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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当代

《资本论 》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

方法论及当代重要价值
％

陈 娜 陈明 富

【提 要 】 历 史与逻辑的有机统
一是马克思 《资本论》 采用 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论

原则 ， 这是在马克思思想 史和 思维规律相统一 的辩证逻辑与 认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马克思的主观辩证思维能够和客观辩证法相统
一

， 在 实践 中体现其普遍有效性 。 《资本论 》

历 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可以指 导我们研究 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中的
一些新现象与

新特点 ， 为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科学的方 法论指导 ， 为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提供重要的 方法论依据 ， 指导我们建设现代性的 、 中 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

【关键词 】 马克思 《资本论》 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的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Ａ８１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

—

２９５２（２０ １６ ）０３
—

０００５
—

０７

《资本论 》 是
“

千年思想家
”

马克思 以毕法
”

等方法 。 这里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

生精力研究撰写的伟大巨著 ， 是马克思创立世从广义上讲 ， 历史包括着其结果
——

现实 。

“

就

界观与方法论体系之科学的结晶 ， 这也是无产狭义而言 ， 历史与 现实有着本质的区别 ， 也就

阶级革命的经验总结 ， 是人类思想史上不朽的是说历史是现实的原因 ， 现实是历史的结果
”

。
②

理论丰碑 ， 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马克思 《资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 当 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

本论》 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 它
“

对经济规律 ， 不但是现实的 ， 而且也是其历史的

于我们更加深入理解 《资本论 》 的世界观 、 方本质联系
”

，

③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 是辩证唯物主

法论 ， 适应经济全球化 、

一体化发展
”

，

①应对世义的具体化 ，
正是遵循这一原则 ， 马克思克服了

界金融危机和建设现代性的 、 中 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 ，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有着极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唯

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物史观基＿究 Ｕ ５ＸＫＳ００９ ）＿段性成果 。

Ｂ① 卫兴华 、 张宇 ： 《 〈资本论 〉 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 《资本论》 取基本的逻辑体系的发展
一纪念 〈资本论 〉 发表 １ ４。 周年 》 ， 《经济思

方法 ： 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

想史评论 》 ２００ ８年第 １ 期 。

② 雷戈 ： 《历史与现实 》 ， 《史学月刊 》 ２ ００２ 年第 ３期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 中所展现给读者的是③ 周晓梅 ： 《 〈资本论 〉 教学改革初探 》 ， 《当代经济研究 》

“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

、

“

对立统一和矛盾分析２００ ７年第 １ １ 期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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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历史与逻辑相互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言 ， 单有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根本不够的 。

点 ， 建立 了 符合 资本 主义 历史 规律 的研究只有当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 时 ， 资

方法 。

？本才会产生 ， 尽管资本的古典形式是商业资本 ，

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 而且真正的资本也是从货币或 占有生产资料的

在 《资本论》 中所采用的最基本的方法 。 《资本 商业资本中产生出来的 。 但是资本作为经济范

论》 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把逻辑的 畴仍应有其 自身的历史因素 。 这里只需要从理

分析与历史的分析辩证地结合起来 ， 成了对当论上把握这个事实 ，
至于其产生历史 ， 不是纯

时与当今社会影响极大的重要著作 。 在马克思 粹理论分析所必需的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 中

看来 ， 历史的起点 ， 也就是逻辑的起点 。 马克 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的研究方法从理论上再

思把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 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 ， 并揭示其具体的历

之上 ， 逻辑的方法是用来反映历史进程和现实 史内容 。

⑤ 恩格斯认为 ：

“

在这本著作出现以后 ，

的科学方法 。 马克思认为 ：

“

从最简单上升到复 已不可能把奴隶劳动 、 农奴劳动和 自 由 的雇佣

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

。

②
劳动在经济上等量齐观了 ； 不可能把对于 以 自

逻辑的展开必须在本质上符合历史的发展过程 ， 由竞争为特征的现代大工业有效的规律 ， 直截

同时 ， 历史过程也只有在逻辑的展开 中才能再了当地搬到古代的关系或 中世纪的行会上去 ，

现出来 。

“

因此 ， 把经济范畴按其在历史上起决 或者当这些现代的规律不适合于先前的关系时 ，

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 ， 错误的 。

”③
简单地宣布后者为异端 。

，，⑥ 因此 ，

“

在 《资本
只有按照事物的 内在结构来决定事物的先后时 论 》 中对于资本范畴的阐述与说明 ， 绝不限于
间次序 ， 才能再现历史进程的本质 。 历史与逻 关于资本总公式的抽象的推演 ， 而是有大量的
辑既不是简单的等同又必须在本质上达到相统 历史事实的论证 。 只有从资本的发生 、 发展的
一

