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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史》从学派的视角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日本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各学派从二战前的形成，到二战后的发展，再到现今的状况。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史》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
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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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晓军，1968年9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1991年7月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计统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9年3月毕业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获
经济学硕士学位；2008年3月毕业于日本首都大学东京，获经营学博士学位。
曾在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经济学系任副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曾在日本《経済と経済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国外理论动态》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辑刊》、《国际思想评论》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并在日
本出版专著『現代中国における第3次産業の研究——サービス業および軍需産業の理論的考察』，
日本八朔社，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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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 二战前两大学派在论战中形成 第一章 二战前的日本资本主义（明治维新以后—1945年战败） 
一 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农业色彩依然浓厚 二 阶级矛盾激化，工人运动高涨 三 从社会主义政党到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建立 第二章 论战中形成的讲座派、劳农派 一 两大学派形成的政治背景：日本共产党内
部出现对立 二 两大学派的最终形成：政治论战向经济学论战的转变 三 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及重要成
果 第二部 二战后五大学派在并存中发展 第三章 二战后的日本资本主义（1945 —1990年） 一 美国占领
下的日本资本主义（1945 —1955年） 二 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1955—1970年） 三 向新自由
主义转换后的日本资本主义（1971—1990年）  第四章 与日本共产党相伴——讲座派的发展  一 战后初
期：讲座派的研究以日本共产党制定的方针为依据 二 高速发展时期：讲座派内部论战激烈 三 新自由
主义时期：从讲座派到正统派 第五章 与日本社会党相伴——劳农派的发展  一 战后初期：劳农派左派
论战中获取优势 二 高速发展时期：劳农派左派确立社会党内地位 三 新自由主义时期：劳农派走向衰
落 第六章 与主流相偏离——去“主义”的宇野学派 一 宇野弘藏及其理论 二 宇野理论及宇野学派 三 
宇野理论的发展 第七章 发生转换——调节学派源于市民社会学派 一 市民社会学派的形成 二 山田锐夫
为代表的调节学派 第八章 引入数学分析——闻名世界的数理学派 一 置盐信雄及其理论 二 数理马克思
经济学派 第三部 新时期各学派在合作中直面挑战 第九章 陷入低迷后的日本资本主义（1990年至今）  
一 90年代以后的日本国内外环境的巨变 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日本的影响 第十章 学派中兴的
曙光 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变化 二 各学派直面挑战 三 各学派开创共同研究的新局面：对现代
资本主义的认识 四 各学派的最新研究：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认识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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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此外，一战结束后，为尽快缩小日本与欧美强国之间的差距，日本确定了实现重化工业出
口设备国产化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购买技术专利、与国外技术合作、与外国合资以及进口品
仿制等多种方式引进技术。
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日本的许多重化工产品不论是质量上、还是价格上不仅可以与欧美竞争，而且
具有了充分的自主生产能力。
与此相连，日本经济在产业结构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就业人口的比重上看，1920—1930
年的10年间，农村就业人口下降了4%，193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降至49%，第二产业比重几乎没
有变化，但就业人数有所增加，第三产业则增长加快，说明农村就业人口主要转向了第三产业。
其次，从各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看，1915—1930年的15年间，第一产业的比重由29 %降至18%
，下降了11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则由37%提高到45 %，提高了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也略有提高。
表明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远高于第一、第三产业，说明国民经济已经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拉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史>>

编辑推荐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史》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讲座派、劳农派、宇野派、调节派、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的产生、发展变化到所遇
到的挫折、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各学派的积极应对挑战的努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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