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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较为全面地、准确地分析研究了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基

本理论，力求让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观点以其本来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具有开拓性、

创新性。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关系从宏观上、从高度抽象意义上说，即是经济因素和

作为道德的非经济因素的关系。从这个理论层面上去研究、把握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

系，则能更为深刻更有广度地理解、解决两者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专门论述市

场经济和道德建设方面的论著，而是散见在各种论著之中，因此，本书作者通过大量研

读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以及有关道德方面的著作，从中抽象、

概括出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伦理方面的观点、理论和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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