， 即是历史与逻辑 的辩证统
一

。 马 克思在 历史条件去理解 ， 才能从逻辑上把握资本主义
《资本论 》

＿

中把逻辑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 ， 并 生产方式的运动进程 。 同时 ， 也只有充分揭示
致力于揭示逻辑所包含的全部真实的历史内容 。 范畴的历史内容 ， 才能使经济范畴成为现实中
马克思说 ：

“

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真实的东西 。

”⑦

产方式的最抽象的 、 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 ， 这《资本论》 中的逻辑顺序是依历史上的次序
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 确定的 ， 前者必须与后者

一致来展开 ， 而逻辑
产类型 ， 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 。

”④ 换言之 ， 的顺序正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 ， 抽象的
对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

ｆ
析必须充分揭示其 东西反映历史发展是较早的 、 较为简单的规定 ，

历史的特征 ， 即要充分揭示资本这
一

范畴在什 具体的东西反映历史发展较晚的 、 较为复杂的 、

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是真实的 。 在马克思看来 ，


这种特殊的 、 历史的内容就在于商品生产的普 ① 刘永倍 ：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遍化 ， 在于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成为社会生产Ｉ ９８７ 年版 ， 第 ３队 ３４５ 页 。

的舄 Ｊｔｏ 县並

＞

自 ６６谣 ：＾Ｕ 古 田
，

命 口② 《资本论 》 第 ２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３Ｍ 页 。

的最一般 、 最普遍的形式 。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４６ 卷上 ， 人民 出版社 ■ 年版 ，

分析的逻辑展开阐明了从简单商品生产到资本第 ４０ 页 。

主义商品生产转化的基本历史条件 ，
因而使资④ 《资本论 》 第 １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〇〇４ 年版 ， 第 ９９页 。

士分 甘 ■古小祕ｎｒ 士 山 六，Ｂ ， 、 ， 相
一

物士⑤ 洪银兴 、 葛扬 ＝ 《 〈资本论 ＞的现代解析 》 ，
经济科学出版社

本这
一

范畴的真实的历史内容得 以揭系 。 资本２０ １１ 年版 ， 第 ５３页 。

不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任何
一个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Ｉ ６ 卷 ， 人民出版社 Ｉ％４ 年版 ， 第

时代都可 以发生的人类的积累劳动 ， 而是剩余 ⑦ ＾
。

、 葛扬 ？

《 〈资本论 〉 的现代解析 》 ， 经济科学出版社
价值的转化形态 。 对于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而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５３ 页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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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的规定 。

“

在马克思的三卷 《资本论 》《资本论 》 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

中 ， 历史与逻辑的相一致主要体现在科学的抽的辩证方法 。 《资本论》 在研究与叙述资本主义

象法 、 从历史发展 中认识资本主义的现实 、 资运动规律之过程中 ， 深刻详尽地阐述了生产力

本主义生产方式认识史三个方面 。

”？
在马克思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和抽象与具体 、 本

看来 ，

“

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 ， 事实上不外质与现象 、 逻辑与历史 、
一般与特殊等重要范

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学的科学理解
”

。

②畴的辩证法 。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 中所研究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经历了 由 现象到本质的发展主要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总过程 。

”？

过程 ， 这一发展过程表现为从具体运动到抽象
“

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考察 ， 充分体现了历史

运动之概念运动 。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与逻辑相一致 。

”？ 马克思关于考察再生产理论

探讨的从具体运动到抽象运动的概念 ， 是马克问题的一共有四处 ， 第一处是在 《资本论 》 第

思政治经济学史上从具体到抽象概念运动的继 一

卷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四十 四卷第七

续与发展 ， 这一概念运动的发展过程是在 《 资篇关于资本的积累过程的研究 ，

⑩
着重分析资本

本论 》 中完全得到充分的体现 ， 特别是在 《剩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 第二处是 《资本论 》 第

