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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历

史背景、理论采源 [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

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反映了时

代的客观要求。19世纪中叶，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

的矛盾日益显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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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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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地位；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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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世界观研究政治经济学，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

济形态、经济运行机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

律，论证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

然性，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创立没有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轨迹，而是建立在批判

地继承前人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之上。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是发展的理论 [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与时

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分析了自由竞争资本

主义经济，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

亡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并对

未来社会的经济作了原则性的预见。 列宁根据19世纪末20世

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建立了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并



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深刻论证，提出社会主义

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领导俄国工人

阶级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

纪元。毛泽东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出发，提出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根据当今时代特点，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立

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走上了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轨道。 2.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

础 [分析]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用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使之适

合自身需要的实践活动。只有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才能获

得基本生活资料，人类才能生存。只有物质资料生产发展了

，政治、文化、艺术、教育等活动才能得以发展，社会才能

发展。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政治经济

学研究的出发点。物质资料生产包括生产（直接生产过程）

、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联

系、相互制约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 [

分析] 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包含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和

人与人之间发生相互关系的过程。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

系表现为生产力；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关系

，它包括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狭义的生产关

系)和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



产关系对生产力又有反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

关系，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紧密联系生产力来考察

社会生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社会生产关系发展

变化的原因和依据，才能正确判断某种生产关系是否优越，

才能科学地揭示经济规律。 研究生产关系包括研究经济制度

和经济体制 [分析] 生产关系的内容是复杂的又是分层次的。

存在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中以所有制、分配

方式体现的基本生产关系，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层面。以所有

制、分配方式体现的基本生产关系，又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实

现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表现为具体的经济体制层面。经济制

度是生产关系性质的体现，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

形式。研究生产关系应该包括这两个层次。 3 .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经济规律的客观性 [分析] 经济规律是经

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体现了社

会经济运动的必然趋势。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主要表现在：第

一，任何经济规律都是在一定的客观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

和发生作用的，并随着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第二，

任何经济规律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既不

能消灭、废除或改造它，也不能随意地创造或制定它。 经济

规律的类型 [分析] 经济规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一切社会

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即表现人类各个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

的某些共同性质，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

。二是几个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即表现这几个社会形

态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共同性质，如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

本经济规律。三是某一个社会形态特有的经济规律，即表现

某一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质，如资本主义社会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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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题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