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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级政治经济学》是上海市教委学位办公室委托编写的研究生教材，共由三个分册组成，本书是其
中的一个分册，另两个分册《高级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本体
论》将于稍后陆续出版。
复旦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曾于1986年推出一部由我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是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一个项目，是作为学术专著出版的。
现在的这部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由社会主义总论和社会主义本体论两个分册组成），
同1986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较，其共同点是：第一，都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
第二，总体结构都是按照“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这样的框
架，坚持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即从经济运动过程中来揭示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演
变的规律性。
至于具体内容，当然有很大的不同。
从1986年到现在，东欧剧变，苏联瓦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很大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些
巨大变化，必然要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反映。
试看1986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相当于总论的第一篇，用六章的篇幅分析社会主义所有制问
题，同本书的七章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内容变化之大了。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近年来理论界争论很大。
有人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由过渡经济学取代，专门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
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苏联和中国发生的变化，都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其区别只在于苏联
采取的是激进的转变方式，中国采取的是渐进的转变方式。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级政治经济学>>

内容概要

《高级政治经济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复旦博学”精品教材《经济学》系列中的一本。

   《高级政治经济学》是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总论，全书主要阐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任务和方法，社会主义政治严济学的形成过错，社会主义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社会主义所有制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产权关系，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
每一个问题，既从学说史的角度阐述了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又从经济史的角度阐明理论观点的时代
背景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影响。
一卷在手，有助于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兴亡，对中国
改革开放的由来与前景，有一个清晰的总体认识，《高级政治经济学》适合经济等专业高年级学生及
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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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学模，浙江慈溪人，1918年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十生导师。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辞海》编委兼政治经济学分科主编、中国大百科全
书经济学编委等职。
主要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著有《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十伦》、《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理论思考》、《蒋学棋选集》等；主编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
毛泽东思想大系. 经济卷》等。
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自1980第一版到2001年第十一版，累计印数近一千八百万册。
    张晖明，江苏南通人，1956年生。
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8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5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为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帅。
主要著作有《国有资本存   量结构的调整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现代企业产权理
论解析》等，在有关报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主持研究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十余项，如《迈向21世纪
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国有资产管理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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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的争论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过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什么？
--不应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简单化或淡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不同社会集团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探索和揭示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实现形式第三节 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方法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运用--抽象分析方法的运用--数学方法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应用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过程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什么说马克思
、恩格斯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设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评价第二节 列宁的理论列
宁理论的时代背景--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特点第三节 斯
大林的理论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理论观点--斯大林理论的特点和评价第四节 苏联、东欧国
家的教材和专著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兰格和明兹的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布鲁斯、锡克和科尔内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三章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第一节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新民主
主义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第二节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理论第三节 读苏联教科书谈话记录中的观点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读苏联
教科书中的重要观点第四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按劳分配，对吗--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第五节 邓小
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怎样划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我国在历史
定位上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重大意义第六节 邓小平的计划与市场理论计划和市场的传
统观点--理论界的争论和我国实践经验--邓小平的计划与市场理论的巨大贡献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物质
鼓励与精神鼓励第一节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社会主义
物质利益关系的特点--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关系的表现形式第二节 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正确处理国家
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物质鼓励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搞物质鼓励，社会主义搞不过资本
主义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精神鼓励物质鼓励必须和精神鼓励相结合--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民主第五章 社会
主义所有制第一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公有
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对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应该怎么理解？
第二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
义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第三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非公有制
经济的共存条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体经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公有制
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第六章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产权关系第一节 产权、所有权和所有制
关系产权概念的界定--产权的核心内涵及其派生形式第二节 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
中产权关系的变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权特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历史背景--公有制与
市场经济结合的必然结果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产权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权关系变化的
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权关系的形态--国有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七章 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
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节 社会形态的五种基本类型及其演变的规律性和变异性马克思的社会经济
形态理论--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性第二节 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回顾与理论剖
析十月革命：列宁与第二国际的争论--军事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新经济政策：退是为了进--斯大林的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改革迷失方向--苏联瓦解的原因分析--邓小平的两个
稳如泰山的观点第三节 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展望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向社会主
义--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次理论观点转折--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两种错误的评估与展望--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上探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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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谈到过合作生产和合作社所有制，但都把它视作一种为时不长的过渡形式，没有
把部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形式之一。
2.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动力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将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其第一阶段即社会主
义）的革命转变时期，与此相适应，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革命转变时期结束后，阶级的划分将会消灭，以生产资料全社会所有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将用来“
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①。
“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
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②3.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为着使社会生产满足社会需要，任何社会生产都要求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
。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通过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来实现的。
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③
，“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
节。
”④4.关于节约劳动时间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任何社会都必须节约劳动时间。
“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
时间就越多。
正像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时间的
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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