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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8年秋，我第一次接触到政治经济学著作，是在学校学生自治会创办的小书亭中看到的，是列
昂节夫著的一本通俗的小册子《政治经济学》。
这本书很容易读，通俗而且很生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秋季开学时，系里就请来一位曾经在前苏联留学的季陶达教授，给我们当时
大学四年级的同学讲授政治经济学，这是我在大学课堂上第一次接触到这门课程。
不过季教授当时讲的内容，还只限于相当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并没有讲到帝国主义阶段，更
谈不到社会主义部分了。
　　1950年我毕业后被调回学校工作。
1951年高教部借大批前苏联专家来华之际，利用当时燕京大学的校舍举办了一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班，
名义上称研究室，实际上就是进修班，当时从全国高等学校抽调20多名中青年教师来此培养。
由三位前苏联专家授课，第一位是阿尔马卓夫，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第二位是加姆什
金，讲授帝国主义部分，实际上他讲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第三位是然明，他很年轻，据说是
刚从莫斯科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副教授，他主讲社会主义部分。
这部分很像是一些专题，不过当时听了觉得很新鲜，因为过去对此根本没有接触过，由于听了他的讲
解似乎觉得社会主义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当然那时没有能力对它加以分析和辨别。
就我来说颇有些意满志得，似乎在新中国我是第一批接触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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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
在与中国经济实践的互动中，中国的经济理论不断创新，中国的理论经济学日益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对中国经济理论进行回顾与总结，并对其未来
进行展望，具有特别的意义。
本书就是循着这样的思路，以中国经济实践为背景，从各个侧面对中国经济学60年的理论变迁进行梳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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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种观点认为，“保证满足劳动者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唯一内容；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手段，不能包括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中
去。
”把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理解为是由“目的”和“手段”两者构成的观点，是
一种误解。
不能把斯大林的表述割裂开来解释，而应该当作一个完整的思想来把握。
这个表述的中心思想在于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要保证满足劳动者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中，虽然用了“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
和不断完善的办法”等词句，其目的也是为了说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证满足劳动者经常增长的
需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应如何表述　　第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表述为“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
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正确的，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一个科学概括。
第一，斯大林的定义把社会生产的目的和手段都概括了进去。
“把生产目的性作为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它能反映一定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而借以达到目的
的手段也能反映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社会组织生产的基本要求。
斯大林的概括，为我们科学地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明了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
”第二，在发展生产的手段问题上，斯大林是在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作对比，从分析两种生产关系
存在的内在必然性中得出结论的。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生产力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依赖于对内剥削、对外掠夺和国民经济军
事化的办法，只能靠本国内部的潜力，靠生产的增长和完善，靠技术的不断进步。
第三，关于生产目的，斯大林的定义把马列主义有关的基本点都包括进去了。
“恩格斯谈到社会主义要‘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加到能够保证每个人一切合理的需要日
益得到满足的程度’。
列宁也谈到改变所有制，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保证社会所有成员的富裕的物质生活和全面的自由发
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中国经济学60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