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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十讲》

内容概要

《资本主义十讲(插图版)》由米歇尔·于松著。资本主义危机如今已经大自于天下。但这一经济制度
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直都存在的n—57它是如何运行的？法国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米歇尔一于松用1O个
简明的、教学式的章节和漫画家沙尔博的70多幅插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条分缕析地讲述资本主义的
缘起、兴盛与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确立与当前的危机等内容，使人们更好地认清这一经
济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那些左右着我们的生活、使之变得难以为继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
义十讲(插图版)》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读本，尽管其中有许多理论问题，但作者讲得并不死板，而且以
当前大家关注的问题为切入点，以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形式为中国读者了解经济社会层面的资本主
义，尤其是西方社会眼里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份难得的阅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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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十讲》

作者简介

米歇尔﹒于松（Michel Husson），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反全球化组织“征收金
融税以援助公民协会”（ATTAC）成员。其著作包括《打碎福利国家的人》（Les Casseurs de l’Etat
social）以及《纯资本主义》（Un pur capitalism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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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十讲》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言　从欧洲看中国
引　言
第一讲　资本主义所指为何物？
定义考证
资本主义的起源
社会关系的变化
技术的作用
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的种类
意识形态的背景
第二讲　利润从何而来？
什么是剩余？
有关利润的理论
主流经济“科学”的不幸
第三讲　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
财富的巨大积累
不平等进一步加深
世界层面的不平等
减贫进程缓慢且不均衡
“平等，就是健康”
第四讲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二冲程发动机：利润与销售市场
社会需求与赢利能力：差距很大
迈向体制性危机？
大逆转
打造消费者
市场对民主
社会民主的妙处
社会主义或需求逻辑
第五讲　什么东西不是商品？
劳动的商品化
知识-商品
商品化的理论挑战
生命-商品与胡乱计算
公共物品
另一种经济核算
第六讲　资本主义能变成“ 绿色”吗？
排气工厂
环境税能做些什么？
绿色资本主义的局限
有限的增长
绿色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修辞
第七讲　全球化向何处去？
交叉重叠日益加深
中美轴心
新的世界图谱
第八讲　自由主义欧洲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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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十讲》

公共服务的私有化
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相互竞争
遭切割的经济模型
危机的影响
第九讲　什么样的危机？
周期性危机
调节性危机
资本主义的阶段
福利国家的轨迹
通货膨胀
体制性危机
第十讲　为何终将失败？
金融掌权
金融化的根源
典型事实之一：工资份额的降低和利润率的提高
典型事实之二：利润与投资之间的“剪刀差”
典型事实之三：红利的增长
当前危机的结构
危机的阶段
四大矛盾
结　论
译后记　让世界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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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十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社会保障成了首要的瞄准对象。长期以来，资方正是以风险的名义在拿社会保障开
刀。十几年前，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gois Ewald）和德尼·凯斯勒对此曾大加赞赏：“在道德、
认识论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风险变成了一种为价值定价的方式。”当时的法国企业联
盟主席把法国社会分成了“风险喜欢派”和“风险厌恶派”，并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大加诋毁：“当人
们无法以利润和剥削的名义与公司对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使用风险、健康保护和环境。”凯斯勒很
自然地把这种不信任扩展到了“失业的风险上——今后人们再也不能认为失业与个人行为无关”。法
国企业联盟现任主席劳伦斯·帕里索（Laurence Parisot）直接沿袭了这一传统，这一点从以下文章中
可以得到证实：《生命、健康和爱情都是不稳定的。为什么工作要脱离这一法则？》（2005年8月），
《不稳定是人类境况的法则》（2005年9月），《我在想是不是不应该同意把取消法定工作时间的问题
摆到台面上来》（2007年11月）。 这一新的理论化是对传统的一个突破：传统上，人们一直把风险当
成是企业家的特权，也是企业家获取利润的依据。主流理论的一些变种——在现实中，主流理论在这
个核心问题上是不成体系的——明确地把利润当成是对风险的回报。工人参加工作，之后领取工资：
企业主从事经营，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而这一痛苦理应得到利润作为回报。法国资方似乎想要推卸这
一责任。它与世界银行几年前所推出的～个概念是一脉相承的。1996年成立的世界银行社会保障局根
据社会风险管理的概念构建成一个学说，其中的主线成了2001年发表的一份名为《从安全网到跳板》
（From Safety Net to Springboard）的报告的主题。人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种新奇的贫困人类学：“由于害
怕陷入贫困。担心无法生存，因此穷人们并不想承担风险，在参与那些高风险、高收益的活动时他们
会显得犹豫不决。于是，他们不仅未能抓住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机遇，而全球化给他们造成的风险反
而进一步增加了。由于他们不能承担风险，不能从事那些更有利可图的经营活动，因此他们乃至他们
的后代都可能很难摆脱贫困。因此，提高他们的风险管理是持续减少贫困的一个强力的手段。”这份
报告还认为，福利国家并不是解决之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福利国家如果
加大在抗风险方面的保护力度，那么这个国家的创业精神就会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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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十讲》

