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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同志于1988年2月8日逝世。 今年7月4日， 上海社会科
学院、 复旦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市经济学会和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学会联合发起在沪
举行纪念许涤新同志逝世两周年学术计论会。 胡寄窗和蒋家俊教授的文章， 是在这次计论钳L

上的发言稿。

追忆许涤新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

．胡寄窗

我与许涤新同志接触的时间并不多，1978年他到上海来组织＜＜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写
任务， 我才同他第一 次见面。 在此以前我只阅读过他的 ＜＜广义政治经济学＞＞初版， 此后在
＜＜辞典＞＞和＜（大百科．经济卷＞＞的编写过程中有较多的接触机会， 但仍不算是有较密切的往
来。虽然如此， 我自己作为一 个经济思想史的专业工作者， 对于任何一 位有贡献的经济学家
尤其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就有责任进行研究和整理。 我认为在我国老一 辈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家中， 孙冶方和许涤新两位同志是最值得称述的。 这里， 我仅从经济学说角度对许涤新
同志的贡献提出几点看法。

首先从纯学术方面看， 许涤新同志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他一 生最主要的贡献。广义
政治经济学这一 概念自恩格斯于1877 年提出后， 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虽有少数苏联东欧经济
学家曾在这方面作过一 些努力， 均不能说是已实现了恩格斯的期望， 连苏联在1954年刊行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不例外。 因为此教科书的前资本主义部分太简略， 而社会主义部分
却占全书一 半以上， 前后不相配称；更为重要的是其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各有它的
独立体系， 彼此不相关联， 缺乏贯串全书的理论原则。 许涤新同志 ＜＜广义政治经济学 ＞＞的新
版坚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演变为贯串全书的线索， 并对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生产方式
和社会主义体系等的内在特征以及两种生产方式间的更替过程，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经济
范畴作为分析工具， 写成第一部占有丰富中外史料和现实例证而又是前后体系协调和理论联
贯的巨著。 这在经济学领域就是一 个创举。当然，要建立一门完备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个很艰
巨的长期任务，不是某一位经济学家所能独力完成的。许涤新同志在以《资本论》总框架为局限
的狭义政治经济学还占绝对支配地位的'40年代， 就设想编写一 部广义政治经济学已 是极大
胆的尝试。 又在此后紧张的革命斗争和繁忙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 经过40余年的辛勤劳
动先后刊行＜（广义政治经济学»初版和修订版， 其钻研和创建新经济学的奉献精神已是难能
可贵， 尽管这门学科尚未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 而许涤新同志的笫路蓝缕的首创功绩是永远
不会被遗忘的。

其次是重视以理论指导实践。许涤新一生的丰硕论著所体现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范例，一 向
为学术界所称诵。我认为他在经济理论方面更为突出之处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并
在工作中不断加以贯彻实行。 1949年5月底许涤新同志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任军管会财委
副主任并兼任儿种行政工作时，已意识到财经干部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于百忙中与复旦
大学联系筹办一个经济研究所专事短期培训经济管理干部， 经过3个月的筹备于10月份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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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第一 批研究生。粉碎 “ 四人帮 ” 后， 他于1977年7月以古稀之年出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
所所长，在履新的头几天即赴北大与陈岱孙教授联系，建议双方通力协作以促进经济学科的发
展。 同年8月以后又匆匆分赴全国各大都市组织经济学教授和专家编写（（政治经济学辞典〉），
旨在普及经济科学知识并为经济管理干部提供经济学必要参考知识。1978 年又创办＜＜经济管
理»杂志。 许涤新同志的这一系列活动的目的不外是要积极扩展经济学识以便指 导 经 济实
践。 他的这些活动的指导思想是很杰出的。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人们常将经济学及 其 分 支
学科视为资产阶级的货色一 概予以摒弃，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其重视哲学的程度也大于
政治经济学。 在这种气氛下， 全国近百所财经院系的被裁撤合并， 仅保留了极少数几所， 以
致形成经济理论和管理人才长期缺乏的局面。 数十年来我们在经济工作方面出现不少失误，
走了许多弯路， 原因虽多， 而缺乏煦有的经济理论知识却是最根本的原因。80年代开始情况
稍有改变， 但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 此种情况决非短期内所能补救。 假如许涤新同志在
解放初就已积极追求的加速培养经济人才的战略能被肯定并持续加以扩展， 数十年间培养出
来的经济人才为数应以百万计， 何致千犯那许多不必要的经济错误， 走那许多弯路。经济人
才之短缺仍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难点之一， 许涤新同志的这一观点在当前改革开
放的新形势下仍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还有一点须指出，人才资本之重要意义，在西方到
60、70年代才开始提出并广泛传播， 许涤新同志在40年代之末就曾实际推行， 他的这一观点
在世界范围内也算着了先鞭。就企业管理学科而言， 在那时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中， 均被看成
是为资产阶级剥削而服务的工具， 许涤新同志特别强调财经管理干部的重要作用， 可谓不同
凡响。 至于在那个庸俗的片面强调实践的作用的时代， 而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更是
科学的卓见。

