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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经济所裴小革主持的所重点课题“《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近日完成结项，最终

成果为专著《财富与发展— —<资本论>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2005年4月由江苏人民出版

社出版，共分九章，32.6万字。作者：裴小革。 

该书进行讨论时所采用的方式和布局如下： 

第一章阐述了《资本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它指出，《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之

间的区别，不是古典和现代的区别，而是研究起点和研究方法的区别。我国面临的最重要任

务是协调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关系，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贫富两极分化的弊端，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经济，以《资本论》为精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我们创新发

展现代经济学有关财富和发展理论的更重要的理论基础。对于财富和发展研究来说，它具有

比西方经济学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 

第二章阐述了建立在《资本论》理论基础上的人力财富理论。它指出，西方经济学的人

力资本理论，论述了对人的能力的物质投入对于个人收入增加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该章在吸

收人力资本理论合理因素的同时，在《资本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人力财富理论，论述了

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增加收入的手段，而且也是我国发展经济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第三章阐述了建立在《资本论》理论基础上的经济转型理论。它指出，人力财富的发挥

对于一个国家其他财富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人力财富的壮大只有在一定的制度环境

下才能成为可能，这就涉及到了经济转型问题。该章结合《资本论》的有关理论，既研究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又研究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问题，特别是中国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就建立和发展适于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

转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理论做出了探讨。 

第四章阐述了建立在《资本论》理论基础上的财富增长理论。它指出，增加社会财富，

发展我国经济，是我国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也是我国现代经济学必须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

个问题上，《资本论》所阐明的劳动价值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该章

提出了自主劳动和被迫劳动、高科技含量劳动和低科技含量劳动、成果回归劳动和成果异化

劳动、守成劳动与创新劳动等范畴，并利用这些范畴对中国财富增长的途径作了探讨。 

第五章阐述了建立在《资本论》理论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理论。它指出，财富增长必然导

致资本积累。西方经济学一般把资本定义为适用于一切社会和时代的生产工具。《资本论》

则认为资本既有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自然属性，又有仅适用于不同时代和社会的不同社会属

性。从中国改革和发展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需要来看，资本和资本积累的这两种属性显然都

需要我们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研究，创新发展适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和资本积累

理论。 

第六章阐述了建立在《资本论》理论基础上的产权关系理论。它指出，财富增长和资本

积累，总是在一定的产权关系中进行的。《资本论》对产权关系的研究，是建立在劳动价值

论基础上的。该章提出了自卫性个人产权和侵略性个人产权、虚构集体产权和真实集体产

权、政府国家产权和企业国家产权等范畴，运用劳动价值论对如何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中的各种产权关系问题做出了探索。 

第七章阐述了建立在《资本论》理论基础上的收入分配理论。它指出，《资本论》及其

劳动价值论，为分析收入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根据。依据这种理论可以看到，在决定经



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生产力的诸多因素中，劳动者的劳动是唯一能动的要素，是起决定作用

的主体力量，而其他要素归根到底只有从属的或受动的意义。根据这个事实，可以把劳动与

其他生产要素区别开来，提出按劳动贡献分配为主和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原

则。 

第八章阐述了建立在《资本论》理论基础上的财富观理论。它指出，西方经济学不把财

富观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它的各种理论虽然也涉及对人的研究，但用“经济人”假定回

避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个人财富观的差异及其作用问题。《资本论》则没有回避这

些问题，它为我们创新现代经济学的财富观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该章从价值、

伦理和目标三个角度，对适合现代中国的财富观作了研究，并对反映民富国强的指标体系作

了探讨。 

第九章阐述了建立在《资本论》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理论。它指出，《资本论》是一

部依据唯物史观揭示经济发展动力根源的著作。《资本论》有关论述表明，技术进步、知

识、剩余劳动力、人力财富、企业家创新等等，最终都要在广大劳动者的劳动中才能发挥出

推动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该章提出了一个“多元创新劳动”的概念，并利用这个概念指出，社

会各阶层的劳动者都有能力从事创新劳动，他们的创新劳动都可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

要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就是要发挥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多元

创新劳动让社会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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