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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是一个需要作三维界定的概念。
第一维是时间界定，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9年（本书所涉及的资料时间截止到2009年6月
）。
这60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时间单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就是考察1949—2009年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
第二维是空间界定，即是考察中国（不含台、港、澳地区，下同）的经济学者对经济理论、经济问题
的研究状态以及中国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的交互作用等。
第三维是理论形态界定。
即中国经济思想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西方经
济学的研究，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分析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
通过以上界定，可以清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这一概念，本书的研究对象也就明确了。
本书是在我的《新中国经济理论史》（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
版）基础上修撰而成的。
1．体例结构做了重大调整。
《新中国经济理论史》是一种发展流程的体例结构，重在整理、描述经济思想的发展线索和过程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纲》则采用专题研究的体例和结构，在发展流程背景下着重经济思想
的理论形态、发展转型、学术形式及研究方法变革、中西经济思想融合等节点的提炼和分析，使思想
史的发展有一种学科框架的勾勒。
2．经济思想的资料整理及发展过程描述延续到21世纪初叶。
《新中国经济理论史》考察研究1949—1999年50年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
史纲>考察研究1949—2009年60年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即在前书基础上延续了10年。
由于处在改革开放及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较快，所以以10年为一个时段对经济思想
作及时的整理和研究可以促进思想资源的积累，催生新的思想，发展出新的分析技术和理论结构。
3．理论分析的修正和更新。
由于是整理、研究当代经济思想史，思想、理论、学说和观点等都是处在变化过程中，所以对这些要
素的整理和研究也是一个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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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我的《新中国经济理论史》（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
版）基础上修撰而成的。
    1.体例结构做了重大调整。
《新中国经济理论史》是一种发展流程的体例结构，重在整理、描述经济思想的发展线索和过程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纲》则采用专题研究的体例和结构，在发展流程背景下着重经济思想
的理论形态、发展转型、学术形式及研究方法变革、中西经济思想融合等节点的提炼和分析，使思想
史的发展有一种学科框架的勾勒。
    2.经济思想的资料整理及发展过程描述延续到21世纪初叶。
《新中国经济理论史》考察研究1949～1999年50年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
史纲》考察研究1949～2009年60‘年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
即在前书基础上延续了10年。
由于处在改革开放及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较快，所以以10年为一个时段对经济思想
作及时的整理和研究可以促进思想资源的积累，催生新的思想，发展出新的分析技术和理论结构。
    3.理论分析的修正和更新。
由于是整理、研究当代经济思想史，思想、理论、学说和观点等都是处在变化过程中，所以对这些要
素的整理和研究也是一个动态过程。
从2009年回顾1949～2009年的经济思想史，一些理论分析需要作出修正或更新，一些政策思想需要作
出新的解读，一些思想发展状态需要作出特殊的描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纲》的修撰
要求。
    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还是依循我对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些考虑。
    通常，经济思想史比较习惯的写法是以人物（和与人物密切相关的学派）来安排章节，即按照时间
顺序将一些重要的、次重要的、不甚重要的经济学者（或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罗列一番，再加上作
者的点评。
这是一种习惯的写法，古代经济思想史、近代经济思想史基本上都是这样写的，外国经济学说史著作
很多也是这样写的，也有学者用这种方法来写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史或现代经济思想史（如对领袖人
物的经济思想的研究）。
我觉得，用这种办法来写现代经济思想史不是很合适。
首先，现在乃至当代的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的发展虽然已有了一个过程，但毕竟还未沉淀，有些理论
的发展还在延续，有些观点仍在发生变化，有些结论有待于修正⋯⋯经济学者的重要性或“等级”也
还需要经历一个“历史选择过程”，因而很难用对待历史人物的方法处理；其次，按人物编史的信息
容量有限，罗列的人物不可能很多，每一个人物所涉及的知识范畴和学科领域也不可能很广，因此这
种体例很难吸纳大量的思想素材，不可能全面反映该时期经济思想发展的面貌；再次，在现代中国经
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罕见能建立完整理论体系的经济学者，也尚未形成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派，因而
仅靠人物编排的套路无法构成一段完整的历史。
整理研究现代经济思想，我的方法是，除了极少数情况，一般只论及学术观点而不一一对应原作者。
也就是说，某一观点是谁提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某一时期针对某一问题产生了若干种有代表性
或有理论价值的观点，或者对某一理论的研究达到了怎样一种学术水平。
    与这种方法相适应，本书对所引用和参考的文献资料除篇幅较长者外，一般不一一对应注释，而在
书末给出每一章详尽的参考资料目录，该章的观点都会对应。
而且，思想资料、理论观点经过我的整理或处理，也不适宜直接注释。
这种注释方法也是国际上学术著作多有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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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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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研究第六章　经济学“本土化”实验（下）　——微观经济构造、宏观经
济调控、制度变迁路径研究　第一节  中国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研究　第二节　宏观经济运行调控研究
　第三节　制度变迁的“中国特色”路径标志第七章  中西经济思想融合（上）　——西方经济学引
进和研究　第一节  一年西方经济学引进、研究概述　第二节　一年西方经济学引进、研究概述　第
三节  一年西方经济学引进、研究概述第八章　中西经济思想融合（下）　——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
济思想的影响　第一节　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及评价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系统
引进概述　第三节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之争议第九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著述概览　
第一节　经济思想史技术统计　第二节  一年经济学理论著作综述各章参考文献附录1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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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主流理论形态演变第一节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时代特征一
、1949—1965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特征1949～1965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有两条发展线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二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引入
和研究。
在理论特色上，前者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把握和阐释；后者着重于概念的演绎和
推理，特别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定义和观点上的争论。
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规范性和极强的思辨色彩。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课题比较集中，主要涉及以下一些方面。
（一）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理论界开始注意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
最初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定义为生产关系。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
，即经济关系。
