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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论（第2卷）》

内容概要

《财富论(第2卷)》是一部广义经济学范畴的理论著作。全书分三卷。第一卷：财富的一般；第二器：
商品形态的社会财富；第三卷：共产主义形态的社会财富。在各卷中，作者以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的基本公理假设为出发点，对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并进一步采用数学理论的分析方法，从
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边界出发，通过对人体本身的客观存在、人的自然需求、外界有用物、人的消费
行为、劳动行为、科技创新行为和自然环境。等经济对象的分析。构造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数理经济
学公理假设体系。在这一公理体系下，通过严格的数理逻辑分析和推理，对人类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经
济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考察了财富的效用量、效用等级、劳动价值、劳动资料价值、自然资源价值，
以及相应的财富价值如何汁量等最基本的经济理论问题、对现实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交换、价值、
价格、资本，利润等经济要素的成因进行了最新诠释，归纳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学结论，揭示了许多尚
未被人们发现的新的经济规律。指出了不少长期存在于经济学界的偏见和误解。此外，《财富论(第2
卷)》还对人类在一切历史阶段上共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包括在财富生产过程中合理配置
有限的资源创造最大的价值；实现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的均衡与非均衡的矛盾统一；保证科技不断创
新，经济持续发展；解决社会上层通过宏观手段对微观经济系统实行有效管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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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杰，从事过多年的经济学教学，国际金融企业高管和金融软件开发工作。中国数量经济学
会2000-2003届常务理事，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综合集成与预测中心特聘研究员，广东省社会
科学院特聘研究员、客座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初，作者就开始系统地研究现代经济学理论问题。主
要论文：《论商品形态的社会财富讨量》，《社会经济系统动态仿真模型及其建模机理》、《商品价
格的成因和在价格临界点上的市场均衡》、《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商品交换模型》、《论经济学
与物理学的关系》。2009-2011年，在国家科技部专项课题下，作者应用自主开发的微观与宏观经济一
体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仿真模型（SED），进行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四万亿政府投资效应分析
》的研究，系统分析了许多现实的经济问题，提出许多有益的政策建议，为拟建中的国家经济社会综
合集成实验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和人才支撑。项目评审委员会认为：SED模型作为跨学科、跨领域的
交叉科学研究成果，其总体水平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近年来，作者潜心研究，勇于创新，完成了300余万字的专著《财富论》第一、二卷，及第三卷的部分
内容。在该书的第一、第二卷中，作者一方面补充和完善了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公
理假设体系，另一方面给出了相应的数学理论形式和计算机软件模型，使人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全面
地进入了现代发展的阶段。作者建立的经济学的数学理论形式以微分几何为基础，其理论逻辑体系具
有较好的完备性、相容性和独立性，在解决新古典经济学难以克服的微观与宏观经济统一和均衡与非
均衡统一的难题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通过这些理论研究，作者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上的共经济规
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特有经济规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多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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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如果有49998人刚好拥有2个月的生活必需品和能够满足自身长期生活需求的
固定生活资料，1个人拥有剩下的能够满足2个人2个月需求的生活必需品和能够满足自身长期生活需求
的固定生活资料。此外，还有1个人没有任何生活必需品，但是却拥有能够满足自身长期生活需求的
固定生活资料和全城的黄金和珠宝。其余的人仅有能够满足自身长期生活需求的固定生活资料。那么
，此时该城的市场将有商品交易活动，其交易的内容是1个人出售他拥有的能够满足1个人2个月需求的
生活必需品，另一个人则用自己拥有的全部黄金、珠宝和多余的固定生活资料与其交换。这就是说，
市场上1个人2个月需求的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价值等于该城的全部黄金、珠宝，以及1个人在2个月中生
存必须的固定生活资料以外的多余部分的交换价值。 （3）如果本城的全部生活必需品由1万人平均拥
有，同时，这1万人除了拥有能够满足自身长期生活需求的固定生活资料以外，没有任何黄金和珠宝
，而其余的人则除了拥有能够满足自身长期生活需求的固定生活资料之外，还平均拥有全城的黄金和
珠宝。在这种情况下，全城能够交易的商品是4万人2个月的生活必需品，以及4万人拥有的全部黄金、
珠宝以及他们在2个月中生存必须的固定生活资料以外的多余部分。那么，此时该城的市场将有商品
交易活动，其交易的内容是1万人出售他拥有的能够满足1个人2个月需求的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生活必需
品，其余的9万人中4万人的则用自己拥有的全部黄金、珠宝和多余的固定生活资料与其交换。这就是
说，市场上4万人2个月需求的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价值等于该城这4万人拥有的全部黄金、珠宝，以及
这4万人在2个月中生存必须的固定生活资料以外的多余部分的交换价值。但是，此时在没有生活必需
品的9万人中，有幸成为进入交易范围的人的概率仅有4／9。因此此时的社会商品的价值决定必定处于
非稳态的状态。 案例评述“价值悖论”是人们最常见的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公理性假设提出的质疑。
在经济学说史上，人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疑问：根据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过程
中耗费的社会平均、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对于陷入困境的沙漠中
的旅游者来说，他愿意用他的所有财富去交换一杯水。因为这杯水能够在危急环境中挽救他的生命。
在这时，水的交换价值远远大于它所包含的劳动价值。为什么？劳动价值理论应该如何对此作出解释
？对此，我们以上的案例作出了具体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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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财富论(第2卷)》作者吴杰采用数理经济学为主的分析方法直接将人类社会最本质的财富关系作为研
究对象，从人类社会系统存在的边界条件出发，通过对人的客观存在、人的需求等对象的分析，提出
了一个经济学公理假设体系，并利用公式，解决了财富的效用量、效用等级、劳动价值、劳动资料价
值、自然资源价值，以及相应的财富价值如何计量等长期困扰经济学界的最基本的经济理论问题。 《
财富论(第2卷)》还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与牛顿力学的数学模型进行了类比分析，归纳出许多
共同的特征，提高了《财富论(第2卷)》的可读性。《财富论(第2卷)》观点新颖，立论严谨，论证充
分，深入浅出。《财富论(第2卷)》的出版，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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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值得购买，赞赞赞赞赞赞
2、凑合吧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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