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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学起源于近代变法图强的过程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经
济思想，但却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
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①严格来讲，“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②，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
》以来，现代经济学传入中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
发展紧密相关。
鸦片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的发展差距，从此以后，向西方学习、重振中华成
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潮流。
在辛亥革命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逐渐传播开来，中国出现了传播西方先进科
学文化的热潮，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国得以扩散开来。
从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持开设了经济学课，到严复翻译的《原富》出版，
中国经济学科的近代化进程加速。
北京大学于1912年就在商科设立之初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与此同时西北大学也在西部首设了
商科。
伴随西方经济学说的引进和传播，围绕中国的变法图强问题，也有不少经济学的著述问世。
但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和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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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全面、系统地梳理了1949-2009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到伴随外国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发展，从前29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
探索到改革开放31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中国经济学在对改革（转型）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当代资本主义等研究探索中，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经济思想，采
用总体考察与具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与经济理论发展
相统一的视角，以丰富的文献事实为佐证，总结和归纳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变迁与实践道路。
《新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适合经济理论研究者、高校经济管理类教师、研究生、本科生研
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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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永秀，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陕西省委、省政府咨询委员，国家重
点学科政治经济学学科带头人，国家级精品课程政治经济学负责人，教育部首批教育质量工程项目“
理论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负责人，教育部、财政部第二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经济
学专业”建设点主持人，国家社会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陕
西省区域经济研究会会长。
围绕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制度与国有企业改革、区域经济与西部大开发等三
个方向，先后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600余篇
，出版著作、教材20余部。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10余项
。
任保平，经济学博士，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国家级精品课程西方经济学课程主持人。
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陕西省区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和陕西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
长等职。
2006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2006年到德国富特旺根大学做访问学者。
围绕着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等问题，他先后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经
济学家》和《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16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
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摘、复印20余篇，独立出版专著4部，合著、参编著作与教材1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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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
的结合或融合，二者一起参与社会资本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以加强垄断资本集团的经济实力，调节各
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以获取垄断利润，并减少经济危机给垄断资本所造成的损失。
虽然经典作家不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这种意见的主要依据是，当
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主要经济成分仍然是私人垄断资本，国家所有企业只占少数，而且国家的一切经
济职能是被私人垄断组织所操纵的，只是为私人垄断组织服务的。
其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实际情况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垄断，而不是私人垄断。
（6）关于跨国公司输出过剩产业资本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实际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到
的汇回利润大于其对外投资，所以不存在过剩资本。
而过剩资本是指追求高利润率的资本，这种过剩资本只能是输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
因此，经典作家所说的资本输出，是指输出到殖民地国家的资本，这种资本输出已成为历史，现在应
以商品与资本的对向流动这一概念代替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
另外，国际投资与资本输出不同，国际投资并不是资本，而是国际生产要素流动，是商品经济国际化
的一种形式，而国际投资的诱因主要来自投资主体外部。
对跨国公司是不是当代国际垄断组织的一种形式，有不同的看法。
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证，跨国公司是国际康采恩式的当代私人国际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但从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的实际情况看，有些跨国公司实际上是民族垄断组织，不是国际垄断组织，因为国际垄断
组织的核心必须是由两个国家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垄断资本共同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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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是国内第一次系统地归纳与总结新中国理论经济学60年发展轨迹的
一《新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以新中国60年波澜壮阔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为背景，以去粗取
精和去伪存真的理念为指导，在60年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梳理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脉络和主线，系统
地回顾新中国经济学从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吸纳国内经济学百家之言，攫取新中国理论
经济学研究的精华，捕捉新中国经济思想的闪光点以浩瀚的文献史料为佐证，在提炼、升华中，展望
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未来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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