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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认识论研究》

内容概要

《经济认识论研究》讲述了：我们认识经济现冢就靠经济学为我们提供的这些物化、数学化的思维方
式就够了吗？认识经济现象难道就只有物化与数学的“华山一条路”吗？从经济哲学的视域看经济学
为我们提供的这些认识经济的思想方法，第一是局限性明显，第二是与现实经济实践的要求差距甚大
。经济学为我们提供的这些认识经济的思想方法的局限性主要是不能产生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
的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如果按经济学给我们提供的物化、数学化的思维方式去认识经济，我们的思考
经济问题的思路越来越狭隘，必然陷入经济事务主义和不能从战略上认识复杂的经济问题，这与贯彻
科学发展观所要求树立的对经济实践、经济问题的战略思想方式是有差距的。现实的经济实践是一个
纵向有上万年延续性，横向存在着自然与社会、局部与全局、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主观与客观的
多种联系有机体，绝非物化和数学化所能概括的。
冲破经济学提供给我们的把经济问题物化、数学化局限的路径何在？就是展开经济认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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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关银，男，汉族，四川省三台县人，毕业于四川大学，本科学历。现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硕
士生导师。何关银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迄今已26年，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并研
究3项国家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主编或主要撰写出版专著8本，获重庆市政府社会科学成果1等奖3项
，2等奖1项，3等奖2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何关银教授潜心于“教科书哲学”的宣传与研究，
在《哲学动态》、《哲学研究》发表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一些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
《哲学原理》和《哲学年鉴》收录或转载。20世纪90年代以来，何关银教授致力于把哲学同经济学研
究相结合，研究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21世纪以来，何关银教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
研究工作，目前已经发表经济哲学研究论文10多篇，主编出版了研究生教材《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经
济哲学研究》，是目前国内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研究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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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经济认识论的视域：实践经济  一、一般认识论向经济认识论发展的必然性  二、经济实践、经济
学、哲学在现代化中分与合的逻辑  三、经济认识论是把握经济实践图景与逻辑的理论  四、经济认识
论是经济现象的解构学  五、实践哲学研究范式的探索和在经济认识论中的运用  六、关于本书内容的
结构第一编  经济生成的认识论　第一章  在“人化自然"中生成与演进的经济    一、从“人化自然”视
域解读经济实践    二、“永恒的自然基质”与经济活动的逻辑    三、自然的既定性与人的价值实践偏
好    四、自然禀赋与经济的多样性    五、“人化自然”程度与经济差距    六、自然实践化与人自然化
视野的互动与现代化    七、知识经济与人在经济中的“角色”　第二章  在高度开放中发展的经济    一
、传统的繁荣与经济空间的拓展    二、商品支撑下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    三、知识经济支撑下的“
新经济”    四、对内和对外开放中展示的“新开放观”    五、从民族藩篱向主动开放的艰难飞跃    六
、驾驭开放能力的形成与发挥    七、开放的经济哲学意蕴与趋向　第三章  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变革    一
、体制是发展的平台    二、体制对社会基本制度的依赖与强化    三、自然经济体制是小生产的轮回体
制    四、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短缺”之谜    五、市场经济效益的魅力和“失灵”    六、可持续发展
体制的四维耦合    七、从体制变迁看人性的张扬之道　第四章  主体能动性在经济实践中    一、经济实
践的架构和能动性的生成    二、人的活动的空间和主体能动性的演进逻辑    三、可行能力和能动性的
提升    四、理性的现实表现与能动性作用发挥    五、经济能动性对客观中介的依赖性    六、知识经济
和能动性战略地位的质变    七、经济主体场：经营、创业、创新第二编  经济发展的认识论　第五章  