余价值理论 》 的手稿当 中 ，

？ 马克思对斯 图亚二卷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四十五卷第
一

特 、 重农学派和亚当 ？ 斯密关于剩余价值纯粹篇第二章对
“

生产资本的循环
”

的分析 ，

？ 这着

形式相关概念的考察 ， 是对其历史的顺序和概重以流通过程为中心 ，

“

研究资本在再生产过程

念运动的顺序的考察 。 这个顺序体现在从重商中 的形式变化问题 ， 即着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主义的商业利润概念到重农学派的地租概念 ， 的形式
”

。

？ 第三处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再到亚当
？

斯密的
“

利润概念
”

， 从重商主义的
“

交换价值概念
”

到重农学派的
“

农业劳动价值 ① 于永军 ：

“

马克思逻辑与历史统
－的理论

”

， 山东师范大学

概念
”

（与货币直接联系 ） ， 再到关于
“

劳动价硕士学位论文 ，
２〇１ 〇 年 。

，

② 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３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〇１ ２ 年版 ， 第

ｂ ｉＵ贝 。

是一个过程 ， 这一过程是马克思考察剩余价值③ 钱津 ： 《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资本论 〉 思想研

概念的历史来源过程 ， 也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轉 ４ ？ ８ 。

＾④ 蒋海益 ： 《卡尔 ？ 马克思和亚当
？

斯密的价值概念比较
一

—

丨 概括性的重要说明 。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Ｌ解读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多重形态 》 ， 《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济学概念发展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阶段 ， 主要２〇〇６ 年第 ３ 期 。

是对政治经济学隨括織關探讨 。 骑ｍ
⑤

士学位论文 ， ２００８ 年 。

概括出 的政治经济学史 ， 是他把政治经济学的⑥ 孙正聿 ： 《辩证法研究 吉林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 ７ 年版 ， 第

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进行研究之后 ，
进行系统 １ ７０ 页 。

批判得出 的结论。
⑥ 马克思在 《资本论》 叙■

⑦

：：
〈资本论〉 方法论之教育 》 ’ 《学术交流 》 ２〇０２

过程中 ， 非常注重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顺序来⑧ 田海平 ： 《资本剥削 的经ＳＦ
－伦理体系及其终结的命运

——

安排他的概念体系 ，

？？资本论 》 主要以现实中论马克思 〈资本论 ＞中的伦理观 》 ， 《天津社会科学 》紐

的矛盾及其结构为依据 ，
以产业资本作为论述？ 张雪魁 、 吴瑞敏 ： 《在问题域转换中重新理解马克思

一

从

的主体 ， 以产业资本的产生到社会资本特殊现俞吾金＜问題域的转换 ＞看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解读 》 ， 《人

象的出现为顺序 ，

〒
全是依

＾
其逻 顺序从抽

⑩ 《马＾恩格斯全集 》 第 ４４ 卷 ， 人民出版社厕 年版 ， 第

象运动到具体概念运动来进行分卷 、 分篇章布６ ５ １ 、 ８８７ 页 。

胃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４５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马克思在 《资本论 》 第一卷即 《马克思恩 ？ 林密 ： 《资本主义残存娜的解蔽之路
一

列斐伏尔的再生

格斯全集 》 第四十 四卷 的序言 中就明确指 出 ，产思想简论 》 ， 《党政干部学刊 》 ２〇〇８ 年第 １ １ 期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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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卷第二篇第十七章对剩余价值流通的考之后 ， 就必然产生利 润和利润平均化 的问题 ，

察 ， 研究资本周转的速度对剩余价值流通的影产生利润 的分割 和利润的形式问题。 马克思

响 ， 以及剩余价值借以实现的货币从哪里来的《资本论 》 第一卷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问题。 第四处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四十二版 ） 第四十 四卷中在分析商品货币时提出 了

五卷的第三篇 ， 是
“

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
“

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整个经济学的枢纽
”

的著名

流通的考察
”

。

① “

在这四处 ， 虽然各有不同 ， 但论断 ， 这一论断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商品经

是其有
一个共同 的特点就是考察简单再生产 ，

济条件下的具体体现 ， 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

后考察扩大再生产
”

。

②
在此基础之上 ， 形成资通过对 《资本论 》 的研究 ， 我们可以知道 ， 所

本的产生和运动的主线 ， 这条主线就是 《资本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

论》 第一卷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版 ）
系二重性的统一 ， 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

