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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得 学 习 的 好 教 材
—喜读 陈怒祥的《政治 经 济学 资本主 义部分 》

荣

教科 书

傅 殷 才

从上大学起
,

我就常读各种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
,

读过多少也记不清了
。

改革开放以

来
,

又读了不少政治经济学著作
,

并特别重

视其内容的变化
。

我重视研读政治经济学
,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
“

最深刻
、

最全 面
、

最 详 细 的 证 明 和 运

用
” ,

①是其他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
。

我研究

经济学说史
、

当代西方经济学
、

世界经济
、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

在众多的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中
,

我印象最深且受益最多的
,

要算陈

恕祥教授主编的 《资本主义经济学 》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 和在此基础上编著

的 《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部分 》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

在我看来
,

陈恕

样教授的上述著作具有如 下特点或优点
。

全面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该书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统一的社 会 生 产 方

式
,

其任务是揭示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
,

即

经济规律
。

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的
。

在最伟大 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 》

第 卷第 版序言中
,

马克思就明确指出
“

我

要在本书研究的
,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

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 ”

②

但是
,

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中
,

虽也谈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 辩 证 统

一
,

实际上
,

却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

般都归结为生产关系
。

该书则认为政治经济

学必须 以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
,

考察各个

社会形态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中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矛盾运动
。

并且强

调指 出
“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当然要研究社会生产力 但这是从研究生产

方式 出发
,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为生产

方式中去研究生产力
,

而不是作为一门技术

科学或工艺学等等去专门研究生产力
。

政治

经济学当然要研究生产关系
,

并且作为一门

社会科学还要着重地
、

全面地研 究 生 产 关

系
。

但这是研究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

产关系
,

而不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
,

或者

说就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关系
” 。

这是很正确

的
,

列宁就曾说过
, “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

于生产关系
,

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

度
,

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

做 自然历史过程
。

不言而喻
,

没 有 这 种 观

点
,

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 ”

③

如果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生

产关系
,

就可能把不同社会制度区别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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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归于生产关系
,

从而孤立地研究生产关

系
,

脱离生产力比较不同生产关系 的优劣
,

以 抽象的
“

正 义
” 、 “

公平
”

为标准衡量生

产关系的
“

合理性
” 。

从此得出的结论
,

是

不会令人信服的
。

例如
,

在谈论什么是社会

主义的时候
,

就不能把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看

作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
,

不

会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列为社会主义本质的

首要内容
,

而可能只谈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

不能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

产力
。

果真如此
,

就会弄不清什么是社会主

义
。

该书的这些思想
,

是作者在多年教学
、

调研
、

材料积累的基础上
,

迸行创造性研究

的成果
。

构建政洽经济学新的结构体系

该书的最大特点和贡献还在于
,

突破长

期流行的传统结构
,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实际密切结合起来
。

首先
,

该书不象一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那样
,

在资本主义部分从分析商品开始
,

而

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 —社会

化大生产开始
,

这样可以避免把商品经济和

资本主义制度混淆起来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从简单商品生产

开始分析资本主义
,

因为资本主义是从简单

商品生产中产生的
。

这一研究形成了严密的

科学体系
,

创立了不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
。

但作为高等学校的教材
,

先讲清楚社会

化大生产的发展进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

基础
,

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化

大生产的发展进程
,

这并不违反马克思的思

想
,

而有简明
、

通俗的好处
。

而且还应当指

出的是
,

马克思在理论上 不是在具体历史

进程上 把商品经济的消亡同资本主义的消

亡是联系在一起的
,

因为他以资本主 义的生

产力 已发展到那样高的水平
,

以致可 以立即

取消商品而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
。

但实际表明
,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

商品经济
,

我们还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
。

如果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部

分 教科书仍从商品分析开始
,

且以此为线

索来 阐述资本主义
,

将不利于正确说明商品

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一回事
,

更不利

于 阐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存在

和发展
。

该书的结构及其内容 正 好 表 明
“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

不是社会主

义与资木主义的本质区别
。

计划经济不等于

社会主义
,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

等于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

计划和

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

社会主义的本质
,

是解

放生产力
,

发展生产力 ⋯ ⋯
”

