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部分  修订本
作者=
页数=421
SS号=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篇  总论
      第一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
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
        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第二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继续革命
        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和社
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大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
        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第二篇  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
    第二章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
        第一节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建立
        以没收手段剥夺大资本
        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中小资本
        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



      第二节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建
立。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农业合作化是改造小农经济的唯一道路
        农业合作化的阶级路线和步骤
        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第三节　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的主要特
点
    第三章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
      第一节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优越性
      第二节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
        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地位、管理体制
        全民所有制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
      第三节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巩
固和发展
        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作用、组织形式
        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集体所有制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
    第四章　社会主义生产的一般特征
      第一节　社会主义生产的二重性
        社会主义产品的直接社会性和商品性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是直接社会生产和商品
生产的统一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主导方面和生产目的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旧痕迹和生产目的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第五章　社会主义生产中人们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形成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基
础
        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形成和发展
中的作用
      第二节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的矛盾
        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仍然是阶级关系
        社会主义的分工和协作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的旧痕迹
      第三节  不断调整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
        不断调整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意义
        限制人们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第六章　社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和节约
      第一节　社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
        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抓革命  促生产
        驳“一切为了现代化”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节约
        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制
        批判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
      第三节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本质和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斗争中形成和发展
        第三篇　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
    第七章　社会主义产品的交换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交换的一般特征



        社会主义交换过程是直接的社会分配和商
品交换的统一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交换的形式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计划调
拨
        生产资料计划调拨的重要意义
        生产资料计划调拨中的几种关系
        生产资料计划调拨的渠道
    第三节　社会主义商业
        社会主义商业的作用
        社会主义的国内市场
        社会主义商业中的几种关系
    第四节　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
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交换的性质
        限制商品制度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
        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
      第五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性质和特点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地位和作用
    第八章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流通和价值规
律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和货币流通
        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我国的人民币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流通规律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格



        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流通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形成的依据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形成的特点
      第三节　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和
货币流通
        货币和货币交换的存在是产生资本主义和
资产阶级的土壤
        限制货币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第四篇　社会主义的分配过程
    第九章　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第一节　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
        提倡各尽所能，发扬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
        按劳动分配个人消费品
        按劳分配原则的资产阶级法权
      第二节　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形式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分配形式
        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的分配形式
      第三节  限制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限制的必要性
        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
        第五篇  社会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第十章　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
比例发展
    　第一节　社会主义再生产
        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特点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
系



      第二节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国民经济的几种主要比例关系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和综合平衡
        客观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工作
        综合平衡是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批判修正主义的“经济自由化”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
      第一节　社会主义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地位和作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
      第二节　社会主义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
发展关系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社会主义工业化
        实质是巩固工农联盟和逐步消灭工农差别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分配
      第一节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创造和分配
        国民收入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
    　第二节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关系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内部的比例关系



        批判“‘国富’民穷”的反动谬论
    　第三节　社会主义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
作用
        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
        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是实现有？划地集中和
分配国民收入的工具
        社会主义银行信贷是有计划地动员和再分
配货币资金的形式
        第六篇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十三章　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
渡
      第一节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
势
        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
        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二节　实现共产主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
命
        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
继续革命
        批判假共产主义
    　第三节　共产主义一定在全世界胜利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篇  总论
	  第一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
	    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第二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继续革命
	    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大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
	    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第二篇  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
	第二章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
	    第一节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建立
	    以没收手段剥夺大资本
	    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中小资本
	    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
	  第二节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建立。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农业合作化是改造小农经济的唯一道路
	    农业合作化的阶级路线和步骤
	    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第三节　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的主要特点
	第三章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
	  第一节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优越性
	  第二节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
	    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地位、管理体制
	    全民所有制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
	  第三节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
	    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作用、组织形式
	    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集体所有制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
	第四章　社会主义生产的一般特征
	  第一节　社会主义生产的二重性
	    社会主义产品的直接社会性和商品性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是直接社会生产和商品生产的统一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主导方面和生产目的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旧痕迹和生产目的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第五章　社会主义生产中人们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形成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基础
	    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节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的矛盾
	    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仍然是阶级关系
	    社会主义的分工和协作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的旧痕迹
	  第三节  不断调整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
	    不断调整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意义
	    限制人们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第六章　社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和节约
	  第一节　社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
	    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抓革命  促生产
	    驳“一切为了现代化”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节约
	    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制
	    批判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
	  第三节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本质和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斗争中形成和发展
	    第三篇　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
	第七章　社会主义产品的交换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交换的一般特征
	    社会主义交换过程是直接的社会分配和商品交换的统一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交换的形式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计划调拨
	    生产资料计划调拨的重要意义
	    生产资料计划调拨中的几种关系
	    生产资料计划调拨的渠道
	第三节　社会主义商业
	    社会主义商业的作用
	    社会主义的国内市场
	    社会主义商业中的几种关系
	第四节　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交换的性质
	    限制商品制度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
	    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
	  第五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性质和特点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地位和作用
	第八章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流通和价值规律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和货币流通
	    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我国的人民币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流通规律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格
	    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流通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形成的依据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形成的特点
	  第三节　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和货币流通
	    货币和货币交换的存在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限制货币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第四篇　社会主义的分配过程
	第九章　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第一节　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
	    提倡各尽所能，发扬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
	    按劳动分配个人消费品
	    按劳分配原则的资产阶级法权
	  第二节　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形式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分配形式
	    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的分配形式
	  第三节  限制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限制的必要性
	    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
	    第五篇  社会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第十章　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第一节　社会主义再生产
	    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特点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
	  第二节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国民经济的几种主要比例关系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和综合平衡
	    客观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工作
	    综合平衡是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批判修正主义的“经济自由化”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
	  第一节　社会主义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
	  第二节　社会主义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关系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社会主义工业化
	    实质是巩固工农联盟和逐步消灭工农差别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分配
	  第一节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创造和分配
	    国民收入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
	　第二节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关系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内部的比例关系
	    批判“‘国富’民穷”的反动谬论
	　第三节　社会主义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
	    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是实现有？划地集中和分配国民收入的工具
	    社会主义银行信贷是有计划地动员和再分配货币资金的形式
	    第六篇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十三章　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第一节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
	    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二节　实现共产主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批判假共产主义
	　第三节　共产主义一定在全世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