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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政治经济学(第二版)》是我在自己长期的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所撰写的讲稿和制作的课
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它在编写体系上，借鉴了由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所倡导、由福州大学学术老前辈张炳光先生所创
新并首先实行的“过程法”，即按照广义的社会生产总过程，从商品货币到直接生产、分配、交换、
消费到社会再生产再到对外经济关系，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分篇论述；①在编写方法上，采取了纵向分
析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即试图在纵向上对政治经济学从产生到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诠释
，在横向上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对比分析；在研究对象上，遵循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以
研究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为主，并结合了对市场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研究，如对企业经营机制与经
营方式、市场体制与市场机制、商品流通与市场、消费结构与消费模式、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经济
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等内容进行了分析与叙述；在编写内容上，以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内
容为主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和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些重
大问题，介绍了专家学者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建树；在编写结构上，力求做到逻辑清晰、条理分明
、语言简洁，并在每章都设有内容提要、参考资料、相关链接以及复习与思考等栏目，以增加教材的
可读性与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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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根据以上分析，剩余价值的产生，既不在流通领域，但又离不开流通领域。
换句话说，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
这是解决资本总公式的矛盾的条件。
 根据这个条件来解决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我们就要分析价值增殖究竟是从哪里发生的。
首先，价值增殖不会发生在G—W阶段的货币上。
因为这里的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其价值量没有增殖；其次，价值量
也不可能发生在W—G阶段上，这里商品的价值量是已定的，也不会因为商品的出售而增殖；最后，
价值增殖必然是发生在G—W阶段的商品上，货币所有者必须购买到某种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具有
特殊的使用价值。
通过对它的使用能创造价值，而且能创造比其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种特殊商品就是劳动力。
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概念，指出了雇佣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
而不是劳动，并进一步阐明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与其他商品的区别。
为此，马克思说明了价值增殖是怎样既在流通领域进行，又不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过程。
他指出，价值增殖要以流通过程为媒介，以在市场上购买到劳动力为条件，但价值增殖又不在流通中
产生，因为流通只是为价值的增殖准备条件，因此价值增殖过程最终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进行。
他强调，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商品所具有的独特的使用价值，才是价值
增殖的源泉。
这就使得价值增殖的秘密得到了科学的解释，从而解决了资本运动总公式的矛盾。
 6.1.3劳动力成为商品 劳动力，就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即存在于人的身体中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
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
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 劳动力在各个社会都存在，只要有人类，就有劳动力。
但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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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政治经济学(第2版)》是作者涂晓今在自己长期的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所撰写的讲稿和制作的
课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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