④

其次
,

以前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部分
,

一般都分为 自由竞

争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
,

分 别 进 行 论

述
。

这种结构可能使人造成一种印象
,

马克

思在《资本论 》中讲的是旧的自由竞争的资

本主义
,

似乎这部著作现在已经过时了
。

该

书则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
,

把 自由资本

主义
、

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

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统一体进行考察
。

在

论述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和特征时
,

表明在

资本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 —社 会 化 大 生

产
,

资本主义经济的体化形式 —普遍化的

商品经济
,

资本主义的制度特征 —资本剥

削雇佣劳动等方面
,

虽然有很大变化
,

但根

本性质依然一样
。

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的体

制和运行时
,

从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 国家垄

断资本主 义即从 自由经营和国家 干 预 的 角

度
,

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和主体
、

市场体系
、

政府的经济职能
、

国际经济关系

等方面
,

则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

生产力有了

更大的发展
,

但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

盾
。

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和趋势时
,

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经济危 机 逐 步 加

深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几经调整
,

由于帝

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

社会主义还是必然代替

资本主义
。



该书把 自由竞争
、

垄断和国家垄断
“

打

通
” ,

统一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论述
,

别具一格
,

具有以
一

优点 以历史作为

背景
,

立足于当代
,

面向当代
,

阐明现实的

资本主义
,

给人们 以时代感和真实感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剖析和 阐明当代资本

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际情况
,

更能体现马克

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生命力
,

更能提高人们的

马克思主义水平 全书将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基本矛盾和盘托出
,

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括生生的东西

向读者表明出来
。

注贯故治经济学的实用性

该书在注重阐明有关资本主义的理 沦原

理的同时
,

实用色彩较 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教

科书有很大加强
。

我们知道
,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实用色彩

空前浓厚了
。

这就是说
,

当代西方经济学在

不放松意识形态斗争的同时
,

更加注意研究

各种实际的具体的经济问题
,

为垄断资产阶

级加强企业管理
,

攫取最大 限度利润服务
,

为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服务
,

为西方

国家的经济干预 和调节
、

维护和巩固资本主

义制度服务
。

这种实用性决定当代西方经济

学的某些理论
,

它所提 出的经营方式
、

管理

方法
,

程度不 同地带有某种合理 性 或 科 学

性
。

因此
,

它受到资产阶级的青睐
。

我们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

大都是

纯理论性的
,

或理论脱离实际的
,

因而不大

受读者的欢迎
。

该书则不同
,

在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阐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字燕本原理

的同时
,

用了很大篇幅来考察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模式
,

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
、

劳动力市

场
、

资金市场
、

地产市场
、

技术市场
、

信息

市场等等
,

还用了 下少篇幅来说明资本主义

的国有经济成份
、

国家调节经济
、

社会福利

政策
、

计划调节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

经济职能
。

该书对这些作科学的分析
,

既有

利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
,

也有利于

我们吸收和借鉴
。

这在当前是十分重要的
,

因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指出的
“

社会主

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 比较的优势
,

就必须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

果
,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

先进经营方式
、

管理方法
。 ”

⑥

总之
,

陈恕祥教授的这部著作在编写框

架和内容方面均具有创造性
,

而 且 结 构 严

谨
,

文字流畅
,

通俗易懂
,

是一本很好的电

大教材
。

不仅如此
,

我还认为
,

该书对经济

专业和非经济专业的 可志了解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
,

也是值得认真学习的好教材
。

但是
,

把 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运动
,

尽管是很成

功的
,

但毕竟还是一种赏试 性 的 工 作
,

因

此
,

对有些问题如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
,

怎

样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论述得更符合实

际
,

使人们更易于认识其本质和历史地位
,

还值得深入进行研究
。

我相信
,

该书作者在

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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