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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

内容概要

《资本主义理解史(第4卷):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内容简介：要支撑起一个强大
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
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
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
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
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
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
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
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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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编的话导言第一章消费不足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mdash;&mdash;保罗&middot;斯威齐早期对资本
逻辑的批判第一节从历史本质论到历史运作论：&ldquo;资本主义&rdquo;的理解历程一经验抽象还是
科学抽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起点二商品生产与拜物教批判：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开始三
劳动力商品与剩余价值理论：&ldquo;资本主义&rdquo;的历史本质论四保罗&middot;斯威齐失去了什
么？第二节错误与真理并存：斯威齐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评判一理论的假定：斯威齐对马克思利润
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批评二转型问题上的&ldquo;半吊子革命&rdquo;与劳动价值论三对斯成齐的批判性
反思第三节从危机到发展：《资本主义发展论》的历史意义一过度积累与消费不?：斯威齐的危机理论
二危机到底意味着什么：对&ldquo;传统马克思主义&rdquo;危机理论的反思三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
展第二章经济剩余与资本主义的危机&mdash;&mdash;保罗&middot;巴兰与保罗&middot;斯威齐
对&ldquo;垄断资本主义&rdquo;的批判第一节从&ldquo;传统马克思主义&rdquo;到后马克思思潮：政治
经济学的流变一从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结?的转型二&ldquo;经济剩余&rdquo;的幻象：
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生产逻辑的遗弃三剩余价值理论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第二节经济剩
余的政治经济学：垄断资本的不合理性一用&ldquo;经济剩余&rdquo;取代&ldquo;剩余价值&rdquo;二经
济剩余吸收困难：垄断资本主义趋于停滞的客观依据三意识形态的神话：垄断资本主义的谎言第三节
社会革命何以可能：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统治与主体向度的沦丧一国家角色的重新审视：政治工具
、经济调节与意识形态功能二&ldquo;告别无产阶级&rdquo;：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革命主体的&ldquo;
和平演变&rdquo;三不能承受之&ldquo;轻&rdquo;：科学技术对工人的&ldquo;奴役&rdquo;四从发达?家
的无产阶级到不发达国家的贫苦大众：革命主动权的转让第四节线性发展观的破裂与不发达国家理论
一巴兰提出&ldquo;发展经济学&rdquo;的理论背景二经济剩余的&ldquo;单向转移&rdquo;：资本主义发
达和不发达的一般历史根源三落后国家的社会结构及其救赎之路第三章&ldquo;发展的长波&rdquo;与
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mdash;&mdash;曼德尔对&ldquo;晚期资本主义&rdquo;的批判第一节在科学抽象
与具体历史之间：方法论的视角一马克思的&ldquo;科学&rdquo;方法二中间环节：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中的若干自主变量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中间环节何以存在？第二节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及其内
在局限一第三次技术革命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二资本的国际集中及其内在缺陷三持久的通货膨
胀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终结第三节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与意识形态：一种批判的视角一晚期资
本主义国家的日趋膨胀及其危机二技术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批判三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出路
第四章调节模式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转型&mdash;&mdash;法?调节学派米歇尔&middot;阿格里塔对资
本逻辑的解读第一节劳动过程的嬗变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自我调节一方法论起点：非历史性的交换
关系二阶级斗争与劳动过程的嬗变三在抽象与具体之间：一种理论困惑第二节消费的社会化与资本主
义雇佣关系的再生产一工资形式的吊诡及其演变历程二消费模式的资本主义生产三&ldquo;消费社
会&rdquo;的解读路径：鲍德里亚、阿格里塔与马克思第三节货币的统治与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作为权力
的货币二作为权威的货币三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幸存第五章&ldquo;绿色的希望&rdquo;与&ldquo;着
了魔的世界&rdquo;的解构&mdash;&mdash;法国调节学?阿兰&middot;利比兹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超越
第一节着了魔的世界：一种&ldquo;辩证&rdquo;的解读一《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哪个更重要？
二着了魔的世界：一个坚固的世界三关于着了魔的世界的矩阵分析及其危机的可能性第二节福特制之
后：我们走向何方？一当代资本主义&ldquo;黄金时代&rdquo;的结?二我们为何必须另起炉灶？三我们
该走向何方：一种社会建设的理论纲要四基于生态维度的社会改造理论：福斯特、奥康纳、利比兹的
比较研究第三节政治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一政治生态学中的生态维度二政治生态学与马克思主
义的&ldquo;家族相似性&rdquo;三政治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差异四政治生态学代表了马克思主
义的未来？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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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以为，斯威齐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与其内在方法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①在他看来，
所谓的“本质”和“抽象”都不过是研究者的一种假设，只有经过具体经验材料的核实才能证明其自
身的正确性。从这一方法论出发，他必然会把马克思的这一规律视为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说，也就是说
，要想证明它的正确性，只须回到经验材料即可。他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就是这样做的。他一方面
通过逻辑推理和反证法寻求马克思这一规律的逻辑破绽，另一方面又从经验中抽象出“资本有机构成
的提高必然会带来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的经验性结论来反驳马克思的这一规律，最终将马克思的“利
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判定为一种在错误的假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下所得
出来的错误结论，一种必须抛弃的主观“趋势”。显然，斯威齐严重误解了马克思科学抽象的方法论
以及这一“趋势”的真实含义。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趋势规律并不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想象，而是由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
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这并不是说利润率不
能由于别的原因而暂时下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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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尽管我在四五年前刚开始研究经济哲学方法论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此领域的复杂性，以及它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所可能具有的学术意义，但直到写作此书的时候，我才真正
地感到，要想在这一领域发掘到闪光的东西，首先必须获得一个思想支点。这一支点实际上就是用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及未来走向作出清晰的解读。客观地说，这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因为这除了需要深刻的理论史研究外，还需要广泛的实证性研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
就容易在这一研究领域遁入经验主义或乌托邦主义的“泥潭”之中。本书在探讨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当
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时，虽力求凸显一种清晰的批判思路，但到底做得怎么样，还有待于读到此书的
学者来评判。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当下中国学界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因而姑且把它当作一种思想
的尝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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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本主义理解史(第4卷):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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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1至6卷收集全了，其他网站都缺货了，谢谢当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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