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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政治经济学》的第三版，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
《政治经济学》1999年首次出版，2002年获教育部“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
2004年第二版出版，连续10次印刷发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现在，在第二版的基础上，根据党的十七大的精神，对相关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以反映我
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
　　本次修订，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既研究生产关系本质，也研究生产关系的现象形态；既阐明基本生产
关系的社会属性，又重视研究生产关系实现形式的一般性质。
全书仍按照商品经济篇、经济制度篇、经济运行篇和经济发展篇的顺序建立篇章结构和体系。
　　这次主要的修订是：结合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对经济制度篇中的第六章、第七章的部分内容进行
修订；结合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反映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经济运行篇的部分内容做
出新的删减、补充和阐释；结合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贯彻科学发展观，同时反映国内政治经济学研
究的最新成果，对经济发展篇的部分内容进行必要的修订。
　　本书第三版的修订工作是在张维达教授的关心、支持下进行的。
无论是修订指导思想的确立、修订内容的选定、修订参考文献的选取、参与修订人员的遴选、修订工
作时间表的安排，张维达教授都悉心指导并做出具体布置，表现出老一代经济学家精益求精的治学精
神和甘为人梯的高尚人格。
参加第三版修订工作的作者及分工是：谢地修改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
第八章及全书统纂定稿；魏益华修改第六章、第七章；李政修改第九章、第十章；尹栾玉修改第十一
章、第十二章；蔡壮修改第十三章、第十四章。
谢地负责全书统纂定稿。
宋冬林教授对全书进行审定，并对部分章节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此次修订还对文中引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原文、出版社、时间及页码等
进行了认真的核对。
参加此项工作的有周武墨、迟明、励明、刘先禹、周丽、朱恩仪、窦静、赵姝婷、张晓萌等。
　　由于第三版修订时间紧迫，本书仍然难免存在不当之处，希望经济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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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政治经济学（第3版）》在体
系上突破了资本主义两阶段和政治经济学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部分的传统理论框架，在范畴上突
破了政治经济学诠释概念一律问姓“资”、姓“社”的传统分析方法，在内容上突破了只限于对经济
制度和生产关系本质的研究，重视对所有制实现形式、生产关系现象形态’、市场经济运行和经济发
展方式的研究，从本质关系和现象形态两个层面阐述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规律。
全书按照商品经济篇、经济制度篇、经济运行篇和经济发展篇的顺序建立篇章结构和体系。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政治经济学（第3版）》根据
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对相关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以反映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最
新成果。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政治经济学（第3版）》适合
作为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教学用书，也适合作为自学考试、函授等高等教育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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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地，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兼任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领导小组成员、中共吉林省委决策咨询委员、吉林省人
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政府监管、法经济学等。
在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11部。

　　宋冬林，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税务学院院长。
兼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用经济学学科规划小组成员、教育部经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吉林省政府决策专家咨询组成员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和企业理论等，在国内外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
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10余部，获奖成果多项。

　　张维达，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经济学与管理学专家组成员、全国高
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领导小组成员等职。
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科研成果丰厚，获得包括“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多项国
家及省、部级奖励，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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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商品经济　　第一章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第一节 自然分工和自然经济　　一、自然
分工　　经济活动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不断进行的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表明，在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分工不同的发展阶段中，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形
式。
分工使人类社会具有几种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方式。
　　人类的需要是多种多样、无穷无尽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扩展和变化。
个人显然不能依靠自己的独立活动满足自身的全部需要，而必须借助于他人的劳动和产品，于是便产
生了分工。
分工是指各种社会劳动的划分和独立化，包括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以及企业或单位内部在劳动过程中
形成的不同工种间的个别分工。
不同形式的分工，是不同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分工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自然分工阶段。
自然分工首先是反映人们按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的劳动分工。
早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共同体内部，就出现了氏族成员之间按性别和年龄的分工。
自然分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氏族部落共同体之间，在地域资源的差异性从而自然产品差异性基础上
形成的分工，即自然地域分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分工逐渐确定和巩固下来。
例如成年男子专门从事打猎、捕鱼和制作工具，妇女专门采集果实和管理家务，老人和孩子从事辅助
性劳动，等等。
各个氏族部落共同体之间，也由于所处地域不同，其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其劳动产品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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