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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实践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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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

观点、构建新理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

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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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

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这些重要论述表明，我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既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又对其进一步发展不断提出新要

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唯物史
观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发展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贯彻这一原则和方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实践观点，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出发，不照搬不套

用，开创自己的发展道路，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的。这既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则和方法，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根本追求。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从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入手，才能正确认识
我国经济改革的本质特征，把改革的实质归结为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理解这种生产关系变革的

根本动因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要求。也只有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要求出发，才能

客观判断我国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确立正确的改革评价和检验标准，清醒认识改革的

历史必然性和根本动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和方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
合、相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既是我国改革发展实践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这一主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把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统一起来。这里至少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

面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如何与市场经济有机统一；另一方面

是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如何有机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使政府在宏观调控

和市场失灵等领域更好发挥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统

一问题，都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索的难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否定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统一的可能，

进而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紧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考

虑过公有制（社会共同占有制）与市场经济统一的可能及必要，而是把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机制统

一起来。无论是十月革命后进行最初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还是二战后建立的实行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起来，在“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

条件下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上世纪 80 年代后，这些国家为获取市场竞争带来的高效率又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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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 
    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重大的成就和根本的特色，就在于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又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二者的结合与统一，

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混合发展，特别是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

的改革，强调传统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另一方面，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强

调要素市场化改革，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课题。对

这一主题和课题的不懈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贡

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协调利益矛盾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找出经济改革发展中各种利益冲
突的根本原因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办法，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凝聚共识，实现经济

更好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直面问题、完成任务，必须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出发，从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出发。在企业治理方面，深入阐释如何实现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统一，特别

是在国有企业治理方面，既要调动企业产权体系中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对其进行有效约束；在

国家治理方面，深入阐释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极性；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深入阐释如何破除改革阻力、增强改革动力和共识，深入分析改

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关系，企业改革、价格改革、政府改革等不同时

期改革重点的转变，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均衡，适度扩大总需求与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等等。最重要的是，要深入分析如何推动共享发展，在坚持我国

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基础上，在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

基础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按贡献按效率分配的激励机制，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

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重要原则，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推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理论，研究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目的是使其适应
生产力的要求，推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在于如何避

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为到本世纪
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我国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的基本约束条件发生了深刻而系统的变化。要保持
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能力，实现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跃升，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条件，

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有效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关

系。大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处理不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不仅适应不了新阶段的新变化，而且危机不断，经济发展缺乏竞争力并难以持续，社会发展缺乏

公平而陷入混乱。我国为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此，需要着力推进制度创新，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制度保障，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此相

关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予以科学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