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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努力开创中国经济学教育新局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　邱海平教授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时 任 国 家 副 主 席 的 习 近 平 同 志 在 考 察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资 本

论》教学与研究中心”时，阐述了 《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地位。２０１４年７月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专家座

谈会上明确提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３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理论学习会上再一次全面阐述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的重大意义，并明确提出： “要立足我国国 情 和 我 国 发 展 实 践，揭 示 新 特 点 新 规

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

说，不断开拓当代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境 界。”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系 列 重 要 讲

话，不仅深刻阐明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重要意义，而且也给中国经济学界提出了创新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重大任务，给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走出

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在实践上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

和经验急需在理论上提炼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上争取学术

话语权，而且能够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用于指导新时期的全面深化改革

和发展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持续健康发展。

就世界上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

是当代经济学的两大主要流派。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党

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政治经济学又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中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有主流和主导地

位。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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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前提和基础的。虽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部分内容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参考意义，但是，不能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所有成就都

是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结果，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实践从根本上来说与西方经

济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是相矛盾的。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实践证明，

照搬照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被颠覆和经济发展遭受重创甚至一

蹶不振。毫无疑问，中国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和主导地位，就必须毫不动摇地进一步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实际状况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需要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总起来看，当前我国高校的经

济学教育教学仍然存在严重的西化倾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仍然

比较严重。具体表现在：

第 一，高 校 经 济 学 院 的 领 导 权 问 题。早 在２００５年 刘 国 光 先 生 就 指 出 过 这 个 问

题 了。然 而，我 国 一 些 高 校 不 仅 没 有 重 视 这 个 问 题，反 而 有 进 一 步 恶 化 的 趋 势。

是 由 坚 持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济 学 的 人 担 任 领 导，还 是 由 搞 西 方 主 流 经 济 学 的 人 担 任 领

导，情 况 是 大 不 一 样 的。毫 无 疑 问，领 导 权 问 题 对 于 学 科 的 发 展 具 有 头 等 重 要 的

意 义，

第二，高校经济学人才结构和梯队问题。近些年来，一些高校经济学院竞相高价

引进从海外特别是从美国归来的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博士，而我国自己培养的政治经济

学专业人才已很难进入各个大学的经济学院了。在全国大部分经济学院的教师队伍中，

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师资已严重萎缩，后继乏人。

第三，课程设置问题。在一些高校，西方经济学成为许多专业甚至是非财经类专

业的通开课，而曾经普遍开设的 政 治 经 济 学 课 则 被 取 消；同 时，在 经 济 学 专 业 中，西

方经济学开设的具体课程数量远远超过政治经济学课程。

第四，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入学考试问题。在一些高校的经济学和财经类专业硕士

和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中，政治经济学所占考分普遍低于３０％，有的学校根本取消

了政治经济学的考试内容。

第五，科研评价标准问题。在所谓的教育 “国际化”政策影响下，许多高校都将

ＳＳＣＩ的发文量作为教师科研的最重要评价标准，在职称评定、学术奖励、课题申请等

各方面予以严重倾斜。这是导致中国经济学教育特别是科研严重西化的重要根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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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联系，一些专业学术期刊越来越多地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作为选文标准，拒

绝刊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我 国 经 济 经 济 学 教 育 存 在 的 严 重 西 化 倾 向 具 有 多 方 面 的 严 重 危 害：第 一，导

致 青 年 学 生 对 于 政 治 经 济 学 以 及 整 个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淡 漠 甚 至 抵 触、对 于 社 会 主 义

的 怀 疑 和 共 产 党 领 导 地 位 的 合 法 性 和 合 理 性 的 否 定；第 二，导 致 青 年 学 生 对 于 西

方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和 个 人 主 义 的 迷 信；第 三，由 此 导 致 我 国 高 等 院 校 开 设 的 学 生 思

想 政 治 课 的 失 效；第 四，导 致 青 年 学 生 思 想 方 法 的 教 条 主 义 化 和 僵 化，不 利 于 学

生 形 成 和 掌 握 正 确 认 识 历 史 和 社 会 的 科 学 方 法；第 五，不 利 于 中 国 特 色 经 济 学 的

创 立、创 新 和 发 展；第 六，严 重 西 化 的 经 济 学 教 育 产 生 严 重 西 化 的 经 济 学 研 究，

不 仅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的 现 实 需 要 相 脱 节，而 且 产 生 了 大 量 形 式 主 义 的 无

效 研 究 成 果 和 科 研 资 源 的 严 重 浪 费；第 七，过 度 西 化 的 经 济 学 教 育 和 宣 传，严 重

腐 蚀 了 一 些 领 导 干 部 的 思 想 认 识，使 他 们 产 生 了 对 于 马 克 思 主 义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怀 疑 甚 至 否 定。总 之，西 化 的 经 济 学 教 育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建 设 和 发

展 是 根 本 对 立 的。

毫无疑问，当前我国高 校 经 济 学 教 育 和 科 研 存 在 的 严 重 西 化 倾 向 如 果 得 不 到 纠

正，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政 治 经 济 学 将 是 十 分 困 难 的，甚 至 是 不 可 能 的。因

为道理十分简单，发展马克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必 须 以 坚 持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为

前提，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 济 学 就 必 须 具 有 一 大 批 坚 持 从 事 马 克 思 政 治 经 济 学

教学与研究的人才和教 师 队 伍，这 就 要 求 在 我 国 高 校 的 经 济 学 课 程 设 置、科 研 评 价

标准、人才队伍建设等各 方 面 进 行 全 面 改 革，从 而 有 效 解 决 当 前 我 国 高 校 经 济 学 教

学和科研中存在的严重西 化 倾 向，使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回 归 我 国 高 校 经 济 学 教

育和科研的主流和主导 地 位。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实 践 方 面 来 看，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在经济上的重要特征是 实 行 以 公 有 制 为 主 体 多 种 所 有 制 经 济 形 式 共 同 发 展 的

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在 本 质 上 是 在 坚 持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充分 利 用 非 公 有 制 经 济 形 式 和 市 场 机 制。但 是，我 们 必

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与非 公 有 制 经 济 和 市 场 机 制 之 间 的 内 在 矛 盾。在 利 用 非 公 有 制

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同时，必 然 始 终 存 在 怀 疑 和 否 定 社 会 主 义 的 理 论 观 点 和 主 张，而

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这 种 观 点 和 主 张 的 经 济 学 理 论 基 础。因 而，要 坚 持 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始终坚持 用 发 展 的 当 代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来 教 育 我 们 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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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和青年学生，从而提高 他 们 坚 持 社 会 主 义 的 自 觉 性。同 时，必 须 彻 底 改 变

当前我国高校经济学教育 和 科 研 中 存 在 的 严 重 西 化 倾 向，在 我 国 高 校 开 展 正 常 的 西

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我们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列重要讲话，能够成为

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的强大动力。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大力纠

正我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中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我国经济学教育教学中的主流和主导地位，使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科研更好地适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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