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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的总体生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从文献学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等对马克思的总体生产思想
做出全面深入研究和挖掘，首先阐述马克思总体生产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和逻辑阶段，而后论述马克
思研究总体生产思想的出发点和三重向度，在此基础上深刻地揭示出马克思总体生产思想的两个层次
和内涵，指出总体生产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最后从理论与现实结合的角度阐明马克思的总体生产思想
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的
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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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彦峰，1973年生，汉族，河南省驻马店人。
2009年6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专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向是社会发
展理论和价值论。
现任教于西安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发展理论的教学
与研究工作。
近几年在《教学与研究》、《学术与探索》、《湖北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陕西
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项目《我国高校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研究》”和西安理工大学校基金项目《政
治哲学视阀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曾参与多项省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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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选题的缘起及其意义 一选题的缘起 二选题的意义 第二节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一国外研究综
述 二国内研究综述 第三节本书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二研究方法 第一章马克思总体生产思
想的形成条件和逻辑过程 第一节马克思的总体生产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 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取
代封建社会生产方式 二工业革命引起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变化 三分工
、交换与现代社会有机性的凸显 第二节马克思总体生产思想产生的理论前提 一德国古典哲学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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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逻辑起点和三重视角 第一节社会有机体是马克思研究总体生产的逻辑起点 一马克思的社会有
机体思想的梳理 二从社会有机体看总体生产的一般规定 三从现代社会有机体看总体生产 第二节马克
思的总体生产思想的三重视角 一人的需要与总体生产 二社会生活与总体生产 三分工和交往与总体生
产 第三节社会有机论方法的启示 一社会机械论向社会有机论的转变 二社会有机体有一个发展变化的
过程 三现代社会的各种生产应该和谐发展 第三章总体生产的层次规定和基本内涵 第一节总体生产的
两个层次 一总体生产的第一个层次 二总体生产的第二个层次 第二节总体生产的基本内容 一物质生产 
二精神生产 三社会关系生产 四人的生产 第三节总体生产的基本内涵 一生产之间互相渗透 二社会生产
的过程性展开 三社会生产过程的总体性规定 第四章总体生产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 第一节总体生产
的特征 一整体性 二协调性 三有机性 四人本性 第二节总体生产的应然和实然 一总体生产的应然 二总
体生产的实然 第三节总体生产的发展趋势 一马克思对总体生产的预测 二总体生产的当代趋势 第五章
马克思总体生产思想的当代价值 第一节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 二西
方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三马克思的总体生产思想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 第二节重
新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 一重新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性 二从马克思的
总体生产思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第三节总体生产思想对于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 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定位 二马克思的总体生产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三总体生产思想对
于探索人类解放的新型道路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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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个人利益一般或是被“绞杀”在虚幻的共同体——国家中，或者被“消融”在一定的群体
中。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最终确立，个人利益
与社会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通过交换行为在经济运行形式上达到统一。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如何通过具体的交换行为而在经济运行形式上达到统一的呢？
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作为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从一开始就已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因为个人
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所有者才能存在，个人的直接产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变成商品。
这样，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制度”中，个人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对立面即一般社会利
益的实现”，在经济运行形式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达到统一，这样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建立了起来。
换句话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使得两种利益达到统一，而建立经济运动形式基础上的个人利
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又使得人们获得政治、法律形式上的平等性。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生产的产物主要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
 最后，在人的生产方面，人的能力的生产，即人才生产的地位突出。
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只有资本主义生产能够使个人能力具有“普遍性和全面
性”。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要利用科学和技术揭露大自然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去创造和满足社会本身产生
的新的需要，就必须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
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
而且在生产过程中，机器的应用、科学的使用，使体力工人、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智力的生产
成为主要的方式。
 4.马克思指出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生产的扬弃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从内容上呈现出总体生产的
趋势，但是从形式上看，由于生产关系是私有制，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表现形式。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对抗中，包含着它无法克服的限制。
这种限制表现在：一切发展都是在对抗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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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的总体生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主要讨论马克思的总体生产思想的生成、研究的视角、基本
内涵、本质特征、发展趋势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的总体生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分为五章内容，
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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