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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其内容广博深邃。
《政治经济学理论专题》采用了专题的体例阐释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这种叙述方式有利于把握政
治经济学主要理论的演进脉络和对理论本身的理解。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阐述经济运行的一般理论，包括价值理论、分配理论、资本运动理论及垄断经
济理论；下编阐述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工
资的一般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
在附录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中国先秦诸子的财富观等。
　　《政治经济学理论专题》适合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经济学理论专题>>

书籍目录

上编 经济运行的一般理论价值理论专题第一章 劳动价值论第一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第二
节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第三节 当代的价值论第二章 剩余价值论第一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生
产论第二节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第三节 当代的剩余价值论分配理论专题第三章 剩余价值分割论第一
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分割论第二节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分割论第三节 当代的剩余价值分割论
资本运动理论专题第四章 单个资本运动论第一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运动论第二节 马克思的单个
资本运动论第五章 社会资本运动论第一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资本再生产论第二节 马克思的社会
资本再生产理论第三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论与农、轻、重和三次产业的关系垄断经济理论专题第六章 
垄断资本主义论第一节 私人垄断资本的形成第二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第三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的作用第四节 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下编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理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专
题第七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
重要矛盾第八章 社会主义所有制论第一节 所有制结构理论的提出第二节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
制结构的基本内容第三节 所有权和产权的关系第九章 工资的一般理论第一节 工资理论概述第二节 马
克思主义的工资理论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分配论第十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节 市场经济的一般
规定性第二节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理论第一节 社会主义国家控制和干
预经济的客观性第二节 我国宏观调控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附录附录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附录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附录三 中国先秦诸子的财富观附录四 案例
分析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经济学理论专题>>

章节摘录

　　二、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　　亚当·斯密（1723-1790）是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
济学家，在他那里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经济学界称其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斯密还没出世，父亲就去世了，他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
斯密聪慧好学，先后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学习的内容很杂，主要包括哲学伦理学、数学
、自然法学、政治经济学等。
他做过大学教授、公爵私人教师、海关总监。
他先后出版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他把注意中心放在增加国民财富上，这适应了当
时资产阶级为增加利润而扩大商品生产的要求。
在劳动价值理论方面，斯密有着重要的贡献，使劳动价值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
　　斯密从分工出发，研究商品和货币的交换比例，进而考察到商品交换价值，并认为价格是交换价
值的一种形式。
同把交换价值看成货币、看成金银而混淆了交换价值和价格的配第相比有了进步。
　　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另一个贡献是区分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但他过于关注商品交换价值的量
的比例，而完全抛开了使用价值。
他不了解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了解商品所具有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原因。
　　斯密的商品价值论是二元的。
他认为商品之间的交换不过是体现在这些商品中的劳动量的交换，商品的价值自然取决于劳动。
“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25页）商品的价值由生产
商品所消耗的劳动决定，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斯密对劳动本身做了主观的解释。
这个劳动不完全是劳动量的付出，而是生产劳动过程中，“安乐、自由和幸福”的牺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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