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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次修订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教材内容。
考虑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中共十
七大以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变化，此次再版对后四章进行了较大修改。
前六章未作大的变动，只对个别文字以及一些重要内容进行了技术处理。
二是教材体例。
《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后我们先后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这些来信除了对原有体例给予肯定之外，
建议增加一些练习题。
此次再版我们根据教学需要，结合每章内容编写了一些练习题供学生练习之用和任课教师参考。
限于版面及篇幅，习题量有所控制。
本次再版仍由罗清和（教授、博导）、鲁志国（教授、博导）共同主编，各章具体分工与第一版相同
，罗清和负责编写第一、二、三、四、五、六章；鲁志国负责编写第七章和第八章；段杰（副教授、
博士）负责编写第九章；谢圣远（教授、博士）负责编写第十章。
张继海（副教授、博士）负责教学课件和习题建设，全书最后由罗清和审稿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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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突出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和理论的前沿性，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重
点分析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
初步探讨。
本书遵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规律，从基本概念到基本原理，尽可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
的结合。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经济类各专业本、专科学生公共课的教学，还可供相关培训、自学和参考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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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清和，深圳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博士、教授。
现为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广东省经济学会理事、广东省中青年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省级
重点课程 ——特区经济学学科带头人。
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农业经济问题》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
多篇，其中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全文或摘要转载。
独著、合著著作十二部。
代表著作有《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战略》（1999）、《特区经济学导论》（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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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资本集中是指把若干个规模较小的资本合并成为大资本。
资本集中的方式有二：一是大资本吞并小资本，“大鱼吃小鱼”；一是通过组建股份公司把许多分散
的小资本集合成一个大资本。
与资本积聚不同，资本集中既不受单个资本依靠自身积累和积聚来增大规模的影响，而是现有资本的
组合；资本集中也不受社会财富绝对增长或积累的绝对界限的限制。
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是扩大生产规模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方式。
区别在于，资本积聚会增大社会资本总额。
资本集中是单个资本重新组合的结果，不增大社会资本总额。
二者的联系是，资本积聚越快，经济实力越强，在竞争中越有优势，会促进资本集中；资本集中加快
，有利于采用先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加快资本积聚。
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使个别资本不断增大，为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了条件，从而使资本有机
构成不断提高。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
三、相对过剩人口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社会总资本中不变资本
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出现了如下两种对立的趋势。
一是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有时甚至是绝对减少。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可变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比重相对下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
，有时甚至绝对减少。
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原有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出现机器排挤
工人的现象，即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绝对减少；另一方面，追加资本的有机构成比原资本有机构成提
高了，从而使追加的资本为劳动者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减少，即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
二是劳动力的供给绝对增加。
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也在绝对地增加。
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技术的进步和机器的广泛使用，使操作变得简单，从而使大量的妇女和儿童成
为雇佣工人；第二，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涌入工人队伍；第三，在竞争中破产的中小企业主加入雇
佣工人行列。
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与劳动力供给的绝对增加，这两种对立趋势发展的结果，必然形成相对过剩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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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经济学(第2版)》是罗清和编写的，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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