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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经济伦理学》

内容概要

《批判的经济伦理学:从马克思到弗洛姆》主要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人为基础的经济伦理理论,论
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理论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理论视点和理论视角等方面的重要变化,指明
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逐步走向人本主义唯心主义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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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志祥，男，湖北罗田人，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
究方向为伦理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先后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参撰专著《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从马克思到德里达》等七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江
苏社会科学》等权威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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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当异化逻辑下降到次要地位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历史唯
物主义方法认为：第一，任何一种经济秩序都不是超历史的，都具有其历史性；第二，任何一种历史
性的经济秩序都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而不决定于人的主观意志；第三，经济秩序的发展变化取决于
它内部必然产生的矛盾，一旦它不能解决自己自身内部日益激化的矛盾，它就可能被一种新的经济秩
序所取代。只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人文关怀才能有所依托，才不
至于陷入空想之中。 第二节 从商品流通批判到资本流通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批判，是
以一对概念为基础的。这对概念就是“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既存在着商
品和商品流通，也存在着资本和资本流通。这二者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也有本质的区别：一方面，
资本是在商品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商品发展的一种发达形式，资本又是商品发展的必然产物，商品发
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走向资本；另一方面，资本虽然也是一种商品，但这种商品形式与其他的商品
形式不同，资本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生。马克思将资本诞生之前的
商品关系称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而将资本诞生之后的商品关系称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
资本主义形式”，或“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既有对商品流通的批
判，也有对资本流通的批判，当然其重心在于对资本流通的批判，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代表资本主义社
会经济的本质。 一、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代表着
历史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商品流通”代表着前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流通”则代表着资本主义
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经济批判理论是以一定的历史性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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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批判的经济伦理学:从马克思到弗洛姆》是我国第一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著作，填
补了我国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的一块空白。在经济伦理思想史方面，我国学者研究得比较多的是中国
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唐凯麟教授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和刘小枫教授的
《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变迁》等，其次是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乔洪武教授
的《正谊谋利——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比较有代
表性的有章海山教授的《经济伦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和余达淮教授的《马克思经济
伦理思想研究》。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些零星的人头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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