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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正当时

文 ＿ 邱海平
ｆ

习总书 记在十九大所做的报告令人激动 ，
不仅是

报告的内容 ，
还包括习总书记所表现出的风范 ， 让人感

到鼓舞 。 十九大报告屮有很多创新的提法 ， 核心概念之

一

就是
“

新时代
”

。 如何理解
“

新时代的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


’ 是十九大报告中非常核心的概念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十八大以来 ， 习总书记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大概有六七次论述 ， 在
一

些重要的会议上就政治经济

学 、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中 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等Ｎ题 ，
阐述了

一

系列重要思想 。 应该

说 ，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中 ，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的理论部分在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思想史上是
一

个非常重大的创新 。

关于这个问题 ，
从 ２０１５ 年至今， 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已

经召开了很多场研讨会， 做了大量的研究 。 正是在习总书记

的指引下，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成为整个中国

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创新发展的
一

个重点 、

一

个焦点。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一个重大创新 ， 是因为这是在原有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基础上 ， 产生的
一个理论认识

上的巨大飞跃 。 马克思 、 恩格斯在他们的经典文献中 ，

包括 《共产党宣言 》 、 《哥达纲领批判 》 、 《反杜林论 》 、

《资本论 》 等等著作 ， 对未来社会做了
一些原则性的设

想和描述 。 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 ， 马恩

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只能说是
一

些设想 ，
还构不成

一

个

严谨的理论体系 。

“

十月革命
”

后有了苏联的社会主义

建设 ， 列宁是第
一个从实践角度开始探讨如何建设社会

主义的 。 到了上个世纪 ５０ 年代 ， 斯大林主持编写 《 苏

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教科书 ， 应该说是世界经济思

想史上第
一

本成体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 。

苏联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产生的影响非

常深远。 在上个世纪 ５０ 年代 ， 毛泽东对苏联的教科书

很重视 ， 也做过很多的批注 ， 发表了非常深刻的意见 。

他对苏联的教科书既有肯定 ， 也Ｎ时指出其中存在的
一

些缺陷 。 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第
一

代领导人 ， 在新中国

成立以后
一

直在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 而在

很长
一

段时间里 ， 屮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深受

苏联教科书的影响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几

个不同阶段 ，
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状态 。 首先是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 ， 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通常都分为资本主义

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 ’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基本上

沿袭了原来苏联的理论范式 ， 然后又加入了我们改革开

放的
一些理论内容 ，

比如有关于经济运行和改革的内容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 特别是从十四大 以后到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 ， 再
一

直延伸到十八大 ， 中国经济学理论研

究的整体形势 ， 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占据经济学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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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的主流地位 。 虽然我们党的主流还是马克思主义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但是在国内
一

些高校 、 科研机

构和学术杂志上 ， 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 。 尽管

面临逐步边缘化的困境 ， 怛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 ， 中 国

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认识层面上也是不断发展

的 。 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 ， 国有企业改革

问题 ， 农忖集体所有制改革问题 ，
还有宏观调控问题等

等 ，
都已经被纳入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屮来 。

总的来说 ， 由 于过去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本身 尚

不成熟 ， 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直处在探索和发展

的过程中 ， 很难说它已经形成
一个系统的理论 。 上个世

纪 ９０ 年代苏联解体 、 东欧剧变暴露了原有的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局限性 。 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发展的 ，

， 需要承

认的是 ， 到 目 前为止 ， 从更好地指导改革开放和发展

实践这个 角度来看 ，
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整体

水平和当前的客观需要相比 ， 也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

这正是习总书 ｉｄ提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这个范畴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所在。

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屮国要崛起 、 民族要复兴 ，
就必须有政治 、 经济 、

外交 、
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 这是崛起和复兴的客观

基础 。 另
一

方面 ，
我认为

一个国家 、

一个民族的复兴 ，

还必须有文化的复兴和崛起 。 人文社会科学是文化屮的

核心部分 ， 中国要引领世界 ， 成为世界强国 ， 就必须有

文化软实力 。 文化软实力相对于自 然科学而言是
“

软
”

的 ， 但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 ， 其实它是很
“

硬
”

的 。

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文化 ， 特别是社会科学这
一

部分 ，

直接影响到每个人 ， 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和主体 ， 理论

的建设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复兴极为重要

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到底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 是

什么样的状况 ， 这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我在

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汫过 ，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行其道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需要党的坚强领导

占据了高校经济学的讲堂 ， 它不仅影响学生的思想倾

向 ， 甚至直接让
一

些领导干部腐化堕落 腐化堕落的

原因不应简单归因于个人修养问题也有思想认识问题

中央某著名学府曾有教授公开宣扬
“

人为财死 、 鸟 为食

亡是自 然规律
”

