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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11月1—2，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16次学术讨论会在湖南湘潭举行。
会议由湘潭大学承办，有来自全国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和新闻出版界近140名专家、学者参加，共提
供115篇论文，主要围绕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研究、产权经济学研究、
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和思潮研究等几方面的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提
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见解，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
为向社会广泛交流这些学术成果，更好地遵循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
步前进，现特从参会论文中选出有代表性的45篇修整汇集成册，公开出版，以飨读者。
其中，一些篇幅较长的文章做了适当的压缩，所有文章均省略了参考文献，特向各位提供文章的作者
做一说明。
    根据文章内容，本书分为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
本部分收录了程恩富、何干强等人的8篇文章。
从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评价
，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等几个方面展现了学者们的研究与思考。
    第二部分，消费经济学研究。
本部分收录了覃小飞、龚志民等人的8篇文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我国的消费问题进行了探讨
。
其中，一些作者引入了诸如ACE仿真研究、行为经济学理论等新方法，并探讨了绿色消费的问题，使
有关消费经济学的讨论很有新意。
    第三部分，产权经济学研究。
本部分收录了王志伟等人的6篇文章。
通过对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比较，进一步澄清了市场经济下的产权问题。
并对产权理论的不同视野及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
    第四部分，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研究。
本部分收录了方福前等人的12篇文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对有关经济政策进行了探讨。
    第五部分，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研究。
本部分收录了王毅武等人的10篇文章。
介绍了新时期主流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对国防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分享经济理论等进行了较深入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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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30年左右，李嘉图学派在剩余价值问题上碰壁了。
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是以下两点：第一，劳动价值的尺度。
但是，活劳动在和资本进行交换时，它的价值小于所交换的对象化的劳动。
工资，一定量活劳动的价值，总是小于同量活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或体现同量活劳动的产品的
价值。
这个问题这样提出，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第二，按照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
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价值相等的产品，也会生产相等的
剩余价值或利润。
但是，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么，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李嘉
图学派所说的利润。
但是情况恰恰相反，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的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
因此，这就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
李嘉图已经发现了这个矛盾，但是他的学派同样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
　　⋯⋯　　李嘉图学派也力求按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理论上的难题。
他们是怎样解决的呢？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详细考察了李嘉图学派一些主要经济学家的解决方案，指}}{：（1）
托伦斯在价值由劳动决定和利润源泉这两个问题上表现混乱，结果，局部回到斯密那里，回到“让渡
利润”的见解。
（2）詹姆斯·穆勒解决李嘉图体系的矛盾的不成功的尝试：一方面试图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说成是绝
对的生产形式，并且从而试图证明这种生产的真实矛盾不过是表面上的矛盾。
另一方面，力图把李嘉图的理论说成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绝对的理论形式，并且同样用形式上的理由把
有些已为别人提出、有些是摆在他本人面前的理论上的矛盾辩解掉。
（3）穆勒使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徒劳尝试，局部地回到供求论。
（4）直接把需求和供给等同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需求据说就是产品，而且这种需求的量就是用这
种产品的价值量衡量的，并以此证明买和卖只是等同，价格取决于流通的货币量，供给和需求必然是
彼此平衡的。
　　李嘉图学派所做的解决理论难题的尝试，使李嘉图学派走向解体，并最终滑向庸俗经济学的泥潭
。
　　从古典经济学到庸俗经济学的演变是历史的必然。
从阶级性上说，古典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学，是直接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
正是这种阶级的局限性使它不能做到完全揭示经济活动本质的科学研究。
马克思说得好：“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
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还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
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
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②这表明，古典经济学可以成为科学经济学的历史条件，是以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展开为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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