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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和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形成与发展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的历史背

景、理论来源。 历史背景： 19世纪中叶，生产社会化和资本

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暴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成

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矛盾。 a.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经济

学逐渐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居于统治地位； b.无产阶级作

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科学

理论体系的诞生。 理论来源： a.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b.空

想社会主义。 2、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使社会主义从空想

变成科学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两个伟大发

现： a.创立了唯物史观； b.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 3、列宁、

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列

宁：建立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理论和纲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

东思想；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立了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揭示社会经济运动的变化规律。 运用历史唯物

主义：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2、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生产是： ①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②人



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③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

究的出发点。 物质资料生产过程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四个环节的统一体。其中： ①生产对分配、交换、消费起决

定作用； ②分配、交换、消费又反作用于生产。 3、政治经

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必须紧密联系生产力来考察生

产关系生产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 包括： ①直接

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 ②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上人

与人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

方面。 生产力－生产物质内容m生产关系－生产的社会形式g

社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

系。但不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是紧密地联系生产力来

考察生产关系。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决

定的。 4、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新增） 生产

力的发展，一方面要遵循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离不

开一定的社会条件。 生产的社会条件包括多方面内容，有政

治的、法律的、文化的，但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条件是生

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在于

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揭示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建

立符合社会生产为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并根据生产力发展

的要求，适时地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以更好地符合

和推动拉力的发展。 5、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必须适应生产

力的发展的要求（新增）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作用的发挥

有两个层次： ①生产关系的性质；②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经济体制。 我们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的条件

下，必须对其具体形式（经济体制），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进行调整、改革、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

作用。所以，重视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6、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揭示经济规律经济规律：经济现象和

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经济规律与自然规

律一样具有客观性： a.以客观经济条件为基础，随客观经济

条件变化而变化； b.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不能任

意创造、消灭和改造规律； c.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支配和制

约往往带有强制性。 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相比又有自身特点

： a.经济规律－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发生作用，随客观社会

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 自然规律－随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而变化需要很长的时间。 b.经济规律－发生作用不能离开

人的社会经济活动； 自然规律－可以不依赖于人的社会经济

活动，而独立存在和发生作用。 c.经济规律－带有阶级背景

，即与一定的阶级，社会集团的利益相联系；自然规律－无

阶级背景。 第二章商品和货币一、商品1、商品的二因素和

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商品：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商品二

因素：①使用价值；②价值。 二者的关系： ①二者统一，缺

少任何一个都将不能成为商品②二者矛盾： a⋯⋯同一商品的

生产消费者，二者不可兼得； b.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

，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永恒的范畴。 c.价值是商品的社

会属性，体现人与人的关系，是历史的范畴。 劳动的二重性

决定商品二因素： ①具体劳动－生产出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

； ②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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