，
以此证明西方经济学的

“

经济人假设
”

是合理的 。 如果我们的青年学生和领导干部都接受了这

样
一

种价值观 ，
那么社会主义 、 为人民服 务 、 共产主义

就将统统烟消云散 。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会深刻地影响到

人的 认识 、 影响到人的思想和价值观 ， 而且这个影响是

巨大的。

我们还要全面深化改革 ，
经济改革仍然是我们的

重头戏 ， 还要进
一

步完善屮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

那么 ， 我们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改革 ， 就是
一

个十分

重大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 ，
习总书记始终高举屮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旗帜 ， 高举马 克思主义理论旗帜 。 但我们

必须看到 ， 由于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西方人文社会科

学在屮国大肆传播 ， 导致社会上很多人的思想认 ｉ只很难

与党中央保持
一

致 ， 很多人甚至对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的概念都不理解 ， 确实有好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

“

新时代
”

的丰富内涵

习总书记提出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的概念 ，

而且对未来 ３０年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分阶段奋斗 目标 ，

确立了治国理政的全面谋略 历史的发展是
一

个从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 ，

“

新时代
”

的确立是我们长期努力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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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绝不是
一

朝
一

夕得来的 。 在这个基础上 ， 中国的改

革开放从十八大以来展现出很大的 飞跃 ， 我们在各个方

面确实是迈上了
一

个新台阶 。 正如习总书记总结的 ，

“

解

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 办成了 许多过

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

。

ｉ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了儿个规律 ， 屮国 共

产党执政的规律 、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 还有社会主义

建设的规律。 间时也要看到 ， 社会主义发展最根本的
一

个ｎ题 ， 就是在落后的条件下 ， 在发达国家仍然是资本

主义制度这样
一

个国际环境下 ， 中国是以国家为单位来

建设社会主义 ， 这是 自列宁以来开辟的
一

条新的发展道

路 。 按照马克思 、 恩格斯的预想 ，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首

先发生在落后国家 ， 因为它的前提是发达的物质生产力 。

作为
一

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 家 ，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从

一

开始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疑惑 ，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

难 。

一直到今天为止 ， 我们这条道路也仍然是这样一个

性质 。

改革开放以来 ，
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 、 生产力水平 、

科技水平都有了巨大的 飞跃和发展 。 但我们仍然应该看

到 ， 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 屮

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
一

个国际地位也没有变 。 这

些判断是非常客观的 ， 也非常重要 。 考虑这些基本判断 ，

党中央提出的
“

新时代
”

概念 ， 就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 。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但强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

新时代
”

， 这和初级阶

段论不矛盾 、
不冲突 ，

两者是相容的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研究在
“

新时代
”

的重要使命

习总书ｗ提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

不仅指明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叫 ， 也指明了整个

屮国经济学发展的方阳 。 回顾历史 ， 过去中国的经济学

曾受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深远影响 ； 伴随着改革开放 ，

我们又深受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 这两个历史阶段是

由 当时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 ， 有
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 苏

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
根源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 对我

们的经济建设产生过巨大影响 ；
西方经济学根源于西方

市场经济模式 ， 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有很大影响 我们学

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东西 ， 经济学方面也是这样 。 我

们的实践经历了这祥两个大的时代 ，
经济学也大致上经历

了这样两个大的时代 。 我们现在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新时代 ， 那么经济学也必然要进入
一

个新的时代 。

这个新时代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 政治经济学界很

多学者形成的共识 ， 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指导下 ，
合理地批判 、

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

成分 ， 继承 、 发扬优秀的 中国传统文化 ， 以中 国社会主

义实践 、 尤其是改革开放实践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
总

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 同时我们还要分

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和改革ｗ题 ， 因为 屮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 经济体制 ， 还在不断地发展

和完善的过程中 ， ｗ此我们的经济学理论 ，
就不能仅仅

只是揭示规律 ， 而是要更多地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 ，
尤

其是改革问题 。 要研究我们的发展政策 ， 怎么样才能使

下
一

步的改革发展更好地沿着健康的方向去发展 ， 这是

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最重要的任务 。

政治经济学研究要面昀实践屮产生的Ｍ题

面对这样的形势和任务 ， 我们 当下经济学的理论

研究状态 ，
显然是不匹配的 。 到今天为止 ，

中国的许多

经济理论工作者 ， 特别是那些深受西方经济学影响的学

者 ， 对中国现在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不理解的 。 某些人对

屮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半信半疑 ，
认为不过是局限在经

验上的东西
；
他们认为 ，

从世界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来看 ，

中国的发展只是
一

个
“

另类
”