第四十四卷的逻辑主线 。 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
一

， 社会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 ，

的细胞形态 ， 是资本的简单形式 ， 商品是资本 资本主义生产是
一般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

的历史来源 ， 在商品 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经济矛的统一 ， 资本的有机构成是资本技术构成与资

盾的胚芽 。 把商品作为前导来考察资本 ， 这不 本的价值构成的统
一

， 资本积累是物质资料再

仅符合 《资本论 》 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运动 ，

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
一

， 社会

而且再现了资本的来源和发展 。 从商品到资本 资本再生产在实物上分为生产资料和消 费资料

的中介是货币 ， 在逻辑上 ， 若不通过货币这一
两大部类与在价值上分为 ｃ 、

ｖ
、
ｍ 三个部分等 。

中介 ， 就不能完全说明在资本中所包含的那种
《资本论》 在对上述经济现象与经济范畴的阐述

更为复杂的商昂关系 。 在研究 《资本论 》 第二
分析研究过程中 ， 把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 的辩证

卷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版 ） 第四十五
逻辑关系转化为一系列的经济规律和经济过程 ，

卷的过程中 ，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在生产过程
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 ， 丰富 了

中 ， 生产出 了商品之后 ， 必须回到流通过程才
肖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 。 在马克思看

能把它包含的原有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实现出
来 ， 生产 ， 总是—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生

来 。

“

从 《资本论》 第
－

卷即 《马克思恩格斯全
产 ， 对社会生产规律研究不能脱离

一

定的社会

集 》 （第二版 ） 第四十四卷的生产过程过渡到第
历史条件 ， 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 、

二卷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 》 第 四十
共同规定 、 共同 的规律 ， 只要把这共 同点提出

五卷的流通过程 ， 就是属于从本质 回到现象的
得我们重复 ’ 它是—个合＿

过程 ， 这－过程就是从简单的现象到复杂现象
抽象 。

？ 马克思对生产研究财法 ， 反映 了社会

的－个过程， 从整伙识的过程来看 ， 《资本
再生

广
的一般条件和一般要求 ， 这对于包括社

论 （第二卷 ） 》 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 了

版） 》 第四十五卷是作为剩余价值 （本质 ） 过渡《？？论 》 中 ’ 不只是Ｍ这个范畴不

到剩余价值的形式 （现象 ） 、 从生产过程过渡到
市 ／＋

＊龙／ Ｖ Ｂ
ｆｆｎ

ｖ－

＾
ＴＴＩ

ＡＡｔ

ｒｈ
Ａ

，
ＴＴ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〇０３ 年版 ， 第

再生产 、 过渡到分配过程的 中介环节 。 在研究３５ ４
、

３８７
、 ３８９ 、 ５８９ 页 。

《资本论 （第 三卷 ） 》 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② 王明亮 ：

“

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及其当代意义
”

， 复旦

（第二版 ） 》 第 四十六卷当中 ， 马克思整体考察＾胃±＃＾ ’ ２〇 １２ ￥ 。

了资本的运动过程 ， 这种运动过程体现了马克
？＿＿

思研究 《 资本论 》 的各种各样的 形式 。

”④ 在 ④ 赵亮 、 刘生 ： 《高校 （资本论〉 理论课堂教学路径 》 ， 《黑龙

《资本论 》 第二卷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
⑤ ＾ 人

期

民大学出 版社

版） 》 第四十四卷研究中完全达到了社会再生产２０１ ３ 年版 ， 第 ２９０
？

２９１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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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娜 陈明富 ： 《资本论》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及当代重要价值


是直接存在的 ， 就是其他的范畴也不是直接存个认识结果时 ，
必然要体现出逻辑与历史的统

在的 ， 而是一定的经济形式在逻辑上的再现 、

一

。 同时值得我们注意 的是 ， 历史与逻辑相统

复制 。 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 》 中认为 ， 精神
一

是有限度的 ， 思维逻辑并不可能完全复制并

的现象通过 自身 的辩证发展而不断地摆脱它的反映客观历史进程 ， 我们切不可 以将逻辑的先

现象的直接性以及与外界的直接联系 ， 从而达后当作实在的先后 。 若抓住 《资本论 》 的某
一

到精神 的本质 。 之后 ， 在 《逻辑学 》 中 ， 再从范畴的特定社会形式 ， 把它当作人类社会永恒

它所达到的精神的最简单的本质规定 ， 通过从不变的现象 ， 不仅是片面 、 肤浅的 ，
甚至可能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 复制出 作为主体的精 违背历史 、 僵化思维 ， 陷人历史终结论的泥淖

