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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要想让这个学科发展起来，繁荣起来，关键是要做具体的工作，光喊口号是不够的。

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所以要有完整的理论、学说、概念，解释具体的现实，然

后做一系列的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一点点地把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发展起来。

大家都知道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面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边缘化的情况比较严重，这种

状况毫无疑问对我们的事业是极为不利的。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如果作为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部 分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都 没 有，那 么 以 马 克 思 主 义 为 指 导 就 是 空 话 了，

这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都是极大的威胁。抛开这一点不说，从经济学发展来说，现在的

主流经济学，大家都一直从各个角度批判它，例如主流经济学所采用的抽象的、脱离

实际的、形式化的方法论中的问题及价值观上的问题等等。从学术角度讲，应该是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一种学说，而 且 一 种 错 误 学 说 一 统 天 下，后 果 怎 么 样 是 很 明

确的。所以，从学术角度我们也应该 把 政 治 经 济 学 发 扬 光 大。当 然，我 们 人 民 大 学 更

是在这个过程中有 着 义 不 容 辞 的 责 任，所 以 我 们 今 天 做 一 个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年 度 报 告，

希望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把 《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打造成一个品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邱海平

我主要是介绍一下 这 个 报 告 的 由 来。我 们 是 从２０１０年 开 始 研 究 和 发 布 这 个 报 告

的，应该说当时做这个事情有两个考虑，一个是刚才我们张宇院长所阐述的我们国家

整体形势的需要，另外一个是从我们经济学院的学科建设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

我们人大经济学院的宏观经济报告已经做了很多年，在社会上和学界影响很大。我们

政治经济学专业也希望能够有所作为，所以也是借鉴这样一个形式，推出这样一个报

告，到今年是第六年。

首先我想谈谈如何认识当前的学术形势。最近有多个小组在全国高校做调研，调

研主要内容就是我们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各个高校的师资队伍情况，以及教学科研情况。

应该说我们所了解到的一手材料表明，我们过去对全国高校政治经济学形势的估计基

本上是符合实际的，虽然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号召下，特别是在习总书记一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全国政治经济学的队伍更加活跃了。但是，应该说直到今

天为止，全国高校经济学的教育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

这次我们奔赴一些高校进行调研，得到的情况大体上也跟前几年的情况相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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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太大变化。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在全国高校的经济学院或者经管学院里面，政治经

济学队伍已经是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甚至有经济学专业，有经济学硕士点、博士点的

一些学院，政治经济学的专业教师人数几乎为零。所以我们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

虽然我们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但是现在面 临 一 个 突 出 的 问 题，就 是 没 有 人、没 有 队 伍。实 际 上

我们现在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还有包括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政策的研

究都需要人才，可是恰好这么多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队伍后继乏

人。所以作为这个专业领域的老师，特别是作为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老师，我们为此

感到非常忧虑。怎么办？当然，我们也知道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在全国高校的政治经济

学的学科和专业领域里面一直起到了引领的作用。所以，在这样一个客观背景下，我

们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希望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能够在全国高校里面进一步发挥一些

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才有了我们这样一个发展报告。这是我们试图为我国的政治经

济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一点贡献的一个形式、一种努力。

当然，应该说还有其他的形式，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年前搞的政治经济学高级研修

班第一期，我们４月８日 有 第 二 期，后 面 还 有 第 三 期。总 而 言 之，抱 怨 是 没 有 用 的，

发牢骚是没有用的，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做点实事就尽量做点实事。而且我们

认为当前我国高校经济学不良的格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我们各个高校的政治经

济学专业老师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在各地方政府、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这种在我

们看来是一种不太好的格局一定会得到扭转。因为这是由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以及中国

发展的大趋势所决定的。

所以在这里，我希望今天来参加会议的同学们能够从世界发展的格局，从中国发

展的趋势高度来看待我们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前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政

治经济学这样一个教学研究队伍里面来。我认为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虽然目前还有一

些困难，但是应该说是充满了光明前景的。大概在十几年以前，我自己的博客里面的

签名就是 “我们处在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时代”。我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点将会越

来越突出。困难是暂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应该说是充满了光明的，这

是一个总的趋势。

当然，谈到客观形势一面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自身努力的重要性，事物的发展

永远是客观和主 观 两 方 面 因 素 辩 证 作 用 推 动 的。在 这 方 面 来 说，我 们 不 能 坐 以 待 毙，

不能消极无为，而是要积极作为。说 实 在 话，政 治 经 济 学 长 期 以 来 被 边 缘 化，固 然 有

各种复杂的客观原因，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检讨政治经济学本身的教学、科研，各个方

面确实存在很多局限性，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我们不能把责任都归结为什么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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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不能把责任都归结为西方经济学，我们自身是有问题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政

治经济学的研究，长期以来，至少有 一 点 是 很 突 出 的，就 是 缺 乏 规 范 性。很 多 人 写 的

政治经济学的文章的确没有文献的梳理，上来只谈自己的观点，也不知道你的问题从

哪里来，前人做了哪些研究，国内外 学 者 的 观 点 是 什 么，所 以 造 成 大 量 重 复，大 量 雷

同。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所以，我想我们做 这 个 年 度 发 展 报 告 的 重 要 意 义，是 在 于 我 们 通 过 连 续 的 发 布，

连续的研究，能够形成一个历史资料的积累。我们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假以时日，长期做

下去，以后我们搞政治经济学的人，特别是中国搞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至少应该参

考一下这个报告，看看同样的问题从２０１０年开始，每一年哪些学者有哪些推进。学术

发展是有规律的，有历史继承性的。这是我们这个研究报告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在。