经济动力系统的认识    一、分工与协作是动力源    二、政策、竞争、科技、国际化的动力杠杆    三、
经济动力的“外部刺激”及其向“内生”的转化    四、经济动力从预期诱惑向制度定型的飞跃    五、
市场经济的不断自我超越性动力    六、博弈方法和现代经济动力的新思维    七、“原仓U”与“外溢”
都是现代经济的动力　第六章  经济组织的形成与嬗变认识    一、经济组织是人类经济实践的共同实践
依托    二、从自然关系组织向市场组织的质变    三、网络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组织发展的趋向    四、跨
国公司组织和世界现代经济    五、利益“蛋糕”做大和经济组织的现代化    六、资本纽带下经济组织
的调整浴火中的哲理    七、经济组织的“百年老店”梦与创新必然　第七章  财富革命的缘起和扩展认
识    一、自然生产力向社会生产力的财富革命    二、财富创造主导部门与财富革命    三、财富“标的
”嬗变的革命陛意义    四、托夫勒《财富的革命》的经济哲学简析    五、“世界是平的”条件下的财
富革命    六、“小产品大产业”中的财富哲理    七、现代财富“鸿沟”中的机遇和挑战　第八章  经济
空间模式的认识    一、有形空间的三维耦合：区位、布局、集成    二、经济全景式形态鸟瞰：嵌入式
空间    三、虚拟经济空间双刃剑效应的哲学分析    四、技术和制度支撑的发展空间的哲学底蕴    五、
经济选择空间的哲学内涵    六、从社会资本看主体交往空间　第九章  发展战略的认识    一、对国际经
济发展关系的战略认识    二、对国内经济发展格局的战略认识    三、对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的认识    四
、对经济发展战略三个关键问题的认识    五、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哲学“合法性”的指认第三编  对经
济实践中重要问题的认识　第十章  现代化实践中的悖论认识    一、非均衡经济实践结构的悖论    二、
资源张力约束的悖论    三、资本非理性扩张的悖论    四、创业、创造、创新活动中的悖论    五、政府
行为中的悖论    六、文化存在中的悖论    七、人的发展可能与现实的悖论　第十一章  人类经济的挑战
与前景认识    一、经济“不确定性”的挑战    二、走向和谐中的挑战    三、走向经济合作的挑战    四、
现代化进程的挑战    五、科学发展和开创光辉的经济前景第四编  马克思主义经济认识童仑探微　第十
二章  马克思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认识论    一、马克思的经济认识论的总体特征    二、马克思经济
认识的成果    三、马克思经济认识论的理论结构    四、马克思的经济认识论的心路探微    五、关于资
本动力学的理论    六、关于资本动力学的主要内容　第十三章  恩格斯关于财富创造规律的经济认识论
   一、财富创造主体差异是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    二、财富创造的经济和政治形式可以相对分离    三、
货币平台上一系列规律发生了作用    四、“人民的本能”反映了财富创造规律要求    五、政治只能是
手段经济利益才是目的    六、财富创造价值是随着社会性而发展的    七、不能“把财富从经济领域拖
到道德领域中来”    八、创造财富的方式的变化推动了社会关系的变化    九、财富创造力的提高“决
定性生产部门”的变革    十、财富创造要以国家民族为基础　第十四章  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时代的经济
认识论    一、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革命提供经济哲学根据    二、“归结于”逻辑方法把革命实践
“锁定”在社会形态    三、从经济分析人手弄清社会的阶级结构    四、经济必然性要求转换成为社会
变革性质的认识    五、在和平与暴力革命的形式中正确进行选择    六、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实践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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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    七、探索社会变革的实践模式    八、提出经济纲领为革命提供持久的力量源泉    九、创立新理
论把经济认识论的成果巩固下来　第十五章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时代的经济认识论    一、对社会主义的
历史阶段的认识是逻辑起点    二、发展生产力不能搞“大跃进”    三、建立和生产力实际相适应的基
本经济制度    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执政党经济认识论的实践基础    五、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直接动力    六、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确定正确的发展战略    七、在和谐社会中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八、市场经济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经济认识论的关键主要参考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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