神的整个发展过程 ， 并且把整个过程作为感性之中 。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

具体本身产生的过程 ， 从而得出 如下 的结论 ：
当代价值 ， 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正在变化发

“

自然界 、 社会和人的思维都是精神产生的 ， 主 展的资本主义社会 ， 还有利于我们在学习和借

体和客体是同一的
”

。
① 黑格尔所提出来的逻辑鉴西方经济学理论 的同 时超越其理论局限性 ，

与历史的
一

致性 ， 指的就是客体在主体的基础 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

之上表现出来的主客体的同
一

（等同 ）
， 因此 ，

提供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 进而为 中 国特色社会

马克思
一

直对黑格尔的 《逻辑学 》 的
“

唯心主 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措导 。

义的叙述方法
， ，

进行彻底 的批判 ， 揭露它给人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

的方法启示我们要实事

类造成的假象 ， 这种假象就是
“

似乎探讨的只 求是 、 与时俱进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 ，

是一些概念的规定
，，

。

② 反之 ， 在 《资本论 》 中 ，

及时充分地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

不只是从它的 内容来看是唯物的 、 辩证的 ， 就第
一

， 指导我们研究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

是从其形式来看 ， 也是如此 。

“

尽管其结构也 经济中的一些新现象与新特点 。

‘

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
，

，

③
事实上 ， 只要把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历史与逻辑相统

事方法阶段和研究方法阶段联系起来
， ，

，

④ 我们
一的分析方法 ， 可 以指导我们研究与分析当代

就会清楚地认识到 ， 其是有坚实的唯物主义基 资本主义经济 中的
一

些新现象与新特点 。 例如

础的 ， 其范畴的运动 ， 总是不断地
“

从外界取

得一种推动
，，⑤ 的力量。 由此可见 ， 马克思 《资 机制引入市场经济 ， 将

“

看不见的手
”

与
“

看

本论 》 的逻辑与黑格尔 《逻辑学 》 的逻辑是根 観的手
”

相结合 ， 改变 自 由竞争时期资本主

本对立的 ， 在马克思 《资本论 》 的逻辑与黑格
义 自发发展 中 的无政府状态 ’ 缓和经济危机 ；

尔 《逻辑学 》 的逻辑中所表述的历史与逻辑
－ 在劳资关系方面 ， 劳动 时间缩短 ，

工人的劳动

致性的方法 ， 是不可能麵的 。条件和生活条件改善 ’ 建 社会＃

障体系 ， 吸收工人代表参加公司管理等 ；
在分

二 、 《资本论》 历史与逻辑配关系方面 ， 重视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征

相统
一

的方法论的当代

重要价值① 甘德建 ：

“

可持续发展哲学引论
”

，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

论文 ，
２００４ 年 。

《资本论 》 所蕴含的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的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３ 〇 卷 ， 人民 出版社 Ｉ＂ ５ 年版 ， 第

方法表明 ’ 认识事物的正确 的思维逻辑是 由抽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２３ 卷 ， 人民 出版社顧年版 ， 第

象上升到具体 ， 这一认识过程的结果 ， 往往显２３ 页。

示出对象的历史发展轨迹 。 思维在认识和把握④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
——

康德述评 》 ， 三联书店■

对象的过程中越是丰富和具体 ， 就越是能够在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２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较大程度上符合对象的历史事实 ， 而在叙述这７０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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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高额遗产税和累进税 ； 在资本组织形式和经法有利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化 、 丰富和发展中

营方式方面 ， 股份制进一步发展 ， 从垄断资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主义 ， 到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到跨国公司等 ；当前 ， 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工人合作工厂进
一

步发展与扩大 ， 农 民合作社教学与研究中 ， 有许多理论问题亟待我们运用

也在
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 。 所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来深入研究 。 第一 ， 要

这类新现象和新特点 ， 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加强对现代社会的资本形态和资本逻辑的研究 ，

质 。 因而
，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的基回答社会主义社会如何驾驭和引导资本的问题。

