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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 40年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不仅要看到这 4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和综合国力实现的历史性跨越的现实，更要看到这些进步和成就背后的理论逻辑。马艳教授推出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关系的演变逻辑》专栏，从现实维度对40年来我国经济在生产关系、分配

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四个方面的变化历程、特征和表现进行回顾和总结，从理论维度对其中

的内在逻辑、机理和规律进行分析和探索。本期聚焦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演变逻辑，王琳博士等

剖析了生产关系三个阶段（数量型生产方式探索期、数量型生产方式深化期以及质量型生产方式探

索期）的演变与理论逻辑；龚晓莺教授等提炼了交换关系四个维度（主体市场化、客体多元化、载体

虚拟化、利益悬殊化）的演变与理论逻辑。这一探讨不仅有利于深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也有利于新时代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朝着高质量发展阶段

迈进。

回顾过去，创新未来，需要面对现实，创新发展。从宏观上，邓创教授和徐曼博士通过构建金融

形势指数，考察中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交互作用，对于金融市场改革持续推进背景下的金融风

险判断具有现实意义。从微观上，杜勇教授等分析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扭亏的影响，警示监

管部门和投资者关注存在股权质押亏损公司财务报表的粉饰行为；基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陈艳

艳副教授和程六兵博士分析了高管政府工作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调节作用，强调保持政策连续性

和可预测性的重要性。从法制上，唐琼琼博士探讨了第三方资助纠纷解决规制模式新发展，这一法

律规制模式的合理构建或完善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和经济发展；税收事先裁定未能入法的主要原因在

于其裁定主体与范围未能达成共识，王波副教授对此分析了我国实行税收事先裁定制度存在的主体

和范围两个关键问题，并提出了合理建议。从语言视角，霍灵光副教授和陈媛媛博士分析了方言能

力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有助于政府及个体从语言能力的角度缓解外来人口在努力融入当地社会

中所面临的健康问题。

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具有深刻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靳卫东教授等论证了心理因素作用

于创新创业的内在机制，杨振兵副教授和王乐琦考察了创新网络扩散效应对创新全要素生产效率的

影响，这些研究有助于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有利于借助财税政策等促进制造业整体的创新效率

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