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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社会
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生产、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分配的特征、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消费的特
征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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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虎娃，男，1976年生，陕西安塞人。
延安大学历史学学士，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现在延安大学政法学院、中共党史研究院从事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工作，已在全国核心
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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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必须硬化对企业的预算约束，以维持金融秩序，确保市场经济有效运行。
①用这五点与当前中国改革的实践相比较，毫无疑问有许多相似之处。
因此笔者认为，这场历时两年多、余波未平的争论，是全党全社会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指引下的正常讨论，是全党全社会重新认识与反思我国30年来改革进程的得与失，是在改革的关
键时刻增强其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是一场值得肯定的大争论。
争论的核心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而不是有人说的利益调整或要不要改革的问题。
改革中最近的一次大争论，始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刊登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
文。
该文认为：战后，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
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了和平的、理性的进
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具体政策就是属于民主社会主义
，只不过是避免修正主义之嫌；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最大
修正主义者，是从“左”的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带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所谓共
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只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等等。
此文一发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理论界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谁是马克思主义
正统的大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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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在喜悦、振奋之余，更多的是感恩。
在博士论文的选题、提纲设计、写作及修改中都浸透着我的导师——赵汇教授的汗水。
记得在刚刚选题时，导师就指出，既然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专业，那就应读点老祖宗的东西，做点马列
经典原著的研究，为日后的科研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文题目确定后，在提纲的设计上，导师不辞劳苦，反复修改，导师的严厉批评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
足，有时甚至气馁，但她的殷切希望又让我奋起。
论文初稿形成后，导师从字词到句子，再到逻辑结构，逐一进行推敲，导师高尚的师德、深厚的学术
修养在字里行间中显露。
导师最常说的话是：论文会说话，会告诉别人你求知的认真、刻苦。
跟随导师学习的三年，是我研究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的三年，也是导师不断教诲我如何做人的三年，受
益无穷。
这里还要感谢我的任课老师、指导论文开题的各位老师。
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秦宣教授、沈云锁教授等等。
他们在我的论文撰写过程中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意见，确保论文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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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与当代改革》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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