此后，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并逐渐趋于极端，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抽象地讨论生产关系。
1959年，学术界提出了生产力也应纳入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观点，认为不应机械地割裂生产关系和生产
力之间的联系，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不存在离开生产力而单独存在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是彼此矛盾而又互相统一，作为生产的内容和形式而构成社会的物质基础。
因此，政治经济学不是单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必须结合生产关系性质，同时分析和综合各个社会
经济形态的生产力性质，并且进一步研究生产力性质与生产关系性质彼此间的区别点和结合点。
这一观点提出后，在理论界引起了一场大讨论，中心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对象应不应当包括生产力以及
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当时较多的观点并不同意将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认为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力的结构
和运动规律，而是把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运动发展的物质基础，作为物质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衰落
的物质条件，作为生产关系及其作用的结果来研究。
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生产力本身的运动规律，而是为了阐明生产关系发展变
化的规律。
在讨论中，也有论者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
统一体。
关于这个问题的论争几经起伏，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又掀起高潮。
（二）社会主义基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是在中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
否发生作用；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和表述。
第一方面问题的主要观点有四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中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中国过渡时期同时发生作用。
因为中国过渡时期既然有两种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就有两种基本
经济规律同时起作用。
第三种观点认为，过渡时期有它独特的基本经济规律。
过渡时期既然是一个社会，那么它就应当有反映自身的基本经济规律。
只有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让位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
规律。
第四种观点认为，过渡时期的各种经济成分各有其自身的“主要法规”。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成分，每种经济成分由
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不同，都有着决定支配该种经济成分的主要过程，主要方面的主要经济法则。
第二方面问题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是同意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即“用在高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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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
和文化的需要”。
二是主张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来代替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规律的表述，这个意见在学术界很有影响，流传甚广。
三是引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有关论述，认为“公共必要价值”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
律。
当时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的讨论是比较广泛的，在有些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
通过讨论和研究，对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过渡时期社会形态特性、社会主义生产与消
费的关系等理论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然而，基本经济规律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加之当时并没有较长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作为实践
参照，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大多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纯逻辑推理，缺乏对现实经济的调查统计和实
证分析，有些讨论甚至是在用词上刻意推敲，大打笔墨官司。
例如，有的文章对“主要的”经济法则和“基本的”经济法则作大篇论证，一方认为“主要的”并不
是“基本的”；另一方则肯定“主要的”实际上就是“基本的”，两者无法区分。
这种规范分析的方法和形而上学的学术风气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
有关这一问题的论争告一段落以后，一些论争的参加者反省道：有许多文章很少是根据中国统计材料
的研究，往往只是用若干事例来证明某些结论。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详细占有材料的研究方法，
所以研究问题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而往往是满足
于把这些原理加在现实经济生活的头上。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个重要范畴，结合当
时中国在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状况，这一问题更具有实际意义。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生产力包括哪几个要素；二是生产力中的
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三是生产力的性质；四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五是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六是生产
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七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些方面的讨论虽然非常热烈，但基本上是概念之争，对经济学的发展无太大的实际意义。
（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的作用1957年，中国理论界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
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展开讨论。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理论研讨会，集
中讨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计件工资和按劳分配等问题。
这是从1949年到50年代末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会议。
会议前后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讨论的第一次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
律问题的文章近300篇。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一些问题展开：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
产存在的原因；国营企业之问交换的生产资料是否是商品；国家与国营企业职工之间的交换是否是商
品交换；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新型的，还是资本主义留下的旧形式，会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等。
其中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
当时的主要意见一是同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观点，认为存在商品生产是由两种
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并存所决定的；二是认为按劳分配是商品生产存在
的原因；三是认为经济利益的差别是根本原因；四是认为部分劳动的个人所有制或劳动力私有制是商
品生产存在的原因。
应当指出，当时的研究突破了斯大林理论的框框，在科学阐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问题上前进了一步
。
两种公有制并存并不能从实质层次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根本原因，而应当进行更深层的探讨
。
但是，当时的讨论主要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研究，而少有从生产力的角度、从社会分工的发展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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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去探讨问题，所以一些新的观点在理论上也缺乏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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