编辑推荐

《资本主义十讲(插图版)》作者法国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米歇尔·于松用10个简明的、教学式的章节和
漫画家沙尔特的70多幅插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条分缕析地讲述了资本主义的缘起、兴衰和发展，以
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确立与当前的危机等内容，使人民更好地认清这一经济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那些左右着我们的生活、使之变得难以为继的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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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十讲》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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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十讲》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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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十讲》

章节试读

1、《资本主义十讲》的笔记-第一讲

        因为看了一半把书丢了，决定把写好的第一讲笔记搬来。。。

第一讲篇名为资本主义所指为何，从题名可知，乃是为资本主义下定义寻根源的。也是本书开宗明义
之章。此处，于松将资本定义为“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随即从资本主义
的起源说开去来解释这一定义，同时也在较短的篇幅中征引各方观点，勾画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大体脉
络来。
       首先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否具有“自然倾向”的问题，于松选择了卡尔·波兰尼的“资本主
义的引入意味着与此前的社会机制发生彻底的决裂”。同时指出三个要素在资本主义的出现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即贸易、手工产品以及货币。而欧洲近代以来的远洋贸易，殖民征服体现了第一个要素
的发挥作用；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大量稀有贵金仅仅是原始资本主义。于是于松由援引彭慕兰的理论，
劳动力的解放和资源能源促进了资本主义从原始到发达的腾飞。接着，于松从社会关系的非自然选择
一级技术的非中立性来加强对资本主义非”自然倾向“的论证。对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另一些解释则是
关注强调文化和宗教的作用，于松对此并不认同。
      资本主义发展至今，于松并没有费力去描述不同种类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而是认为在各种不同的表
现形式下，表现出来的同一性是”一味追求竞争力，部分人群被全部排斥在外“从而带来了高度的不
平等。而对于处在这样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而言，于松也对于如今的经济研究方向和框架提出了疑议
。罗斯托和马克思，经济增长的阶段和历史唯物主义。至少于松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线性的，
在分阶段的理论上，更认同马克思主义观里历史非线性发展的观点。

本章涉及到的人物及观点
亚当·斯密 ：劳动分工是”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
换，互相交易“。
卡尔·波兰尼 ：资本主义的引入意味着与此前的社会机制发生彻底的决裂。
费尔南·布罗代尔 ： ”经济世界“
马克思 ：劳动屈服与资本——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只有当资本家在达到一定规模并
开始直接控制生产之后才会出现：要么商人变成资本家；要么在真正屈服的基础上出现了由一定影响
力的工业资本家。
彭慕兰：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比较
尼古拉·康德拉基耶夫：”长波理论“
马克思·韦伯：资本主义的根源应当从心焦伦理中去查找。
森岛通夫：日本取得成功的文化因素。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世界历史的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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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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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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