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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对“资本”这个重大的基础性范畴经历了抵制批判-争论辨析-合理认识一逐步
利用的认知与实践过程，初步形成了在现实条件下大家都能接受的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一般性认识。
这种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深层次上制约着
改革和开放的规模与速度。
毫无疑问，这是30年来理论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涉及许多热点与难点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影响下，对劳动力是否商品
的讨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使用“资本”范畴营造了初步的氛围。
90年代初，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最高文
件中正面使用了“资本”范畴。
与此同时，理论界也在探讨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理论依据。
老一辈著名的经济学家宋涛、蒋学模、卫兴华等在《经济研究》、《高校理论战线》等各种有影响的
报纸杂志上积极阐明自己的看法，还有众多的学者也高度关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和“剩余价
值”理论，并努力寻求系统、全面的理解。
200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社本论》（李炳炎著）；2003年《当代经济研究》第4期刊载简新华、马
迪军《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几个难题》；2005年12月19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登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杨圣明的《论社会主义的资本问题》，代表了这一讨论的最新成果和水平。
在不同的时段，参与这一问题讨论的学者还有何炼成、靳辉明、郭元唏、鲁丛明、陈文通、臧志风、
汤为本、许经勇、何伟、闵宗陶、武建奇、潘石、王国刚、韩志国、杨志、廖进球、宋醒民、邱海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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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从方法论的角度处理好一般范畴和特殊范畴之间的关系？
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反省和正确把握一些和资本相关的敏感问题？
如何使这种基础性的研究更加有效地为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服务？
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资本新论》对这些问题做了全面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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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共元，男，1953年11月生，中共党员，文革后(1978)最早入学的研究生。
1981年山西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
1983年任讲师，1992年任副教授，1996年任教授。
1989-1990年在北京大学学习一年，1998-1999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作访问学者一年。
2007年去德法等国高校访问。
高校教龄29年。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资本论》
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山西省青少年心理与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首批软科学队伍专家；山西
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山西省社科界首批跨世纪重点培养人才；山西省创业就业基金会理事；太原
市社科研究优秀成果评审委员；太原市规划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山西省教育、审计等系统高评委库成
员；国家社科基金专家库成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库成员；《劳动经济评论》编委；清华
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河南财经学院、太原工业学院等兼职教授；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
新奖评审专家。
长期担任山西财经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高评委成员、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政治经济
学硕士生导师组组长、政治经济学(省级精品课程)负责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经济系主任等职。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本新论>>

书籍目录

第一篇  马克思系统辩证思想和资本新论　第一章  “资本论”是体现和运用系统思想的典范　第二章  
用系统的思想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大突破和新的范畴革命
　第四章  “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演绎过程　第五章  “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现实意义和历史趋势
　第六章  “社会主义资本”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第七章  “社会主义资本”是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的前提　第八章  “社会主义资本”是我国现代企业建立的基础　第九章  “社会主义资本”是
新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关键环节　第十章  “社会主义资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企业财产的实质第二
篇  “社会主义资本”范畴辨析　第一章  走出“资本”的认识误区　第二章  “资本”和资金、资产等
同吗？
　第三章  “增殖”还是“增值”  　第四章  “社会主义资本”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范畴　第五章  
“社会主义资本”和雇工剥削　第六章  “社会主义资本”和按劳分配　第七章  “社会主义资本”和
劳动力商品（一）  　第八章  “社会主义资本”和劳动力商品（二）  　第九章  “社会主义资本”和
劳动制度改革　第十章  “社会主义资本”人格化问题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资本”和私人业主入党
问题第三篇  “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历史沿革　第一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  　第二
章  “一化三改”时期（1953—1956年）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1965年）  　第四章  “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7年）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1978至今）  第四篇  后续研究　第一章 
对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思考　第二章  “社会主义资本”与相关范畴及其他（学习札记）  　第三
章  从“保值增值”的演变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深层次问题　第四章  “社会主义资本”和“人力
资本”之分　第五章  “社会主义资本”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第六章  发展、科学发展与新“劳资关
