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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 邱海平

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破产的基础

上,在英法德等国家兴起的工人阶级武装斗争

的客观形势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

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的古典哲学,创立了唯物

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新哲学,并在此基础上,通

过批判地继承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创立了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新政

治经济学理论,即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为指导的工人运动、革命,对资产阶级的

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因而,如何在理论上对抗

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就成为资产阶级理论家和

代言人的首要任务。于是,在马克思的《资本

论》第一卷发表不久,即19世纪70年代,英国、

法国和奥地利等不同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几乎同时提出了“效用价值论”,兴起了所谓

“边际革命”。由于“政治经济学”已经被马

克思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而,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干脆连这个

概念也忌讳和抛弃了。从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

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开始,西方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再使用“政治经

济学”这一概念,而是使用“经济学”这个概

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这样做是有其自

身的道理的。因为自马歇尔以后,西方资产阶

级经济学彻底抛弃了价值概念和理论,专门研

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

这是与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不同的。因而,

是否研究价值问题就成为划分政治经济学和经

济学的重要理论标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的主流经济学,就是以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

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的经济学流派繁多,但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

论最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最适合为资本主义

提供理论辩护,所以,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主流经济学。

我们引进“西方经济学”,是要借鉴其先

进经验,而不是全盘照抄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选择了建

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进一步扩

大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了更多地借鉴西方发达

国家的先进经验,中国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经济

学。本来,我们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只是为

了更好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

并不是要全盘照抄西方经济学。然而,由于西

方经济学本身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不仅以

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对中国大量输

出他们的经济学,而且由于近代以来形成的民

族自卑心理在许多中国人身上挥之不去,也由

于中国的实践已经在事实上超越了经典马克思

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于是一些人对中国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对于中国发展中

存在问题的解决不是寄希望于进一步坚持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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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寄希望于西方主流经济学,

进而产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成为事实上的主流

经济学的怪现象。

我们必须看到,由于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

济学在中国无批判性地传播,同时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被淡化、被边缘化,结果不仅许多

青年学生,甚至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

仍然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这正是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反复强调政治

经济学的重要原因：不仅是对全盘照抄西方经

济学的观点和做法的否定,而且也是对中国经

济学界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界提出的殷切期望。

“ 把 实 践 经 验 上 升 为 系 统 化 的 经 济 学

说”，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但是,从学

理和学术的角度来说,我们还并没有提出一套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如何“把实践经验上

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正是中国经济学

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中

国的状况类似于19世纪的德国,即它是一种舶

来品。中国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理论的

小学生,过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小学

生,1990年代以后,某种程度上成了西方主流经

济学的小学生。但是,我们党始终是一个富有

创造精神的党。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我们并

没有受到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束缚,而是勇敢地走出了一

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创造

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

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

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

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

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

等。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创造性发展。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中国国

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

我国革命和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

学”,这里的“政治经济学”指的就是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政治经济

学或经济学。同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我们党

在长期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政治

经济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而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就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因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质、最核心和最主要

的内容。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出发

点,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中国化的创造性理论成果。因而,我们既

要学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要学好用好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才能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摘自《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