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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经济学》一书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研究系列的“学科篇”，首先面对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学
边界划分。
看学说史，要明确社会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看学科建设，要明确社会经济学
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看中国经济理论界动态，要明确社会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关系，即
同主张研究过渡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的关系；看当代思潮，要明确社会经济学与所谓同国际接轨的关
系。
分析思考的结果，把全部关系锁定在亚当·斯密开辟的国民财富研究平台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就是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两项已有成就的基础
之上，开展“国民财富的代价和选择的研究”。
“代价”研究回答过渡经济学提出的问题，“选择”研究回答转轨经济学提出的问题。
这同社会经济学是什么关系？
社会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的一门学问。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代价和成本，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在中国改革
开放大背景下，创造出的适应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要求的组合生产方式，是抛弃计划经济体制选择市
场经济体制、抛弃生产方式一元化选择生产方式多元化的结果，这样一看理论边界就清晰了：    如果
说18世纪开展“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后的知识体系是政治经济学，19—20世纪开展“国民
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后的知识体系是经济学，那么社会经济学就是21世纪开展“国民财富的代
价和选择的研究”后的知识体系了。
而中国经济学则同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是带地域色彩的时代符号。
所谓同国际接轨，不是把各国国民财富的生产和交换过程纳入现存的秩序和轨道，而是朝着新的方向
架桥铺路，修筑新的轨道。
    开创国民财富研究新篇章，开展“国民财富的代价和选择的研究”，就是修筑新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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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润葵，1943年1月出生，196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学系，曾任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研室
主任、经济学教授。

    几十年来，讲授过《国民经济管理学》、《财政与信贷》、《货币银行学原理》等七门课程；出版
《当代经济管理学概论》（合作主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专题讲座》（主编）、《国家税收学》
（著）、《结构经济学》（主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路径探索》（主编）、《市场竞争中的
弱势群体研究》（主编）、《中国新的生产方式研究》（著）等7本专著；在《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
》、《经济学周报》、《数理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哲学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时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谣南政法大学学报》、《天府新论》、《远东中文
经贸评论》等刊物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承担并完成了5项省、部级课题和1项国家课题的研究任务。

    理论研究方向是社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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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有人又会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化解机制不是还有联合国这个权威吗？
错。
当然，联合国应当有权威，但不是传统意义的权威。
如果联合国的权威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威，联合国必然成为少数或个别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
。
从根本意义上说来，联合国是一个协商机构或协调机构.只是为化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实现和谐
世界提供了一个沟通的平台。
就说“欧盟”吧，“欧盟”的权威还是约束在协商一致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如果“欧盟”有了军队、
法院、监狱等需要服从的权威，“欧盟”的性质和功能就是在向国家转化了，所谓“欧盟”就是“小
国变大国”而已。
有的社会学家提出的建立一个治理全球的世界性的权威机构，有这个可能，但那一定是在国家消亡之
后，现在不可能。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化解机制只能是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不能有什么
权威，至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之间的矛盾，化解机制有没有权威，这个问题
不用讨论了。
第三，内容和方法都是全新的研究课题。
我们说程序交互矛盾与化解机制其内容和方法都是全新的研究课题，不是说社会学在过去完全没有涉
及到这些东西，而是说社会学面对全球化问题，仍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捡破烂”的口袋，区别似乎
只在口袋大了一点。
比方说，传统社会学要研究犯罪问题和健康问题，现在就增加一个跨国贩毒和艾滋病国际传染；再比
方，传统社会学要研究移民问题，现在就增加一个全球移民；还比方，传统社会学解决矛盾的方法有
科层制这样的权威机构，现在就寄托于联合国；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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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经济学:国民财富的代价和选择的研究》是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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