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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作者积四十年思索和研究而写成，它所构建的理想国家科学体系的轴心是国家制度好坏价值推
导公式：
前提1：国家事实如何（价值实体）
前提2：国家目的如何（价值标准）
前提3：国家应该如何（价值）
结论1：国家制度之好坏（制度是否与价值相符）
结论2：理想国家（亦即好国家）制度如何实现之条件
理想国家科学体系属于研究国家制度好坏的价值科学，因而全部对象都是从这个国家制度好坏价值推
导公式推演出来的。
上卷《本性论》就是对“前提1：国家事实如何”的研究，主要研究国家概念、国家起源、国家类型
以及社会发展规律与人性定律。
中卷《价值论》就是对“前提2：国家目的如何”和“前提3：国家应该如何” 以及“结论1：国家制
度之好坏”的研究，亦即运用国家制度价值标准，衡量各种类型国家之价值，主要通过商品价值与价
格以及劳动价值与价格的研究，说明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必定是买方垄断，从而必定导致工资低于劳动
的不等价交换：不等价交换是垄断价格规律。因此，唯有共产主义因消除生产资料或经济权力垄断而
消除了剥削，从而是好的理想的国家制度。
下卷《实现论》就是对“结论2：理想国家制度如何实现之条件”的研究，主要考察共产主义实现的
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国家制度好坏价值推导公式及其所由以构成的五个命题，能够推导出理想国家
科学体系全部对象，因而可以称之为“理想国家体系公理”。这样一来，不但科学地解析了自柏拉图
理想国和孔夫子大同社会以降，一直争论不休而至今未决的一系列重大难题；而且使屡受重创江河日
下的共产主义理论，一跃而成为一种如同物理学一样客观必然、严密精确和能够操作的公理化体系。

Page 2



《理想国家》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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