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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
6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城乡居民储蓄增
加了2.5万倍，对外贸易增长了2266倍，人民生活由贫困迈上总体小康。
经济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方面军，为这些成就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学科教学
指导委员会曾经谋划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批学者撰写一部尽可能客观反映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学教
育（主要是本科）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的史论结合的著作，以为后人研究这段经济学教育的历史提供
参考，并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学教育教学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一时没能实现。
令人欣慰的是，2009年10月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西北大学主办的第四届
中国经济学教育年会在西安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新中国经济学教育60年的回顾与展望”。
来自全国综合大学和财经类院校的几十位校长、经济学院院长、系主任和有关教授专家共150多位代表
出席了大会。
与会代表不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且事先准备了有真知灼见的论文和经验总结材料。
这些论文和材料出自长期工作在经济学教育教学第一线的学者之手，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
会后，经过多次商议，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决定以这些论文和材料为基础，
按照一定的思路将其编纂成集，这就形成了现在的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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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经济学教育60年：回顾与展望》以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
四届年会的会议征文为基础，吸纳近年来多位经济学专家和学者的最新教学与科研成果，从教育思想
、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科布局、学科结构与专业建设，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课程建设，教育制
度、教学管理与教学方法等四大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学教育（主要是本科
）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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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逄锦聚，南开大学教授，原副校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首席专家，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社
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部召集人；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市场
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等；曾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被选
为“新中国60年有影响的百位经济学家”，教材《政治经济学》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专著《马
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获全国首届优秀出版物（著作）奖。
刘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副校长，经济学博士，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专
业设置和学科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经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现代公司理论、产权理论。
在《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现代股份公司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研
究》、《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产权制度创新》等多部专著；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理论文章）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国家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等多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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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总论 一、新中国经济学教育取得的成绩和经验 二、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三、新中国
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四、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和任务 五、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趋势 第二
篇 教育思想、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 一、主动适应社会需求深化经济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二、
中国经济学教育及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探索 三、以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推进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
四、以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经济学的创新 五、本科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 六、经管类创新实
践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七、西方发达国家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特征及其启示 第三篇 学科布局
、学科结构与专业建设 一、新中国60年经济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 二、新中国
国际贸易教育的回顾与展望——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例 三、中国金融学科60年历程、逻辑与展望 四
、中国经济统计学60年 五、新中国一60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六、金融学教学60
年回顾 七、新中国60年保险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第四篇 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课程建设 一、关于我
国经济学教学改革的若干问题 二、关于经济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的思考 三、关于经济管理类实验教
学若干问题的探析 四、经济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 五、中国经济类教育国际化与本土
化的历史发展 六、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创新与科研能力的培养 七、加强“五大教学体系”建设，夯
实经济学理论基础 八、经济学与数学结合视角下的经济学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探索 九、计量经济学的
发展前景展望 十、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及其相互关系的再认识 十一、基于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的经济管理类专业理论课程体系研究 十二、经济管理类专业应用创新型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第五篇 教育制度、教学管理与教学方法 一、高校教学管理机构设置与职责划分 二、学分制条件下经
济学类教学计划和教学方式改革研究 三、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四、经
济学教育与大学生创新意识培养 五、加强经济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保障措施和基本思路 六、
微观经济学精品式教学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新中国经济学教育60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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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客观要求逻辑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但在进行逻
辑思维活动的一些具体环节上又要用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思维方法。
逻辑思维是数学思维的核心。
数学作为一种抽象逻辑语言，非常适合经济分析，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抽取出最本质的经济规律。
作为一种语言和工具载体，经济学的数学公式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经济含义，应该注意数学公式的经济
解释方面的训练。
换言之，经济学的基本功训练应该包含数量分析和数量分析的经济解释两个方面，通过这两个方面训
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林毅夫认为：“数学模型是最严格的形式逻辑，能将逻辑分析数学模型化最好，这是国际经济学科发
展的一个趋势。
”①因此，在经济学与数学结合视角下进行经济学人才培养，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客观要求。
4.是促进经济学研究实证性的客观要求“数学是表达思想的紧凑方式，也是分析思想的强有力的工具
。
”②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是：（1）使所用语言更加精确和精炼，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
，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
（2）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应范围，给出了一个理
论结论成立的确切条件。
（3）可以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
我们不是为学经济学而学经济学，而是对所观测到的经济现象和统计资料进行分析、描述和制定政策
，并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
对经济问题，不仅要作定性的理论分析，还需要有经验性的定量分析。
经济统计和计量经济学在这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经济统计侧重于数据的收集、描述、整理及给出统计的方法，而计量经济学则侧重于经济理论的检验
、经济政策的评价、进行经济预测，及检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为了更好地估计经济模型和作出更精确的预测，理论计量经济学家不断地研究出更为有力的计量工具
。
从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出发，为了促进经济学研究的实证性，在经济学人才培养中需要在经济学
与数学结合的视角下进行经济学创新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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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经济学教育60年:回顾与展望》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是《新中国经济学60年
（1949-2009）》的姊妹书。
《新中国经济学教育60年:回顾与展望》是新中国经济学教育60年探索历程和主要经验的初步总结，是
从事经济学教育第一线教授、专家智慧的结晶。
《新中国经济学教育60年:回顾与展望》包括五篇：第一篇总论，第二篇教育思想、培养目标与培养模
式，第三篇学科布局、学科结构与专业建设，第四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课程建设，第五篇教育制
度、教学管理与教学方法。
为了增强《新中国经济学教育60年:回顾与展望》的史料价值。
在全书正文后附录“新中国经济学教育60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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