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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新教程》

内容概要

《政治经济学新教程》是一部与国内传统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与内容完全不同的新教程。如
果选用本教程，对长期从事这方面教学的老师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之所以要写作一部与现
有教材内容完全不同的新教程，缘于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教材都特别不满意的结果。如，传
统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不是被教条化甚至是被误解了的马克思经济学，就是一些政治说教，从事
这样内容的教学，对以信奉“传道、授业、解惑”师德的老师来说，无疑会产生人格的分裂。对学生
来说，作为当代显学，本应成为对他们具有特别吸引力的经济学，实际却是他们为应付任务而不得不
死记硬背的苦刑，特殊的教学目的，带来的却是南辕北辙的结果。
如果已在我国经济学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能够弥补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缺失，给人们理论
上的满足和对实践的有效解释，那么本教程的写作也就完全多余。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相比于马克思
经济学来说，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是一门与实践脱离更远，内在逻辑也更逊色的学问。如，其中基
本没有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内容，完全是理性人在理想状态下求解最大化的空中楼阁，以至多年从
事这方面的教学后，竟使笔者得到这样的结论：西方经济学教材中的研究对象是计划经济，而不是被
我们公认的市场经济。其在我国的政策实践，如宏观经济的反周期政策，更是加剧了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数次衰退的程度和持续过程。其理论体系内部诸多的逻辑矛盾，如随处可见的合成谬误现象、数学
的滥用等，也反映出它们不是我们对学生进行方法论和逻辑思维能力训练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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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新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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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新教程》

章节摘录

　　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主要内容就一直围绕着阶级利益而展开。如政治经济学从产生（
重商主义）到古典学派，是一个资本主义从旧制度中产生并逐渐壮大的过程，自然也是一个资产阶级
和封建贵族阶级之间进行殊死搏斗的过程，所以这个时期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这种斗争而
展开的。如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是重商学派与随后的古典学派，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代表封建贵族的
重农学派与马尔萨斯经济学等。在资产阶级取得绝对统治地位后，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资产阶级与
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之间的斗争，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斗争又围绕此而展开，由此产生了维护资本主义
制度的以法国的萨伊和英国的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后古典经济学、以“边际革命”为代表的新经济学
，与之对立的，则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各种社会主义经济学，如普鲁东的
经济学等）与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以法国的西斯蒙第为代表）政治经济学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今天（主流经济学的利益目标基本没有改变，马克思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则演变成了激进经济学）
。　　政治经济学中的阶级斗争，不仅反映在各社会内部，而且反映在各国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与
欠发达国家之间。如，在当今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中，极力鼓吹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
却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缄口不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则不断强调发达国家对自身的历史与环境
资源责任，强调必须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等。　　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纯粹的社会科学，
同时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也不存在绝对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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