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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经济是经验事实，因此不必研究抽象的价值，只要眼睛盯住市场、
供求、利润、就业、财政、税收、汇率，最后盯住货币发行量就行了。
对中国而言，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中国没有个人主义的文化传承，没有产权明晰的经济基础，没有宪政主义的政治组织，一句话，
没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经验，不懂资产阶级的思维和心理。
中国是从几千年传统农业经济、百多年半殖民地经济、几十年计划经济，转向生产要素商品化的资本
经济。
现在全球面临的是社会主义信念崩溃和世界资本主义竞争。
面对货币、资本、资源三大战争，处在这个时代的中国领导层，只有懂得资本经济的内在机制和原理
、看透货币金融的内在本质，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为世界经济的进步和改革作出贡献。
开放中的中国，正以低廉的劳动成本和高昂的能源消耗支撑着资本主义世界。
一向以勤劳自居的中国，现在面对号称“金融帝国”的美国.，如果我们跟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和官僚
政客后面，再丧失金融风险意识，继而丧失货币主权和资本主权，最终必定丧失中国的经济主权。
那时，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看到的将是卖苦力、卖祖业、卖江山的现实。
因为在主流思想界，正像马克思所说：“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
是它的欺诈之花盛开的时期。
但是我们专家的命运仍旧不佳。
当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
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也就不再可能公正无私地研究这种关系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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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产价值论:兼论价格与货币》以全新的角度论证了价值、价格及货币范畴的形成。
从最抽象的基础理论到最前沿的经济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西方现代经济学，均以批判继
承的态度提出了诸多颠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和命题。
作者概述了人民资本和劳动资本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提出世界面临的经济革命之首是货币银行
的革命，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银行革命成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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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劳动是从主体方面来看的生产，生产是从主客体统一来看的劳动。
用劳动这个词表达“生产”，无非是为了强调主体在生产中的主导作用。
我们如果从客观上理解劳动，不把劳动理解为生产的主观形式，而把劳动仅仅理解为人的体力和脑力
的消耗，劳动就是“劳动力”。
在历史发展中，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实践”，强调人的主体作用，是一件事；在经济学中，把主
体与客体统一视为规律，是另一件事。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经济不是孤立的“活劳动”，而是人、工具和自然的结合，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是唯物史观的三个基本概念。
生产关系在马克思那里最初就是分工、交换，以及在分工和交换中包含的财产关系、生产条件的分配
。
　　生产关系体现人与人的关系，是在物与物的占有关系、自然与自然的占有关系基础上体现的“人
”与“人”的关系。
这一点，马克思有充分的阐述。
即使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生产一开始也是包含着生产关系、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占有和依据所有
权进行的生产成果的分配。
所以，当生产稍有发展时，交换就不仅仅是劳动产品的交换，还包含着自然资源占有和生产要素的交
换。
　　人类历史的基础是生产，经济的直接定在就是人类生产活动本身。
劳动是人的本质，“抽象人类劳动”是人的一般抽象的本质。
由此出发，推演出全部政治经济学范畴，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商品、价值、资本等一切经济学范畴都
发源于“劳动”。
这种从“劳动”、“活劳动”或“主体”出发的经济学，排除了经济实践的起点：生产一般--人与自
然的统一。
单从主体出发，不可能把握任何现实的生产，不可能理解任何现实的生产。
　　经济学的起点就是经济--人与自然的互动，经济就是在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生产一般。
尽管生产关系本身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人与自然的统一仍然是一切经济学研究的最基础层面和最
终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没了地球，人与人的关系还有什么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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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国家把提高或者降低货币价值看成是它们的救命稻草，为了让世人以为它们的货币没有掺假，甚
至不顾体面，把国王的肖像刻在货币表面，公然违背公共的信义⋯⋯”　　——威廉?配第　　颠覆现
有社会的最有效，同时最不易被察觉的方法就是，大量印制流通货币。
这样做既不会违反各种经济法规有关扰乱经济秩序方面的条款，又不会被大众所察觉⋯“　　——约
翰?梅纳德?凯恩斯　　当代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以下面的假设为基础：政府有权随自己的意愿刨造任
何数量的货币，并使人们接受之。
　　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通货膨胀发展
到什么程度公民意识才能觉醒，则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
政府官员总是能够为通货膨胀的发生找出种种借口⋯⋯　　——米尔顿?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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