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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政治经济学概论》(资本主义部分)

阮红新　许　多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 月出版的王元璋教授编写的

《政治经济学概论》(资本主义部分) , 是一部富有创新精神的

教科书。该书不仅吸取《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的精髓, 而

且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 大胆创新, 把市场经济时期所普遍

适用的若干基本原理融入其中, 深入地挖掘、整理和极大地

丰富马克思、列宁的市场经济思想, 使整本书深深地打上市

场经济的烙印。纵览全书, 无论是整体的理论框架, 还是具体

的理论观点和细节, 都屡有新意, 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该

书独具匠心的构思凝聚了作者的许多心血, 其创新性的内容

也为“武汉大学面向 21 世纪经济学管理学系列教材”增添了

亮色。

一是整体框架新颖。作者严格遵循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

的叙述方式, 即首先从大量的经济现象中分析归纳出最简单

的规定性, 再考察它的各种发展形式。该书除始论和尾论外,

正文分上、下两编, 上编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考

察”, 下编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考察”。上编主要阐

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二卷中对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和

流通过程作抽象分析所揭示的理论。这些理论是适用于整个

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一般理论原理。下编由抽象研究上

升到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进行的具体研究, 依照资本主

义的发展脉络和顺序, 依次安排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

本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三章。众所周知, 资本主义迄今为

止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 既包括马克思在世时的自由资本主

义, 也包括列宁深入研究过的垄断资本主义, 还包括当代资

本主义。作者深入考察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和

规律, 给人以清晰的历史感和整体感。这种整体框架, 脱离了

一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叙述上的凌乱和杂乱无章, 恢复了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 给

《概论》一书增加了一种逻辑上的美感。

二是具体观点新颖。在全书许多章节的具体细节上, 作

者不人云亦云, 照搬照抄, 而是独立思考, 敢于创新, 提出自

己的看法和观点。例如, 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 作者摆

脱了某些教科书中对国家宏观调控力量的过份突出, 始终强

调市场的作用是第一位的, 是基础性的, 政府对宏观经济的

调节是第二位的, 政府的作用是以市场作用的发挥为基础。

在资本主义的后两个发展阶段, 无论是国内的宏观经济调节

还是国际经济调节的基本机制, 都是价值规律和经济危机的

自发调节, 而不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国家出面的国际

经济调节, 尽管后者很重要。这一观点在垄断资本主义和当

代资本主义都有所表述。在讨论“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宏观

调节方式的某些变化”时, 作者提出“经济危机强制性自发调

节的强化”。同样, 在讨论“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宏观经济调

节的新变化”时, 作者强调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作用与垄断资

本主义时期相比“有了较好的发挥”。再如, 该书没有把“经济

危机”作为独立的一章来专门阐述。这种安排反映了作者的

深思熟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单独设立“经济危机”

篇章, 传统教科书中“经济危机”一章是前苏联的经济学家为

强调资本主义的弊端、历史局限性和灭亡而设置的。在《概

论》中作者虽然也把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弊端揭

示, 但更多地是从宏观经济的自发调节器的角度展开论述。

这种屡有新意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是时代感强烈。作者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

社会生产方式, 因而书中得出的许多理论原理适用于一切商

品经济、一切市场经济和一切社会化大生产。这是因为, 在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考察时, 马克思在研究中撇开了自

由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 其一般理论原理不仅完全适用于自

由资本主义, 而且完全适用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当代资本主

义。“撇开马克思揭示的这些一般原理的资本主义的外壳, 这

些一般理论原理, 大都适用于社会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具体考察时, 作者指出, 由于资本主义的各个历史发

展阶段都没有从根本上抛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后一个发展

阶段总是前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继承和发展, 所以适用于资

本主义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少特殊理论原理, 对以后的各

个发展阶段来讲, 并非完全过时。作者特别强调,“由于资本

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生产都是社会化大生产, 都是商品经济

和市场经济, 所以适用于资本主义某种特殊发展阶段的某些

特殊理论原理, 也能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 适用

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种强烈的时代感也

正是该书的很多内容与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

实践不谋而合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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