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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精读·当代价值》适应“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的需求，由洪银兴、张宇等
多名专家对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最为经典、最具代表性的经济思想进行联系中国实际的梳理，特别阐释
了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及其对中国当代重大实践问题的指导意义。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精读·当代价值》各篇都包括写作背景和基本思想概述
、经典选文及其解读、当代价值阐释三大部分，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
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是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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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银兴，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社科委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杂志
副主编、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9年入选“影响新
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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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代解析》等著作30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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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异化劳动的深刻反思——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消灭私有制——读《共产党宣言》 资本主义
自由贸易的实质——读《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现实的人”与人的全面发展——读《德意志意
识形态》 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读《共产主义原理》 把农民组织起来——读《法德农民问题》 把
握经济规律的辩证法——读《哲学的贫困》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读《（政治经济学批
判）序言》  廉价政府和社会公仆——读《法兰西内战》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读《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读《（资本论）第一卷第
一版序言》 工人阶级的“圣经”——读《资本论》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土地所有制——读《论土地国
有化》 共产主义发展阶段及其分配制度——读《哥达纲领批判》 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读《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读《反杜林论》 解决好人民的住宅问题——读
《论住宅问题》 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
具——读《国家与革命》 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读《帝国主义论》 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读《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 以合作社组织农民——读《论合
作社》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
索——读《新民主主义论》 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读《论十大关系》 对苏
联模式的反思——读《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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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揭示了社会革命的根源和动力。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
马克思在《序言》里深刻地阐明了发生社会革命的根源。
社会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思想革命，还是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都是由于生产力的发
展引起的。
马克思说：“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
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
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显然，判断一个革命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只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解释。
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不适合了，它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生产力要求打
破这种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才会到来。
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科学与否，就看其有无客观条件。
而这个客观条件，就是新的生产关系赖以建立的客观基础。
同时，马克思还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科学分析，预见到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
主义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提出“两个决不会”论断揭示了社会变革的条件。
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也清楚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
不会出现的。
”社会革命是指旧的社会形态灭亡，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革命的发生，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生产关系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
社会革命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寻找。
因此，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是不会消灭的
；当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要求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取代原有的生产关系的时候，是不会有新的生产关
系产生出来的。
一切急于求成，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盲目变革生产关系的做法都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必然会受到惩
罚。
例如，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三大改造”的教训是发人深省的。
 第五，马克思在《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概述，最后得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地位
的结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
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也肯定地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
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
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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