又次是开扩的经济理论视野。 许涤新同志终生致力于＜＜资本论»的研究， 无论是在 “ 牛
棚 ” 里或在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盛行的情况下， 他均一贯坚持研究 ＜＜资本论＞＞， 是一位极
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但他决不是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者。 这就使他能以开扩的胸襟
和对待经典著作的科学态度，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促进各种经济分支学科的发展或创
立新的边缘学科。 许涤新同志在这些方面贡献也是极为突出的。 他主编的＜＜ 政治 经 济 学辞
典»和＜＜大百科．经济卷»' 除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辞条外， 还汇集很丰富的中外经济史、 中
西经济思想史和各部门经济学的辞条， 旨在扩大读者的经济理论视野。 在老一 辈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家中，他是第一位突破禁区从事于中国人口理论问题的研究而驰名国内外的著名学者。
他除了早年不同意 “以粮为纲 ” 的方针和晚年对 人口问题之关注外， 还致力于生态经济的研
究， 成为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倡导者。 许涤新同志运用学术讨论会和建立学会等方式以广泛开
展经济科学研究的贡献也是很显著的。 他积极创建了«资本论＞＞研究会， 创建了中国人口学
会， 与自然科学家马世俊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生态经济学会， 至于他热情地鼓励和支持各种
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讨论会的事例， 更多得难以一一列举。 这里， 我顺便讲一件经许涤
新同志的支持才建立起来的新学科的事例。 这件事人们很少知道， 甚至许涤新同志本人也未
真正意识到。 这是指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之建立。 此学科是近年来发展成长较快的新专
业之一， 到现在全国已有 4 个博士点和 8、 9 个硕士点。 它的发展当然有赖于从事这门学科的
同志们的努力。 但在此学科创设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许涤新同志的直接间接的支持， 恐怕就
很难建立起来， 更谈不到有更大的发展。 我作为这门学科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而公开承认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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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许涤新同志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及其结合我国经济实践所作出的贡
献，以及他在各种经济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领域运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所起的开拓
作用，在老一 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是无与伦比的。

．蒋家俊

纪念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先驱 许涤新同志

集革命家与理论家于一 身的许涤新同志，是我国老一 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
他一生丰富的革命实践和学术活动中，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无疑是一 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为
之付出了无数的心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许涤新同志在重庆＜＜ 新华日报»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广义政治
经济学，想努力解决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问题，当时，周恩来同志曾给以很多支持和鼓励。
1945年，他应陶行知和李公朴的邀请，为重庆 “社会大学” 试用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讲课，
由于讲课内容同中国经济的实际相结合，受到热烈的欢迎。以后，从1946年到1949年，在上海
和香港工作期间，在紧张激烈的战斗生活中，他以银而不舍的精神，坚持执笔撰写了«广义
政治经济学»的第一 卷和第二卷，从原始公社一 直写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

上海解放初期，许涤新同志担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工商局局 长 ，忙千接
管，打击投机，市场管理和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同时又兼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 所所长，并亲
自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在讲授中一 再强调理论必须和实际相结合，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
化，给我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曾想把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
的第三卷的对象，但因为作为我国过渡时期很短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并不是一 个独立的生产
方式，所以没有能够写出第三卷。大家知道，许涤新同志后来担任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 局
长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等职务，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理
论上和实践上都有过很大的贡献。19 62年出版的＜＜ 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分析(1949一1957
年）》 一 书，就是他对我国过渡时期经济的理论概括，但是并不能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
的第三卷。

十年动乱期间，许涤新同志受到长时间的监禁和折磨，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重新研读
<＜资本论汃写下几十万字的笔记，以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除以 后 的有关
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论述为线索， 来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后来五易其稿， 于
1979年出版＜＜ 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 一 书，但这只是作为读＜＜资本论»的笔记，
还没有构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许涤新同志在文革以后，一 直想重新修订解放前出版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和第
二卷，并续写第三卷，为 此曾多次虚心征求我和我的同事们的意见。因为我近四十年来一 直
在复旦大学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文革以后，又担任国家教委全国 统编教材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南方本）主编之一 ，此书自1979年以来共出5版，前 4版每一

次出版后，都送请许涤新老师指教，并同他研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许老也将他
写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等论著送给我，并谈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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