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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

内容概要

《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内容简介：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紧密结合
在一起，以便更好地掌握和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和揭示社会生产关系这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强调社会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大力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要求。
突出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市场经济运行的特点，分析和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性和基本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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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础
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一、生产力的层次及要素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三、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第三节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点决定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环节和形式
第四节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点
一、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二、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四、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第二章 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
第一节 商品经济的产生与特点
一、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二、商品经济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三、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四、商品经济与社会经济制度
第二节 商品经济是价值经济
一、商品的价值
二、商品的价值决定
三、商品的价值量
四、商品的价值表现
五、商品的价值本质
第三节 商品经济是货币经济
一、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二、货币流通规律与纸币流通规律
第四节 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
一、市场是商品经济关系的总和
二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
第三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
第一节 货币转化为资本
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
二、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
第二节 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方法
一、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二、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质
三 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
四、生产条件变化与剩余价值生产
第三节 资本主义工资
一、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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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主义工资的形式
三、资本主义工资的变动趋势
第四节 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再生产
一、再生产与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
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与资本积累
三 资本积累与相对过剩人口
第四章 资本的流通
第一节 个别资本的流通
一、个别资本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
二、个别资本周转及其影响因素
第二节 社会总资本的流通
一、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基本问题
二、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流通的实现过程和实现条件
三、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和流通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
第三节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一、再生产的周期性是由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决定的
二、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第五章 资本的具体形态和剩余价值的转化
第一节 产业资本与产业利润
一、成本价格的形成和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三、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第二节商业资本与商业利润
一、商业资本的产生、职能及其作用
二、商业利润的来源及其实现
三、商业资本的周转速度对商业利润的影响
第三节 借贷资本与利息
一、借贷资本的产生及其特点
二、借贷利息的质和量
三、银行及银行利润
四、信用及其作用
第四节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与地租
一、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形成
二、级差地租形成的条件和原因
三、绝对地租形成的条件和原因
第六章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竞争
第一节 产业资本垄断的形成和发展
一、垄断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
三、垄断形成后的竞争特点
四、战后产业资本垄断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节 银行垄断的形成和金融资本的统治
一、银行垄断的形成和银行的新作用
二、金融资本的形成和金融寡头的统治
三、战后银行垄断和金融资本统治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节 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
一、资本输出的目的和条件
二、资本输出是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的基础
三、战后资本输出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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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和发展
一、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
二、国际垄断和国际竞争
三、战后国际垄断同盟的发展
第五节 世界领土的瓜分和当代世界的南北关系
一、殖民体系的形成和瓦解
二、当代世界的南北关系
第七章 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
第一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阶段
第二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成
一、国家所有制经济
二、国私共有垄断资本企业
三、与国家密切联系的私人垄断资本
四、国家利用宏观政策调节私人垄断资本
五、国家的经济计划化
第三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和实质
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
二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下篇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八章 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设想
二、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
第二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其意义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背景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及依据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第四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要途径
第九章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第一节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特征
一、经济体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
二、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三、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计划经济体制的功能与缺陷
一、计划机制及其特点
二、计划经济体制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
三、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
第三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 目的 内容和目标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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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四、改革的目　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节 经济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几项原则
第十章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节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与功能
一、市场、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
二、市场经济的特征
三、市场经济的功能
四、市场经济的缺陷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建及其意义
一、社会主义市经济理论的创建过程
二、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的原因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意义
第三节 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一、加快改革 步伐， 建立 社会 主义 市场经济 体制基本 框架
二、掌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第十一章 目标模式的实现：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一节 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与类型
一、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
二、现代企业的类型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
一、国有企业经营方式改革的必要性和原则
二、国有企业经营方式改革的基本形式
三、国有企业经营方式的比较
第三节 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
一、企业经营机制的主要内容
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
三、国有企业的破产与兼并
第四节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一、理顺产权关系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条件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含义与特征
三、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方向
第十二章 目标模式的实现：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
第一节 市场体系及其功能
一、市场与市场体系
二、市场体系的特征
三、市场体系的功能
第二节 我国市场体系的现状与结构
一、消费品市场
二、生产资料市场
三、金融市场
四、劳动力市场
五、房地产市场
六、技术市场
七、信息市场
八、产权市场
第三节 积极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Page 6



《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

一、加速完善市场体系的步伐
二、深化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改革
三 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
第十三章 目标模式的实现：建立和健全间接宏观调控体系
第一节 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及类型
一、宏观调控的含义及客观性
二、宏观调控的类型及其特点
第二节 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一、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第三节 宏观调控的手段
一、经济手段
二、法律手段
三、行政手段
四、国家计划
第四节 转变政府职能 建立和健全间接宏观调控体系
一、市场经济体制与间接宏观调控体系
二、建立健全间接宏观调控体系与政府职能的转变
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措施
第十四章 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条件
第一节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客观性
一、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二、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三、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
第二节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基本内容
一、对外贸易
二、利用外资
三、引进技术
四、对外投资、技术出口、劳务合作和对外承包工程
第三节 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一、全方位对外开放形成的阶段
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第四节 全方位对外开放与社会生产力发展
一、对外贸易带动了国民经济增长
二、利用外资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三、引进技术促进了主要产业振兴和技术进步
四、 对外开放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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