当然，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每年都有新的变化，而且涉及各个方面，所以我们这个

报告历来主张有主线、有重点，而不是力求面面俱到。今天大家可能也会了解到我们选

了七个主题，实际上过去一年我们政治经济学学者写的文章远远不止这七个方面，但是我

们是根据当前我们国家发展和学术发展的特点，概括出的若干重点内容，突出了重点。

实事求是地讲，虽然报告发布六年了，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这个研究报告的水平、

质量，应该说还只是初级的，我们还有很多的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如何做好我们这样一个

发展报告，如何能够使这个报告在学术发展，甚至国家政策制定方面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就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关于这个问题，我简单提几条与大家一起研讨。

第一，我觉得必须进一步提高这一工作对于促进我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重大

意义的认识。我们这 个 报 告 绝 不 仅 仅 是 一 个 形 式，而 应 该 让 它 发 挥 更 加 积 极 的 作 用。

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还应该进一步重视这个工作，重视这个工作产生的效果。

第二，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这个工作的领导，加大对这个工作的支持力度。当初我

提出来说一定要把它打造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个品牌，甚至是一个名牌。到

现在为止，我们不 能 说 它 已 经 是 一 个 品 牌，顶 多 算 一 个 产 品，或 者 说 是 有 这 个 牌 子，

但是还说不上是品牌。但是，我觉得我们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如果我们进一步加大

支持力度，它也可能成为我们学科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成为一个亮点。

第三，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政治经济学专业一些年龄比较长的老师，在

这个工作里面恐怕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加强研究报告的计划性、动态性和时

效性。确实因为大家平时很忙，所以每年报告的启动工作，现在看来都是有一点点晚。

我建议以后每年从一开始，报告就加强组织，就开始有专门的分工，然后针对我们各

个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的信息进行及时的搜集，进行归纳。这样可能做起来会更加

全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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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还要进一步考虑把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这个研究报告的编制、编写和我们

的学生培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虽然我们一直有硕士生、博士生参与，但是我觉得在

这个方面还不够。我们应该不仅仅让学生干点活，而是应该思考怎么样让我们的学生

参与这个研究报告的工作，使之成为培养方式的一部分。从这个方面来讲，我认为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五，从研究报告质量上来说，我觉得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资料的 汇 编、文

献的综述特点比较鲜明，但是研究性还不够。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资料汇编，它是一个

报告，这个报告不仅仅是信息的报告，更重要的是要报告我们对信息的理解，从这点

来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一点意识，既要述还要评，要加强评论的部分，加强这个报告

在未来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当中的引领作用。这方面需要花很大功夫。

做好 《政治经济学评论》　引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薛宇峰

这份报告我是前天夜里才拿到文稿的。我昨天晚上花了两个小时做了一些统计分

析。在发表感想之前，我先说一下统计分析的结果。

整个报告分成七个专题，其中两个专题主要是以专著和报纸上的文章为主，这两

个专题排除在统计之外。为什么做这个统计呢？刚才各位老师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发表论文、评职称越来越困难，我做这个统计的目的就是看一看到底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学术在去年这一年是一个怎么样的水平，有哪些杂志、哪些作

者、哪些读者群还在继续坚持顽强奋斗。

第一个专题共引用了４１篇文章，引用发表两篇以上的杂志是 《当代经济研究》（７篇）、

《政治经济学评论》（５篇）、《马克思主义研究》（４篇）、《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４篇）、《上海

财经大学学报》（４篇）、《教学与研究》（３篇）、《经济学动态》（２篇）、《经济学家》（２篇）、

《学术月刊》（２篇）、《改革与战略》（２篇）等。从被引用的两篇以上的杂志来看，基本上这

些杂志依然在顽强地进行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普及推广工作，特别

是 《当代经济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等一些杂志成绩突出。

第二个专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共引用了１１篇论文，去掉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 《政治经济学评论》发表的５篇，实际上引用了 《政治经济学评论》发表的４
篇和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１篇，还有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的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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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日本目前整个政治经济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处于一种

很严重的青黄不接状态，其实很多国外的大学也处于类似的状态，清华马院安东老师

那边有位渡边教授，以前是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的学部长，他来中国赴任之前经常

去参加有着５０年历史的日本垄断研究会，我问这个研究会现在都有什么人？渡边教授

说他已经过６０岁了，每次参会的时候他发现他在与会者里面算是最年轻的。去年我介

绍了我们经济所一位本科生去日本做短期访学，他在那边非常 “抢手”，像他这个年龄

的在日本政经学界已经很罕见了，日本的很多政经学者其实非常愿意跟国内青年学者

交流，因为他们所积淀的理论和经验很多，但是没有办法传承下去，现在断了不只是

一个 “档”，而是两个 “档”，所以很多 日 本 政 经 学 者 都 很 羡 慕 中 国，他 们 很 多 人 认 为

从学术上来讲，以后在国际上能够引领政治经济学界的人可能就在中国。

Ｒ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ｘｐｅｒｔｓ’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６，２０１６，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ｗａｓ　ｈｅｌｄ　ａｔ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

ｍ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Ｑｉｕ　Ｈａｉｐｉｎｇ，Ｘｕｅ　Ｙｕｆｅｎｇ，Ｚｈｕ　Ａｎｄｏｎｇ，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ｓｈｅｎｇ，

Ｌｉ　Ｂａｎｇｘｉ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ｏｐ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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