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经济社会中的价值分配和经济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知识经济社会中的价值分配和经济运行>>

13位ISBN编号：9787542628459

10位ISBN编号：7542628453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孙伯良

页数：27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经济社会中的价值分配和经济运�>>

前言

　　知识经济时代是从工业经济时代发展过来的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受到深刻的影响，知识经济首先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因而在经济领域所带来的变革和影响已经相当显著。
各国的经济政策也随之改变，以发展知识经济为主要目标。
我国在1996年提出要利用信息化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战略，2006年又进一步提出了到2020年把我
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
这意味着我国也开始步入知识经济社会，但我们刚从工业经济时代走过来，而工业经济的价值观念、
管理方式、经济运行方式都与知识经济有很大的区别。
然而，工业经济的传统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知识经济来临之际，我们在意识形态、经济
机制和经济行为等方面仍然以工业经济的传统习惯去看待，去行事，这将严重影响知识经济的发展。
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如何发挥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如何处理创新主体的智力劳动
与物质资本的关系、如何实现创新成果的价值和分配剩余价值、如何建立新的经济运行方式和激励机
制促进知识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等理论与实践问题。
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给予回答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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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导论和上中下三篇构成。
    导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分配和经济运行的目的，一是要在知识经济的新形势
下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实践。
    上篇是知识经济篇，分析了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在生产方式、生产力标志
、科学技术发展层次等方面的区别，阐明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特征、知识生产力的特点及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变化。
说明了知识经济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时代。
    中篇是价值和价值分配篇，本篇首先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出发，重申了总体工人概念，强
调了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明确了在社会分工序列中的所有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批判了部分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仅仅归结为直接生产领域的体力劳动的错误观点，阐明了直接生产领
域和非直接生产领域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凝结价值的社会劳动的组成部分，从而厘清科学研究
、技术发明、知识传授、管理咨询等智力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这一事实。
在此基础上，联系知识经济的产业特征，提出了智力劳动价值论，批判了知识价值论替代劳动价值论
的错误倾向，从知识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知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分，证
明了在知识商品生产中创造价值的是智力劳动而不是知识，知识作为智力劳动的产物，在被应用到生
产过程中时能创造出更多高质量的使用价值，形成更多的社会财富，但它没有创造价值，仅仅是转移
了自身的价值。
创造价值的只是创造知识、运用知识的智力劳动和其他配套劳动。
智力劳动价值论阐述了智力劳动在知识生产和知识运用及在社会价值和社会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
证明了智力劳动是知识经济的主导性生产要素和中心生产要素，从而在价值分配中智力劳动要素应占
有纯剩余。
在价值分配理论的论述中对“知识资本”（知本）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知本相当于物质资本中的不
变资本，它占有剩余是不合适的，智力劳动要素是创造价值的可变要素，所以应该建立“智本”范畴
才是科学的。
在分配理论中还论述了智本占有剩余的正义分配性。
    下篇是知识经济运行篇，在对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的一般生产过程考察的基础上，分别对知识
经济的创新研究和组织结构、知识经济中的企业组织和经营方式、知识经济中的激励方式进行了研究
。
知识经济中最根本的是知识生产，而知识生产就是不断地创新，从而得出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根本推
动力的结论；创新需要一定的组织机构，本篇中提出了组建学科性公司，构建产学研结合的创新微观
组织的观点；创新需要实践，创新成果需要运用，来改造我国的传统产业，适应知识经济发展，提高
企业的运营效率。
本篇中提出了精功拟合、互联经营的企业组织和经营方式；创新需要激励，本篇在分析了知识型劳动
者的特点和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后，强调了创新激励方式的重要性，提出以“人本激励”作为知识
经济运行的主要激励机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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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论　　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一节知识经济已来临　　知识经济在当今世界无
异于一场悄然兴起的革命，它正在强烈地冲击着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等各个层面。
伴随着一种经济形态而来的是一种新的人类社会的文明，虽然这种新的文明还处在“冰山半露”的朦
胧状态，但这场“静悄悄的革命”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所带来的变革和影响
已经相当显著。
　　1995年当联合国文件中首先使用“知识经济”一词时，我们只是朦胧地了解知识经济是怎么回事
，知道它与信息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意识到知识经济即将来临。
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及时提出利用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路，在这一时期，中国
高端制造业迅速发展，在高端制造业快速发展中遇到的核心技术问题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是要进行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
2006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会议提出了至2020年把我国建设
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这是继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之后党中央作出的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又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进
一步落实和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应对全球挑战、面向我国经济社会当前和长远发展需求做出的战
略抉择。
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知识在经济神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
的焦点。
这次全国科技大会是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建设时期的标志，也是我国步人知识经济社会的重要里程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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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经济的来临强烈地冲击着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这
场“静悄悄的革命”在经济领域所带来的影响已经相当显著。
《知识经济社会中的价值分配和经济运行》深入分析了知识经济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的深刻变革，工
业社会中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力特征已逐步演变为以知识为中心的生产力特征；在论述智力劳动价值
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智本范畴，论述了智能要素主控剩余分配的理论；通过考察知识经济的运行特征
，阐明了知识经济的本质是创新，进而阐述了创新的微观基础的构建形式、传统产业创新的组织方法
和创新人才的“人本激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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