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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 56 期  总第 276 期 

中心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29 日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发表重要文章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在 2017 年第 3 期《政治经济学评论》发表重要文

章，文题为《<资本论>的体系结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的关

系》。 

逄锦聚指出，《资本论》构建体系结构的方法论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重要的借鉴。这又是一个定位，是借鉴并不

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重在创新，不能照抄照搬。 

有两个概念可以区分一下。一个概念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是马克思花了毕

生精力所完成的鸿篇巨著。我们说《资本论》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

中的经典，它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就是马克思花了毕生经历研究的政治经

济学，《资本论》是集大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不限于《资本论》。在《哲

学的贫困》里面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共产党宣言》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等等，

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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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重合，但是比《资本论》更宽一些。还有一个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更宽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

济学，也包括后人继承的，比如列宁的经济思想、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这些都属

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资

本论》，这是几个概念是需要分开的。 

《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不是一回事。关于马

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马克思说他研究政治经济学是有顺序的：资本、雇

佣劳动、土地私有制、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设立了从 1843 年开

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直到 1883 年他逝世为止的宏伟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

实现，壮志未酬。实际上，马克思在世的时候，除了刚才说的很多经济学著作之

外，他完成了《资本论》。《资本论》完成以后，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只出版了第

一卷，第二、三卷是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帮助整理出版的。所以，后面理论

史部分，现在我们通常理解的第四卷，那是考茨基整理出版的。第四卷后来在苏

联正式出版，苏联第一个把它纳入《资本论》的序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结构

是六册结构，马克思《资本论》的结构，是马克思 1866 年亲自认定的。所以，

《资本论》的结构主要是这四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是那六册。这两个结

构对我们构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有借鉴作用的。 

我们不能从《资本论》的结构中演绎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

而要创新。这个创新不是凭空的，我们要在继承马克思的基础上，在借鉴人类文

明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进展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

结构，所以简单去照抄《资本论》的结构我估计不是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我们要

提倡创新，但是不排除模拟、借鉴、吸取《资本论》体系结构中有益的东西，也

不排除集成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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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学习也模拟《资本论》的结构，但是我个人觉得，今天的政治经济

学要招抄《资本论》的结构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一定的困难，怎么办？那就

在方法论上以马克思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作为指导。这个就不是借鉴，而是指

导，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构建理论体系和表述体系的方法论讲

得淋漓尽致。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和马克思《资本论》的结构可以发现，

研究目的是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决定理论体系结构最深的东西，研究目的决定了

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决定了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

容决定了体系结构。有了马克思《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的指导，有了

逻辑、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所以既有了方法

论的指导又有了逻辑体系，我觉得就可以为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奠定一个十分坚实的基础。 

逄锦聚教授认为，今天我们中国经济的实践、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提

供了足够的实践基础。我们已有的理论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提供了足够的理论基础。所以，内容有了、材料有了，现在就靠我们在座的诸位

怎么加工，怎么建立起一个严谨、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所有的内容、所

有的理论都还在发展中。 

逄锦聚教授认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不能从商品讲起、剩余价

值讲起。我们研究目的最主要的是要研究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交

换关系，这也是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我们的研究目的是要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幸福，实现每个人的发

展。由这个目的决定我们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

相对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最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这

个运动规律既是中国特色的，又具有一般性，既对中国的实践有指导意义，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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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指导借鉴意义。研究对象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内容，不仅要研究我们为什

么选择了社会主义，还要研究我们如何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研究生产

发展、生产力发展。从企业角度、个人角度、家庭角度研究也好，从地区结构、

经济结构、宏观结构研究也好，一定要研究经济发展，一定要研究对外关系，一

定要把我们的经济放在世界经济中研究。从这些理论考虑我们的体系结构就可以

水到渠成。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问题，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发展完

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解放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每个人自

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幸福。这大概就是主线。有了主线，又有了对象，有了目

的，在《资本论》方法论的指导下借鉴它的方法，吸取人类其他经济学的文明成

果，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一定会实现一个

新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