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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政治经济学》（第二版）（吴树青担任顾问，逢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配套编写的一部教学参考书，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核心课程立体化教材《政
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也是“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精品项目成果。
本书可供高校教师和学生教与学时参考，也可供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从事理论研究时参阅。
　　高等学校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使学生学到政治经济学已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
，而同时还要使学生了解这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以便培养学生在掌握已有理
论基础上，探索理论发展的规律，掌握政治经济学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以增强理论创新的能
力和运用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
由于《政治经济学》（第二版）教材受到篇幅和规范要求的限制，所以单靠《政治经济学》（第二版
）教科书去达到这样的目的是有一定困难的，而编写这样一本辅助性的参考书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达到
这样的目的有所帮助。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我们在认真编写、修订《政治经济学》（第二版）教科书的同时，又组织
力量编写了《政治经济学热点难点争鸣》这本书。
　　《政治经济学热点难点争鸣》是以《政治经济学》（第二版）教科书为基础编写的。
为了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阅读，本书基本的结构特别是各章的题目完全与原教科书相同，但内容则不
完全局限于教科书，而是设立了若干专题，这些专题虽然基本都是教科书内容涉及的，但也有一些是
超出教科书范围的。
编写这部参考书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地忠于政治经济学理论沿革的历史面貌和原作者的本意，能引
用原文观点和论据的尽可能引用原文观点和论据，并注明出处。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教师和学生更多地了解一些理论产生的背景和过程，以便启发学生在学习政
治经济学时，养成独立地判断和解析问题的能力。
在体例上，本参考书在综述各个专题的理论见解后，还尽可能以方框的形式引述了教科书的内容，这
样做，也是为了学生学习时可以对教科书观点产生的背景和来源有所了解，并可以判断教科书的观点
是否科学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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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经济学热点难点争鸣》是以《政治经济学》（第二版） 教科书为基础编写的辅助教材，是高等教
育百门精品课程立体化教材 《政治经济学》 的组成部分。
为了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阅读，本书基本的结构特别是各章的题目完全与原教科书相同，但内容则不
完全局限于教科书，而是设立了若干专题，这些专题虽然基本都是教科书内容涉及的，但也有一些是
超出教科书范围的。
编写这部参考书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地忠于政治经济学理论沿革的历史面貌和原作者的本意，能引
用原文观点和论据的尽可能引用原文观点和论据，并注明出处。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教师和学生更多地了解一些理论产生的背景和过程，以便启发学生在学习政
治经济学时，养成独立地判断和解析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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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第一篇　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　第一章　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
式　第二章　商品和价值　第三章　货币与货币流通量　第四章　资本和资本运动　第五章　信用制
度与虚拟资本　第六章　竞争与垄断　第七章　社会再生产和市场实现　第八章　收入分配第二篇　
资本主义经济　第九章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演变　第十章　资本主义的生产　第十一章　资本主
义的分配　第十二章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　第十三章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
节　第十四章　经济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第三篇　社
会主义经济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十八章　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及其体制　第十九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第二十章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
　第二十一章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第二十二章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对外经济关
系　第二十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及宏观调控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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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
没有中国经济学之说。
所谓的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一样，是对经济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
尽管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理论，但这仍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所谓本土化，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首先必须把所要解释的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理解透彻，弄
清楚哪些是导致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出一套简
单的逻辑关系，来说明这些重要的变量之间的因素关系。
　　2.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是以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经济实践活
动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创新的经济科学。
中国经济学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济实践活动及其规律性。
这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的研究对象也相差更远。
②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除了对制度进行定位和进行经济学分析外，重要的是应把经济运行
（包括微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置于突出位置。
③　　3.如何构建和发展中国经济学　　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坚持的原则，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
是，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
　　有学者指出，构建新的经济学范式，应该注意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条化
、本本化；另一种是把西方经济学真理化、旗帜化。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特殊历史与文化。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离开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都会言不及义。
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毕竟要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
④　　也有学者指出，建立适合中国的经济学，应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崇拜西方经济学，认为西方经
济学尤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市场经济规律上是成熟的，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另一种倾向是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些条条框框不放，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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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经济学热点难点争鸣》是为《政治经济学》（第二版）（吴树青担任顾问，逢锦聚、洪银
兴、林岗、刘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配套编写的一部教学参考书，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类
核心课程立体化教材《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也是“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精品
项目成果。
《政治经济学热点难点争鸣》可供高校教师和学生教与学时参考，也可供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从事理
论研究时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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