本原理和所揭示的规律 ， 依然适用于当代资本第二 ， 加强对社会发展理念的研究 ， 强调历史

主义 。 同时 ， 上述新现象和新特点 ， 都可 以归评价的生产力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 ， 回

结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 ， 包括消极扬弃和答好生产正义 、 分配正义 、 消费正义等理论问

积极扬弃的新社会经济因素在不断增长与扩大 ， 题 。 第三 ， 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

而且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进行 自我调整的的发展 问题的研究 ，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

结果 ， 是新的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化的
“

利 己主义经济人
”

的前提假设做 出质疑和批

表现 。

？判 ， 避免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
“

利己 主义经

第二 ，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济人
”

当作人的发展的模范样板 。

学与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论依据。第三 ，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

改革开放后 ， 西方经济学的大量概念 、 观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

点和思想进入中 国 ， 由 于国际话语权和学术评我们对待科学的方法论 ， 要学 以致用 ， 切

价标准长期掌握在西方国家手 中 ， 中 国政治经实发挥理论对现实的指导作用 。 加强对当前中

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陡然出现了一个
“

话语国经济发展中 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 ， 科学认

逆差
”

，

一

些人总是盲 目 推崇西方经济学理论 ， 识中国经济新常态 ， 正确理解市场与政府关系

在
一

定程度上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的新论断 ， 科学阐释和实践
“

五大发展
”

理念 。

话语权 。 党的十八大以后 ， 党中央高度重视中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本质 、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 的建设 ， 发展规律的理解与把握 ， 深化对中 国特色社会

在 ２０１ ５ 年 １２ 月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 习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 。 首先 ， 要用历史与逻辑

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

“

要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 相统
一

的方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 适应

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

。 这是
“

中国特色社新常态 ， 引领新常态 。 中 国经济新常态有三个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首次出现在 中央层面的会特点 ：
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髙速增长 ；

二是

议上 ， 它的提出 ， 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深远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 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

的理论意义 。 习近平指 出 ：

“

要深入研究世界经 步成为新的经济主体 ； 三是从要素驱动 、 投资

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 为马克思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 我国经济发展进人新常态 ，

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 国智慧 。

”

中 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中央在科学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 、 准确把

的成功实践 ， 是研究和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经济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 ， 针对我 国经济发展

发展和运行规律 的科学 ， 是在长期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作出 的重大战略判断 ， 是对我

实践中 ， 初步形成的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 《资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理论指南 。 用历史与

本论 》 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 ， 逻辑相统
一

的方法认识 中 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

经受了时间和实践 的检验 ， 始终 闪耀着真理的

光芒 。 其中体现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重要方① 《 〈资本论 〉 的现代解析 》 ， 第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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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娜 陈明富 ：
《资本论 》 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

的方法论及当代重要价值

实际上就是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

的方法 ， 把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

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具体化 ， 有机的整体 ， 善于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抑制

有利于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增强
“

政府调节失灵
”

， 善于用政府调节的优 良功能

信心 ，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 ， 纠正
“

市场调节失灵
”

， 对于二者的作用要讲辩

适应新常态 ， 保持战略上 的平常心态 。 其次 ， 证法 、 两点论 ，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要用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的方法认识中 国未来发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

二者是有机统一的 ，

展的新理念 ， 实现创新发展 、 协调发展、 绿色不是相互否定的 ， 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 、 对立

发展 、 开放发展 、 共享发展 。 党的十八届五中起来 ， 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

全会提出 的
“

创新 、 协调 、 绿色 、 开放 、 共享
”

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 ， 也不能用更好发挥

五大发展新理念 ， 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党中央在总结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发展经验 、 科定性作用 。

学分析国 内 国外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

的面向未来 的发展理念 ， 是对中 国及世界发展本文作者 ： 陈娜是哲 学博士 ，
云 南大学马

规律的新认识 。 再次 ， 要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秘书 、 讲师 ；

的方法认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 处理好资陈 明富是哲学博士 ， 中 国 民族理论学会

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关系 。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理事 、 中 国 环境哲 学 学会理事 、 中 国人

是市场经济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关系问题 ，民解放军 昆 明 民族干部学院 少数民族军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要求我们 ， 要正确事教育研究 中心特聘专家 、 研究员

认识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同作用 ， 将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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