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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

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是M.C.霍华德和J.E.金合著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
的第一卷。第二卷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两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是20世
纪末西方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发展史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阅读一本优秀的经济思想史著作，能够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赋予了一种理论传统令人兴奋的特征的并推
动它向前不断发展的张力、冲突以及它们的暂时解决。霍华德和金撰写了这样一部著作。两位作者成
功地再现了从马克思逝世到1929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其中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有
关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发展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转变的彼此差异、相互竞争的洞见。

内容推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是20世纪末西方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发展史的最
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本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从1883年到1929年的发展情况，即马克思去世直
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史。本卷分为三篇。第一篇为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贡
献，包括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关系的分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意义等。第二篇
为俄国的理论贡献，论述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在俄国传播的特点等等。第三篇是针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共
产主义理论中存在的重要争议性主题而进行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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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霍华德（Michael Charles Howard），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经济系杰出荣誉退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
济理论、经济思想史和经济体制。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异端经济学研究。和金合作出版了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普林
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
著作。
金（John Edward King）拉筹伯大学经济和金融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异端经济思想史，尤其是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以及经济思想方法论。他是《经济学史评论（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评论
（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澳大利
亚劳动经济学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全球变化、和平和安全（Global
Change, Peace and Security）》杂志的编委会成员。

二、译者简介

顾海良，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
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和翻译著作20多
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和首席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
济学组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中国《资
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理事长。
常庆欣，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激进政治经济学。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理
事。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发表多篇论文，出版著作《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新
趋向研究》。
刘和旺，湖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季刊》、《
经济学动态》和《教学与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作为项目主持人主持了一项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和两个省部级项目。
鲍金红，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系主任。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研究》、
《当代经济研究》、《中州学刊》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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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導言
第一篇  德國的貢獻：1883-1914
第一章  恩格斯和馬克思的遺產：1883—1895
1. 馬克思的智力遺產
2. 作為編輯者和理論家的恩格斯
3. 《資本論》第三卷
4. 尉恩格斯貢獻的評價
第二章  恩格斯和價值理論「有獎徵文競賽」
1. 引言
2. 競賽的性質
3. 第一回合：萊克西斯、施米特和斯蒂貝林
4. 第二回合：沃爾弗、洛里亞、弗里曼和萊爾
5. 恩格斯的裁決
第三章  價值理論的第一次爭論：1895—1914年
1. 《資本論》第三卷
2. 尉《資本論》第三卷的早期反應
3. 龐巴維克和希法亭
4. 米爾普福特和德米特里耶夫
5. 馮·博特凱維茨的解決方法
第四章  伯恩施坦、考茨基和修正主義論戰
1. 德國社會主義的興起
2. 正統馬克思主義和《愛爾福特綱領》
3. 伯恩施坦對正統的挑戰
4. 盧森堡和考茨基的回應
5. 評價
第五章  金融資本與帝國主義：考茨基和希法亭
1. 引言
2.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論帝國主義
3. 希法亭論金融資本
4. 對希法亭的反應
第六章  資本積累、帝國主義與戰爭：盧森堡和鮑威爾
1. 羅莎·盧森堡和資本積累
2. 對盧森堡的批判
3. 奧托·鮑威爾的積累模型
4. 盧森堡的《反批判》
5. 考茨基對帝國主義的第二次思考
第二篇  俄國到1917年的貢獻
第七章  俄國馬克思主義的遺產
1. 引言
2. 俄國專制主義的本質
3.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俄國
4. 俄國的民粹主義
5. 「晚年馬克思」
6. 結論
第八章  普列漢諾夫的政治經濟學
1. 引言
2. 普列漢諾夫體系，第二國際的正統和俄國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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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列漢諾夫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說明
4. 革命的結構
5. 結論
第九章  19世紀90年代民粹主義和正統馬克思主義
1. 引言l
2. 民粹主義的俄國資本主義理論
3. 杜岡一巴拉諾夫斯基論擴大再生產
4. 冽寧關於通過擴大商品生產實現剩餘價值的理論
5. 《19世紀的俄國工廠》
6. 俄國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7. 馬克思主義觀點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第十章  俄國的修正主義
1. 19世紀90年代俄國馬克思主義的三個派別
2. 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
3. 消費不足和管理資本主義
4. 利潤率下降和無產階級的貧困化
5. 價值和分配理論
6. 農業經濟學
7. 俄國修正主義的重要意義
第十一章  列寧的政治經濟學：1905—1914
1. 列寧經濟思想的分期
2. 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土地綱領
3. 布爾什維克的政治經濟學
4. 俄國歷史和「普魯士道路」
5. 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和「美國式道路」
6. 列寧主義的力量
7. 列寧政治經濟學中的矛盾和難題
第十二章  托洛茨基論不平衡和綜合發展
1. 引言
2. 俄國不斷革命的政治學
3. 俄國的不平衡和綜合發展
4. 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遺產
5. 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
6. 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的力量
7. 托洛茨基馬克思主義的不足
第十三章  帝國主義和戰爭：布哈林和列寧論壟斷資本主義，1914-1917
1. 戰爭對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2. 布哈林論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國家
3. 布哈林、托洛茨基和列寧
4.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向布哈林的轉向
5. 列寧和「不斷革命論」
6. 對布爾什維克政治經濟的評價l
第三篇  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1917—1929
第十四章  修正主義的復興
1. 引言
2.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和新修正主義
3. 弗里茨·斯滕伯格論帝國主義
4. 對斯滕伯格的評論
5. 一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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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向社會主義過渡：1917—1929年的共產主義經濟學
1. 引言
2. 作為過渡模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和公社國家
3. 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戰時共產主義
4. 工農聯盟的政治經濟學：布哈林的間接過渡理論
s. 蘇維埃關於西方和過渡問題的觀點
6.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二元經濟過渡理論
7. 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比較
8. 一國社會主義或不斷革命
9. 斯大林主義的解決方法
第十六章  亨利克·格羅斯曼和資本主義的崩潰
1. 引言
2. 格羅斯曼的崩潰和危機模型
3. 崩潰理論的政治學
4. 格羅斯曼的批評者
5. 評價
6. 格羅斯曼崩潰模型的代數公式
結束語
附錄：中英文人名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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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资本论》的介绍未免太少了一些，如果没有提前读过《资本论》的话，里面的很多内容对一
般读者来讲门槛都有些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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