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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兴华自选集》

内容概要

本选集收入经济学论文近40余篇，包括《生产力的内容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关于个体经济存在
和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当代现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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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卫兴华，1925年出生于山西五台县。1946年在太原参加地下革命工作，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回解放区，在华北大学学习。T950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952年政治经济学专业研完
生毕业，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著作（含主编、合著）40余
本。其中有《卫兴华选集》、《卫兴华经济学文集》（一、二卷）、《政治经济学研究》（二卷）、
《我固新经济体制的构造》、《市场功能与政府功能组合论》、《经济运行机制概论》、《政治经济
学原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论》、《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等。发表论文、文章700余篇。获国
家扳和省部级奖2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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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学术研究简要回顾生产力的内容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为什么劳动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关于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当代现实--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雇8
个工人是划分剥削的界限吗？--澄清对马克思一个论述的误解究竟何人最先从经济制度涵义上使用“
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经济”概念？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与发
展的差别所引出的理论思考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理论思考走出货币是“特殊商品”的错解关于
所有制与股份制的联系与区别--走出对股份制认识上的误区不要混同“公有制形式”和“公有制实现
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责任重于泰山”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回顾和评析新
中国党的经济理论和思想发展的回顾与评析究竟怎样正确全面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几个经济理论是非界
限的探讨不要混同几个不同的经济学概念和原理关于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问题怎样把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准确把握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思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呼唤诚信从“穷庙富方丈现象”谈起--“内部入控制财务问题”略析关于国有企业职工主人翁地
位的若干思考国企职工下岗再就业问题的思考再论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评“效用价值论”
与“生产要素价值论”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问题不同见解的评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剥削”
观与我国现实关注马克思的财富论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经济
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论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增长方式的转变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信息
强国之路关于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的几个问题文化产业市场化与投融资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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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劳动对象，一种是自然资源，一种是原材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第二种劳动对象的种类和规
模也在发展。新的原材料如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等，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的
劳动对象会引起新的生产工具和新产品的出现。没有新的合成材料，许多新的工具和技术装备就不能
制造。有人说，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工具和劳动力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而劳动对象却往往是小变或几乎是不变的，由此证明劳动对象不属于生产力的因素。这种说法是把劳
动对象局限于自然资源，而忽视了经常发展和变化着的原材料。只是在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人们取
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才主要依存于自然资源，那时劳动对象的变化确实是缓慢的。可是那时的生
产工具不也变化很慢么？生产工具的发展史同劳动对象的发展史基本上是一敛的。石器时代、青铜时
代、铁器时代，就是用制造生产工具的不同材料来划分的。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迅速发展的今天，
不仅工业生产中的原材料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包括数量、质量、品种等），而且在农业生产中，新的
优良品种也不断出现。这种新的优良品种作为劳动对象，对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着重大的作用。
即使在农业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不变的条件下，新的品种也可以不断出现并会直接提高农业生产力。例
如，“鉴26”高产冬小麦新品种，具有抗倒、抗病、产量高等特点，而且增产潜力很大。这种高产新
品种是科学发展的产物，而不一定是生产工具和直接劳动者本身发生变化的结果。新品种的不断增多
和增产能力不断提高，意味着生产农产品的能力的增长，即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不能认为，只有劳动
力和生产工具才是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或力量，而劳动对象是被动的因素，便不构成生产的能力或力
量。其实，不仅经过人类加工的劳动对象，而且自然资源形式的劳动对象，都具有形成适合人们某种
需要的产品的能力，否则，它们就不会成为生产的要素。　　即使就自然资源形式的劳动对象来说，
也不能说它不会变化。自然资源是一回事，它的发展变化确实很慢；但自然资源成为劳动对象却是另
一回事，这种劳动对象也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着。进人生产过程成为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范
围不断扩大，新的领域不断开拓。人类在原始阶段，把野果、野兽等自然富源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劳
动对象，把现成的石块作为获取生产工具的劳动对象。以后，才懂得开采矿藏、石油等。生产越发展
，科学技术越发展，从自然富源中发现新的劳动对象就会越多。　　生产力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既足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不能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没有人和自然的统一，没有生产的
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相结合，就形不成生产力。抽去了自然或劳动对象，还有什么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呢？还有什么体现这种关系的生产力呢？二要素论者既承认生产力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否认
这种关系的一方即自然或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因素，这不是逻辑上的矛盾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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