游金融保险医疗卫生公共事业文化娱乐科技教育新闻出版等行
业
市场实现问题是研究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
社会总产出的实现包括了价值补偿和使用价值听话，也包括了总量补偿和结构性补偿
社会在生产问题本质上就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比例关系
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I是为全社会提供生产资料产品和服务生产服务的，I全部产出=当今社会，包括
两大部类在内的，为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而需要补偿的生产资料和服务的总和I(c+v+m)=IIc+Ic
II(c+v+m)=I(v+m)+II(v+m)
I(v+m)=IIc
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在少数人手中积累并被转变成资本
从形式上看资本总公式是同价值规律相矛盾的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交换按照等价原则进行，因而交换的
结果只会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价值量不会变化，但这资本总公式表明货币资本在流通过程中
发生了争执，这就是资本总公式中的矛盾要解决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关键在于说明剩余价值是在什么样
的条件下产生的，它的来源是什么？也就是要阐明货币才有资本主义条件下怎样转化为特殊资本的
在工作日长度不变条件下，资本家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剩余价值生产方法
，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
单个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产生出相对剩余价值只能产生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是指企业由于
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差额，源泉是工人的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
义的绝对规律
平均利润率=剩余价值总额/社会总资本
承包的部门，产品的生产价格高于价值，只有资本有机构成相当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如
纺织工业其产品品的生产价格正好同价值相等，生产价格是价值的转化形式，商品按照生产价格出售
绝不是对价值规律的违背，而只是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因为从全社会来看整个资本家
阶级获得的利润总和与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还是相等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总额也必然和价值
总额相等，生产价格随着商品价值的变动而变动
生产价格形成以前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是市场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生产价格形成以后生产价格成
为商品交换基础，市场价格这时已不再以价值为中心，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
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获得的一种非劳动收入。资本主义地租有两种基本形式级差地租绝
对地租
优等地和中等地的农业雇佣工人创造的超额利润是级差地租的源泉，绝对地租形成的条件是农业资本
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有机构成，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是土地私有权的垄断。 

Pag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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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