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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

1 、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经济思想

 最早的经济思想出现在古希腊思想家的著作中。

  代表人物：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经济”一词的产生。

 欧洲封建社会中，宗教势力占据重要的统治地位
。



  

 2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产生而逐渐形成。

 重商主义：最早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理论

探讨。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法国：重农学派。

  英国：威廉·配弟开始，亚当·斯密集大成， 

                        大卫·李嘉图完成。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的经济学



  

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

 由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科学因素基础上，在同资产阶级庸俗政治

经济学作斗争中创立的。

 只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结合实践

不断创新，才能使政治经济学得到不断丰富和发

展，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 物质资料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劳动过程由人的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

个要素构成。

 生产力的概念。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人的

要素和物的要素构成。其中，人的因素起决定

作用。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起重要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2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

 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的社会方面即社会生产关系

。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了社会生产方式。

 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的基础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结合形成一定的社会

形态。生产关系决定着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等

一切其他社会关系，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性质。



  

3 ．生产关系的内容

生产关系的涵义。

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是由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

分配的涵义及与生产的关系。

交换的涵义及与生产的关系。

消费的涵义及与生产的关系。

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4 ．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

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揭示经济运动

规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

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

 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

 认为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存在的人和物，是社

会生产关系的人格化和物化。

 科学抽象的研究方法。

 矛盾分析法。

 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是经济学科体系的

理论基础。

 其他分支学科对政治经济学的反作用。 



  

本章基本概念 :

政治经济学、劳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生产资料、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经济体制、

经济规律 



  

思考题

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2 ．生产力由哪些因素构成？为什么说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 

3 ．怎样理解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 

4 ．如何理解生产关系的内涵？

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包

括哪些内容？

6 ．试述社会生产总过程四个环节之间的关系。

7．试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

间的相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