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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科学发展主线，系统讲解《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全面阐发《资本论》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中的应用价值，提出若干重要的理论创新观点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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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天义，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秘书长。
先后在人民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求是》、《当代
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持完成多项国家课题，有
多项学术成果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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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导言《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资本论》第-版序言和第二版跋）一、《资本论》写作
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三、《资本论》的总体结构四、学习《
资本论》的意义第一章  商品和货币理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逻辑结构一
、《资本论》第一卷的研究对象和逻辑结构一、《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研究对象和逻辑结构  第
二节 商品货币理论的基本要点一、关于商品价值的分析二、价值形式的发展——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三
、价值规律——价格及其变动  第三节 商品货币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拓展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想
来源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的分野三、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展开及其
当代理解第二章  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至六篇）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逻辑结构  
第二节 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基本要点一、由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三、资本的本
质和形式四、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基本方法五、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关系六、资
本主义工资  第三节 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拓展一、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发现二、关
于资本概念的不同理解三、关于劳动力商品概念的不同理解四、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最低数量界限
与我国划分私营经济的标准问题五、关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剥削现象的不同理解第三章  资本积累理
论（《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逻辑结构一、研究对象二、逻辑结构  第二节 资本
积累理论的基本要点一、生产和再生产二、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三、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
（《资本论》第一卷第22章 ）四、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 ）五、资本主
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第三节 资本积累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拓展一、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积累的观念
二、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与发展趋势三、关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不同理解四、如何认识当
代资本主义第四章  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资本论》第二卷第一至二篇）  第一节 《资本论》第二卷
的写作过程和本章的逻辑结构一、《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过程二、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的逻辑结构 
第二节 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的基本要点一、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二
、资本周转（《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篇）三、劳动期间、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对资本周转速度的影响
四、可变资本的周转及其对年剩余价值量和年剩余价值率的影响  第三节 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的思想
来源和拓展一、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理论的历史发展二、产业资本连续循环的条件与加快资本周
转的意义三、固定资本折旧基金的使用与扩大再生产四、关于公共工程(道路、运河)的建设由国家向
企业家投资的转变第五章  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逻辑
结构一、研究对象二、逻辑结构  第二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的基本要点一、社会总产品的构
成和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二、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第三
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拓展一、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思想来源二、马克思的经
济危机理论三、关于两大部类与三次产业分类法四、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六章  平
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资本论》第三卷第一至三篇)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逻辑结构一、《资本论》第三
卷的研究对象和逻辑结构二、《资本论》第三卷第一至三篇的研究对象和逻辑结构  第二节  平均利润
和生产价格理论的基本要点一、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三、平均利润率趋向下
降的规律  第三节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拓展一、古典经济学将价值与生产价格相混
同产生的后果二、关于价值转型中的市场机制三、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指导意义第七章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篇)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逻辑结构一、
研究对象二、逻辑结构    第二节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理论的基本要点一、商业资本二、商业利润三、
商业资本的周转  第三节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拓展一、马克思商业资本理论的形成
二、关于商业和服务业劳动的性质问题 三、马克思商业资本理论的现实意义第八章  生息资本和信用
理论(《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逻辑结构 一、研究对象 二、逻辑结构  第二节  生
息资本和信用理论的基本要点一、借贷资本和利息 二、资本主义信用 三、股份公司和虚拟资本 四、
信用制度下的货币流通五、高利贷资本   第三节  借贷资本和信用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拓展一、马克思的
借贷资本和信用理论的思想来源 二、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发展与所有制形式变革的理论与现实三、马
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第九章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
逻辑结构一、研究对象二、逻辑结构  第二节  地租理论的基本要点一、土地所有权与资本主义地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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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差地租 三、绝对地租 四、非农业地租和土地价格五、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向资本主义地租的过
渡  第三节  地租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拓展一、马克思地租理论的思想来源二、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
革第十章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逻辑结构一、研究对象二
、逻辑结构  第二节  收入及其源泉理论的基本要点一、马克思对“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二、马克思
对“斯密教条”的批判三、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阶级结构  第三节  收入分配理论的思想
来源和拓展一、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思想来源二、关于财富生产和收入分配附录一  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批判)导言》导读一、历史背景和写作原因二、逻辑结构和基本原理附录二  《资本论》导读一
、《资本论》的出版与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变革二、《资本论》的理论框架和主题思想三、《资本论》
与当代现实附录三  《资本论》与市场经济的逻辑一、《资本论》的对象、方法和理论框架二、《资
本论》关于市场经济的逻辑三、《资本论》中关于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与现实附录四  马克思的劳动
和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现实一、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二、马克思研究劳动和劳动价
值理论的立场和方法三、以新视角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附录五  马克思
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与商品经济的不可逾越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二、马克思恩
格斯认为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三、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四、社会主义
与市场经济附录六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光辉典范——纪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150周年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第一部真正的经济学著作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
对自己的经济理论框架作出了粗线条而科学的勾画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对社
会再生产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  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精辟分析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马克思第一次对创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进行了高度概括五、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意义参考书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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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总想就《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作一些系统的思考，写出点什么来。
值得庆幸的是，国家开发银行近几年资助中央党校进行开发性理论研究，我曾就“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为题获得资助。
借此东风，我想出版一本较为系统地介绍和研究《资本论》基本原理的书籍，疏理一下学习和研究《
资本论》的思路，并作为该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提交给国家开发银行，同时也求教于经济学界的同
行们。
这是王天义和王睿写作《资本论学习纲要》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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