系”的逻辑统一　第七章  “社会主义资本理论”与当前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附录　评论选摘  
扎实的研究过程，深刻的理论探索——读《资本新论》有感  富有原始性创新的经济学力作——评靳
共元教授的《资本新论》    对历史的反思从这里开始——和靳共元先生谈《资本新论》    “社会主义
资本”——一个不能忽视的基本范畴山西省社科优秀成果评奖报告摘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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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但它却是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中完成这一过程。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会有矛盾、斗争，然而斗争哲学、破字当头的时代已经过去，建设新世界的任务要
更重一些，和谐、协作、共同富裕已成为这一历史时代的主旋律。
社会主义需要辩证思维，但是，社会主义更需要系统思想。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系统思想和辩证思维结合形成系统辩证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用系统辩证论来指导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问题系统辩证论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和深刻的
，就其最基本的特征来看，它强调运动、变化、发展，更强调有序、渐进、和谐。
它是建设的哲学。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历史性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需要我们对此加以认真的研究、认识和运用。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中发生的结构质变要求它在经济组织活动中必须贯彻系统思想。
系统结构分析的方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其结构，有了一定的结构，才能有一定的质和功能，结构改
变了，事物的性质会随之发生变化，相应的功能也就不同了。
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质变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共同纳
入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系统中，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溶为一个大系统
。
各个部门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协调合作成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系统辩证论正是注意到社会经济领域的这些重大变化，才使自己显示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顺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系统辩证论作为其可靠理论保证。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用系统辩证论观点去考察，可以发现这种体制有三个层次上的内涵。
属于上端的是宏观调控体系，它以制定政策为主要任务，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把握经济走向。
居于下端的是微观企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
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提高，整个社会的繁荣与发展，直接依赖于企业经营效益的好坏。
居于中端，一头连着国家政策和宏观管理机构，一头连着企业的是市场本身。
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功能、规范市场行为，是经济体制改革系统工程中的关键性步骤。
我们还可以从横的角度用系统观点去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一完整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同样构成一种相互连接、相互
依赖的系统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三个纵向层次就是围绕着这四个环节展开的，它们纵横
交错、上下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网络系统。
全部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不以系统辩证思想作为重要的指导原则。
第三，系统辩证论中的整体优化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活动的艺术要求和根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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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和同行们多年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绝大部分都在专业的理论报刊上发
表过，前后时间30余年，伴随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我尽量地不做改动，是想让同行们更加客观地看待一种观点形成的历史。
我把它命名为《资本新论》，表示作者不想回避现实问题，而是要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
和方法的指导下，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现实，重新解释似乎已经非常熟知的理论。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难度和风险都很大的选择。
完全照搬已有的人所共知的审判资本的结论，毫无疑问会陷入教条主义和“左”的泥坑中去，从而给
前所未有的中国历史性改革制造出最大的理论难题和心理障碍；而放手让资本自我横行，不去从理念
上科学地掌握它和从行动上制约它，则会让我们失去前进的方向，使千百万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为之
奋斗的千秋大业付之东流。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无数的人们探索和追求中逐渐形成的。
对资本新的理念和新的解释，就是其中最重要、最基础性的工作之一。
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了这一工作。
从劳动力商品一直探索到“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确立以及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幸运的是，我的工作得到了同行、同事、前辈以及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2008年2月26日在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上，《资本新论》被授予一等奖。
2008年6月“社会主义资本”被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列为参评的11种系统的理论观点之一。
2008年11月29日，我作为组委会邀请的专家之一，出席了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召开的首届中国经
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大会，重温以杜润生先生为代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当之无愧的获奖理
论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这些活动中，我萌生了再版《资本新论》的想法。
这不仅由于原有的《资本新论》早已用完，我无法满足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用书和同行好友不断向我
索书的需要，更因为很多观点难免有强烈的时代印记，不加以说明就难以避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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