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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版《政治经济学》教材，是在继承原“北方本”教材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经济
形势的新变化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集全国39所高等院校优秀师资集体智慧编写而成。
　　本书分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部分：　　新版教材“社会主义部分”对党的十七大报告和胡
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多处做了反映：一是将利一学发展观
、统筹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作为发展目标明确地写入教材；二是在全面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的基础上，将“形
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纳入教材内容，在分析政府对
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的同时，还分析了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微观规制；三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
务的分析，既谈到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分析了如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论述，坚持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实行有机结合，既注意经济发展，又注重
社会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五是结合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
影响，对国民经济周期变动及反危机、反周期、促增长、扩内需、刺激消费等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
理论分析和探索。
　　新版教材“资本主义部分”在坚持原有教材学术传统和学术特色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相结合的原则；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内容方面对原来版本在体
系上进行了个别调整；增加了三章专门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的内容，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经
济关系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与金融危机。
这些内容力求更好地体现教材的前沿性、创新性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的与时俱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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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经济学学习指导》“资本主义部分”在坚持原有教材学术传统和学术特色的基础上，更加突出
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相结合的原则；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内容方面对原
来版本在体系上进行了个别调整；增加了三章专门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的内容，包括：当代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与金
融危机。
这些内容力求更好地体现教材的前沿性、创新性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的与时俱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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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第一章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第一节 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二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节 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章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    第二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
位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第四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利益关系和分配制度    第一节 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利益关系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制度    第三节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
制度    第四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  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    第一
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内容和构成    第二节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    第三节 作为市场主体的居
民    第四节 作为市场主体的农户  第六章 现代企业的组织和行为    第一节 现代企业制度与组织    第二
节 现代企业的行为  第七章 商品市场和赞币流通    第一节 商品市场    第二节 货币流通_    第三节 商品
的供求与价格  第八章 要素市场和资源配置    第一节 要素市场    第二节 资本市场    第三节 劳动力市场   
第四节 土地市场    第五节 产权市场    第六节 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  第九章 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及
其平衡关系    第一节 社会总产出与总供给    第二节 社会总需求及其形成    第三节 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与
波动  第十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增长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第二节 经济增长方式及其
转变    第三节 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    第一节 经济发展观及
其演进    第二节 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建设    第三节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    第四节 农业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  第十二章 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运行    第一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    第
二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    第三节 开放条件下的国民经济运行  第十三章 政府对国民
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第二节 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宏观调控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微观规制下编 政治经济学(资
本主义部分)  导论  第一章 商品    第一节 商品的二因素    第二节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    第三节 
商品的价值量    第四节 价值形式    第五节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第二章 货币    第一
节 货币的职能    第二节 货币的虚拟化    第三节 货币流通规律  第三章 价值规律    第一节 价值规律的基
本内容和表现形式    第二节 价值规律的作用  第四章 资本与剩余价值    第一节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二
节 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    第三节 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方法    第四节 资本主义工资  第五章 资本积累    
第一节 资本的简单再生产    第二节 扩大再生产与资本积累    第三节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第六章 资本
的循环与周转    第一节 资本的循环    第二节 资本的周转  第七章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及其周期性    第
一节 个别资本与社会总资本    第二节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    第三节 经济危机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周
期性  第八章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第一节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第二节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第三
节 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第九章 商业资本与商业利润    第一节 商业资本    第二节 商业利润    第
三节 商业流通费用及其补偿  第十章 银行资本与银行利润    第一节 借贷资本与利息    第二节 银行资本
与银行利润    第三节 资本主义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的发展    第四节 资本主义信用  第十一章 资本主
义地租    第一节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与地租的本质    第二节 资本主义地租的基本形式    第三节 土地价
格  第十二章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节 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  第十三章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新变化    第一节 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社会化发展   
第二节 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新发展    第三节 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新发展  第十四章 当代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  第十五章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与金融危机  第十六章 资本国际化与经济全
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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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第六章 现代企业的组织和行为　　第二节 现代企业的行
为　　（一）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选择　　这是指在产量一定的条件下使各种生产要素形成成本最低
组合的选择，或者说，是在成本一定条件下实现产量最大化的生产要素的组合。
生产要素组合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固定比例组合，即生产某种产品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组合比例
不能改变，也就是说，各种生产要素之间不能相互替代。
这种比例关系通常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其经济上的最优组合也是技术上的最优组合；第二，可变
比例组合，即生产某种产品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可以改变，也就是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按某种方式
相互替代。
　　满足最优生产要素组合的条件是：任意两种生产要素边际产量之比（技术替代率）等于这两种生
产要素价格之比，即：　　A要素边际产量／B要素边际产量=A要素价格／B要素价格　　A要素边际
产量／A要素价格=B要素边际产量／B要素价格　　（二）短期最佳产量决定　　短期是指在来不及变
更固定投入的时间限度；长期则是指固定投入可以变动的时间限度。
短期最佳产量是指在固定投入一定条件下，能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水平。
其基本规则是：边际成本=边际收益。
　　（三）长期最佳产量决策　　企业长期最佳产量是指，企业可以变动固定投入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目标的经营规模。
这一最佳产量位于内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不经济的交点。
　　企业规模扩大后影响内部规模经济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工细化，劳动生产率提
高；二是降低管理人员在职工人数中的比重，管理费用下降；三是购置高效设备和增加班次，提高设
备利用率；四是增加产品品种，充分利用副产品；五是产品质量提高；六是获得大批量采购和销售的
便利，降低交易成本等。
　　企业规模扩大后影响内部规模不经济的主要因素：一是造成管理不善，生产效率下降；二是内部
组织成本增加，如增设机构，费用增加；三是人际关系复杂化，内耗增加；四是因质量管理难度加大
导致质量下降；五是增设供销机构使交易成本增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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