。 当前我们面临的
一

个重

① 习近平 ２（ ）
〗 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

学 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 迎接党的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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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论任务 ，
就是要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发展

规律的 。 中国长期的发展 、 未来的复兴 ，
乃至成为世界

强国
， 需要我们从理论上阐明 ， 我们的道路和制度是符

合发展规律的 。 这就是理论界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以及中国 的政治经济学 ，

包括屮 国的经济发展 ， 必须要基于中 国的实践 ， 在理论

上总结出规律来 ， 这
一

点非常重要 。 虽然中央的 认识很

清晰全面 ， 但是社会上很多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糊涂的 ，

包括经济学界内部还有很多人仍然从
“

本本主义
”

的角

度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我们深知 ， 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 ， 学界担负着非常艰

巨的任务 。 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当 中 ，

坚持党的领导 ，
以及如何用党的领导 、 用党的理论思想

和理念去统
一

全党全民的思想 ， 这是非常关键的
一环 。

当前这样
一个伟大的事业 ，

一定需要党领导全国人民
一

起往一条道路去走 。 如果我们的思想不统
一

， 在发展屮

就会出现很多阻力 。

在新的形势下 ， 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赶上了

一

个好时代 。 现在不只是科研条件大为改善 ， 而且还有

好多问题需要去研究和解决 ， 实践中的很多经验急需上

升为规律性的理论认识。 比如说从理论层面 ， 社会主义

和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 再比如说 ， 如何理解公有

制 和非公有制 ？ 现在中国有 ８０％ 的非公有企业 ， 存在

大量的雇佣劳动制度 ， 资本主义国家不也是这样吗 ？ 那

么在这样
一

个框架里面 ，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正

义 ？ 这些Ｍ题都是很尖锐的问题 ，
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 ，

更重要的是 ， 这些都是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

我们现在不仅要认真研究哪些地方要改进 ， 更重

要的是方向性的问题 。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 ， 我们希望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

里面的
“

社会主义
”

四个字更突出
一

些 ， 这当然不是说要回归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 从实践

的 角度来讲 ，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

是
一

个综合体 ， 这

里面既有国有企业 ， 农村集体所有制 ， 还有大量的非公

有经济 。 从现在的实际发展来看 ， 非公占 了８０％ 左右 ，

当前差不多 ９０％ 以上 的就业人 口都是在非公有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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屮 。 我们要认真研究 ，
屮国的

“

非公有
”

和马克思主义

理论讲的典型资本主义到底是不是
一码事 。 政治经济学

界不能
一

汫中国的
“

非公有
”

就贴个
“

资本主义
”

标签 。

我们恐怕要深入研究 ， 中国特色的
“

非公有
”

和典型的

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之间有什么联系 ？ 有什么区别 ？ 要

有
一

套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 ，
否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就无法真正解释中国现实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

在这方面 ， 党中央也有非常重要的新认识和新举

措 ， 强 ｉ周要在非公有的企业中设立党支部 ， 加强党的领

导 ，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不

Ｎ的经济成分 ， 有公有的 、 混合的 、 股份制的 、 私有的

等等 ， 它们之间有差异 。 如何通过各种渠道让这些不同

形式的经济成分协调发展 ，
不要让资本像野草

一

样野蛮

生长。 我们要看到 ，
现在很多非常好的民营企业家和非

公有制经济 ， 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支柱 。

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 ， 要鼓劲 ； 但作为学者 ，

我们还是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 要直面现实的问题 。

我们不得不看到 ， 越向前发展 ， 有些问题就会表现得越

尖锐 。 比如财富的 占有和收入分配问题 ， 到底该怎么解

决？ 如果在这方面没有
一

个系统 、 正确的理论指导 ， 恐

怕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 因为它直接表现出经济利益和社

会的经济关系方面要进行调整和改革 。 十八大以来 ， 中

国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 ， 但是还远远不够 。 按照国际的

标准 ，
基尼系数达到 ０ ．

４ 已经属于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 ，

到 ０ ． ５ 基本上就崩溃了 ， 而我们曾经高达 ０ ．４７。 解决这

个问题 ， 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 绝不能按照西

方经济学指的路子去改革 。 如果我们不能进
一

步去壮大

公有制经济 ， 不能把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到经济生活当 屮

去 ， 将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

当前我们面临着很多理论问题 ， 也面临着很多重

大的现实问题 ， 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 。 赶上这样
一

个新

时代是我们的幸运 ， 作为
一

名共产党员 ，
无论如何都要

从各个方面助推实现党和人民的奋斗 目标 。 ？

（
编辑 王生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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