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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观》包括经济改革篇、经济制度篇和经济发展篇在内的相对独立的科
学体系。
经济改革篇主要阐明生产力观、经济改革观和对外开放观；经济制度篇主要阐明基本经济制度观和分
配制度观；经济发展篇主要阐明发展战略观、科学发展观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与促进社会全面进
步的重要思想。
这三个部分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三者统一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贯穿于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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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俊生，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授，法学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近十多年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合著学术著作1部，主编学术论著1部，主持和参与完成省部
级、厅局级研究课题10余项，获陕西省政府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曾获长安大学科技工作先进个人奖和
优秀教师奖，曾被授予“长安大学教学名师”荣誉称号。
　　宋小刚，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副教授，法学硕士学位。
主要承担研究生与本科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或参与多项西安市及长安大学科
学研究项目，参编教材2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其中部分获奖。
获省部级、长安大学教学成果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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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观形成的理论基础（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经济建设的设
想（二）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思想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的科学体系（一）邓小平理论中的经济观（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中的经济观（三）科学发展观中的经济观（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的逻辑结构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的理论地位（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
二）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理论（四）深刻总结了中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四 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经济观的基本特征（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观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经济观（二）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观是具有高度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经济观经济改革篇第一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
力观一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基本思想（二）邓
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四）检验一
切工作的标准是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二 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一）代表先进生产力
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二）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三）
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力量（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生产力的解放
和发展开辟广阔前景三 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一）发展生产力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二）社会主
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三）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二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改革观一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一）未来社会是经常变化和
改革的社会（二）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三）牢固树立改革发展的基本观点和自觉性
（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五）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二 改革是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一）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二）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
发展社会生产力（三）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五）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六）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七）检验改革开放的根
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三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经济和
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摆（二）邓小平大胆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的发展（四）胡锦涛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第三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观一 
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一）实行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二）实行对外开放的基
本特点（三）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二 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一）创办经济特区（二）发展对
外贸易（三）引进先进技术（四）充分利用外资（五）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三 深化对外开放的战略
选择（一）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二）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三）努力防范
国际经济风险经济制度篇第四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观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
有制的基本理论（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所有制的设想（二）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所有
制理论（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理论的创立
（一）判断所有制结构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二）所有制改革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本原则（三
）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一）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概念的提出（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三）坚持
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新发展（一）按照
“两个平等”的原则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二）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三）大力
支持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五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观一 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的
基本思想（一）按劳分配的基本内容（二）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三）实现按劳分配的主要特
点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的创立（一）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要反对平均主义（二）建立正确
的分配制度要实现三者利益结合（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四）坚持走共同
富裕道路要防止两极分化（五）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的发展（一）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二）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
分配相结合（三）提倡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四）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
创造（五）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的完善（一）完善收入分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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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二）兼顾效率与公平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三）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要以改善
民生为重点经济发展篇第六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战略观一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一）
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艰辛探索（二）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和新要求二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点（一）全面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二）下大力气切实解决
好“三农”问题（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三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针（一）走出一
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子（二）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三）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第
七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一 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坚持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一）科学发展
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
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三）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二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一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三）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
全面协调可持续（四）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三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一
）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二）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继续深化
改革开放（四）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第八章 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一 四位
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思想的提出（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思想的发展与深化（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思想的丰富与拓展（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二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有可靠的
政治保证（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二）保持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三）政治体制
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配合（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三 大力发展先进
文化是经济建设的迫切要求（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二）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三）发展教育和科学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智
力支持四 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现实依据和重要意义（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
经济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条件五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经济建设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一）经济建设
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三）努力促进世界和谐的重要举措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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