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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工作确立了以下基本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坚持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或方法论，我们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纷繁复
杂、急速变化的世界中，体验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发展起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
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形式。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④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归根结底是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
判)序言》中作过经典性的表述。
根据这一经典表述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他有关阐释，可以将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结为如下五个基本命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
制度的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
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
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二、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与不断变化的条件相适应的历史性科学，必须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
不断发展。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深深扎根于现实经济生活的沃土之中，实践是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客观源泉，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是对现代经济生活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反映，它要说明新现象，回答
新问题，揭示新规律，要有新的主题、概念、范畴和理论。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百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泛刻的变化，工业社会开始向信息社
会过渡，经济的全球化迅猛蔓展，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日新月异。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的信息化和自动化、生产集中的巨大发展和尹散化趋势的并存、所有权
与经营权的分离和金融资本的膨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周期的复杂化
、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明显，这些现象都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结构。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实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苏联东欧社会主
歹：的挫折，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照抄照搬西方的经济理
论不可能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探索和创立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理
论，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途径。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资本论》及其手稿称作《政治经济学批判》。
深入地研究西万经济学，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抛弃其中的不科学因素，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对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片
面的。
马克思曾经把19世纪30年代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作庸俗经济学，因为它是辩护的而不是客观的，它
只在表面现象内兜圈子而不揭示事物的本质。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是有根据的。
但是，不能由此而否定一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成就和意义。
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些一
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
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
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一方面要从西方经济学中吸取其反映现
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科学的成分，在学习和借鉴中丰富、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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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另一方面要准确和科学地辨别其中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害的意识形态因素，批判其中错误的和不
科学的东西。
对于西方经济学简单否定或全盘接受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
深入细致的研究，批判性的借鉴，是获得科学成就的唯一途径。
    四、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反思。
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产生新的认识。
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应当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也不可能完全摆脱
历史的局限。
克服这些局限，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经典作家关于消灭商品生产的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他们揭示的未来
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观点贯穿于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论的始终。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商品生产的这种批判尽管有自己的根据和意义，但总的来看是不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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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什么是新国际分工　　1.1　国际分工的概念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分工是劳动在不
同部门和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划分，也就是不同劳动者分别固定地从事不同种类的劳动，即生产职能的
专业化（张宇、柳欣，2005）。
　　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最早出现的分工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分工，它是从两个起点上产生的：一是在原始公社内部，由于性别
、年龄等各个方面的差别，在纯生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分工；二是在各个原始共同体之间，由于各
自所处自然环境的差别，在自然条件和自然产品的差异基础上形成的分工。
而社会意义的分工产生于剩余产品的出现。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的全部劳动时间都用来生产少数几种生活必需品，而且这些必需
品的生产方法简单，无需特别的技能，这样，劳动的分工即无可能，也无必要，简单协作即是劳动的
主要方式。
随着生产力发展，随着新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新生产方法的采用，劳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劳动生产率因
而提高，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这使一部分社会成员从基本生存资料的生产中解脱出来，从
事其他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为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张字、柳欣，2005）。
　　马克思把分工分成两类，～类是社会分工，也就是不同劳动部门之间的分工，一类是工厂内（企
业内）分工，也就是企业内部围绕某种商品发生的分工（马克思、恩格斯，1979，Vol47，P.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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