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理论经济宇发展前垦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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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命题，实际上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在21世纪如何发展的问题。 为回答这

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研究一下理论经济学的
“

国别化
“

需要什么条件．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可

以尝试提出一些发展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一、理论经济学
”

国别化
”

的若干启示

我国某些年轻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超越国界的，就象其它自然科学一样 然而经济

学作为社会科学，毕竞不是自然科学。 社会的差异比自然的差异要大得多．各国经济运行与发

展的差异也是很大的。 所以，不同的经济条件产生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不同经济条件下的经济

学理论不能生搬硬套，相同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理论才具有可借鉴性。经济学理论具有国别性

并不奇怪。 纵观经济学说史，在理论经济学的前面冠以国别名称并不鲜见。 如奥地利学派、德

国历史学派、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亦称为弗莱堡学派）、瑞典学派等。不过书由于经济学家通常

把经济学理论看作是超越国界、超越阶级、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理论，因而更多的是不在理论前

面冠以国家名称，但并不是说他们的理论没有渗蕴着国别化的色彩。 其实，我们在亚当·斯密

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中完全可以看到
“

大英帝国
”

的影子，也能够在李斯特的经济学中看到

德国经济的发展要求，更可以在当代主流经济学的著作中见到美国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为什么

理论经济学具有国别化的色彩？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思路。

1. 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了各国经济学研究的差异。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

段，各国经济学家要解决的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问题。 在古典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

古典经济学与德国李斯特的经济学，就属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的经济学。 当时、英国是

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经济学家研究的重心在于怎样通过国际贸易把自己的工业品

推销到全世界、并在经济自由和自由贸易中，使英国经济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甚至能够永远

保持
“

世界第一”的地位。所以，英国古典经济学强调
”

价值
”

和
“

交换价值
＂

，具有
“

世界主义经济

学
“

特征。 但德国经济比较落后．仅仅靠自由贸易未必能够摆脱经济落后的状况。 所以，李斯特

提出德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经济学，即
“

研究如何使特定的国家凭工衣商业取得富强、文化

和力址
”

。 为此，他进行了不懈努力．写了三本书．建立了以发展
”

生产力
”

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

和以保护关税为特色的经济政策体系，从而在经济学说史上独树一帜。德国经济学家罗雪尔继

承李斯特的传统，提出了不同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即对经济现象进行综合

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从而创立了德国历史学派。

2. 各国不断变化与发展的经济实践是经济学发展的不蝎源泉。一国经济学家只有不断解

决本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才能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学。 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难免出现矛盾和问题，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矛盾和问题的生成机理以及化解矛盾的

对策。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经济学家就是
．

不断地研究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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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理论解释和新的解决办法，从而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 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不断地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建构理论的历史。古典经济学是为解决英国等工业化国家产品

的生产和市场问题而产生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为解决垄断出现之后的竞争均衡问题而形成的．

凯恩斯经济学是为解决经济大危机之后的有效需求不足而诞生的。 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理性

预期学派、弗莱堡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为解决发达国家
一 度出现的经济滞胀而产生的。 由于各国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即面临着不同的经济、社

会、文化、自然等的条件，各国经济学家要解决本国经济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理论重心．甚至提

出不同的经济理论。 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经济学家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提出的理论解释

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会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

3. 一国只有形成独具个性的经济理论范式，才能使自己的经济学有别于其它国家． 根据

库恩的科学哲学，经济理论范式是指 一 群经济学家具有共同的理论信念，包括共同的基本理

论、基本观点、基本方式，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经济学的共同传统，并

规定经济学发展的共同方向。经济学说史上能够自立为流派的经济理论，无一 没有共同的理论

范式。 那些可以用国家名称冠以头衔的奥地利学派、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亦称为弗莱堡学

派汃瑞典学派等，也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一 群经济学家具有共同的理论范式。 例如，奥地利学

派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边际主义的方法论框架，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市场经济的自

由主义理念，瑞典学派的以
“

事前估计与事后计算
“

区分经济参数和用过程分析代替均衡分析

的动态经济学。 他们以特有的理论个性，完全独立于其他的主流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的解释性理论与对策性理论

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如何发展？我认为一个可行的思路是：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寻求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换句话说，就是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入手，深入研究这些

矛盾与问题产生的机理，寻求解决问题和矛盾的理论与对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

题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链条，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旧矛盾的解决思路又会影响

新矛盾的解决思路；既要研究解决新矛盾的对策，又要研究旧矛盾解决的对与错。 既要研究经

济发展中以前的矛盾是如何形成、如何解决的，又要研究经济发展中当前矛盾的形成机理和解

决方案。也就是说，既要建立关于中国经济
”

过去时
”

的解释性理论，又要建立关于中国经济
“

现

在时”

的对策性理论。

任何一 种理论经济学都具有解释的功能。 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是建立中国理论经

济学的生长点之一。 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十分

辉煌的过去、但是在近代却无可奈何地落后了，尔后中国经过了一个较为长期而曲折的工业化

前期阶段，到本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又有了长达20年的经济发展。 中

国经济发展为什么有时走在世界前列，为什么有时落后于其它国家，为什么通过改革与开放又

获得了新的发展，只有科学地解释了这些问题，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才会有希望。 中国经济

发展的起源、过程和政策演变、对于西方经济学家来说，一 直是一 个谜。正如
“

弗里德曼之谜
”

和

“诺兰之谜
”

所表明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它。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起作

用的参数、变址、因素，与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完全相同。 例如，中国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早期的组

织在13世纪就产生了，它为什么没有成为世界上最早一批的工业化国家？ 中国的市场经济从

发生到发展已经有了数于年的历史、它为什么没有成为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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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没有遵循主流经济学家的方案设计·为什么反而比按照主流经济学家方案改革的国

家发展得快些？如何刻划中国的产权结构、法律框架、政府主导等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我们要通过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源、过程和政策演变，形成中国的新经济史学、新制度经济

学、新数扯经济学（新的超制度经济学）、新发展经济学、新过渡经济学等新的理论经济学学科。

任何一 种理论经济学都具有政策性功能。 古典经济学影响了 18、 19 世纪的发达国家的经

济政策，新古典经济学影响了 19、20 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凯恩斯经济学影响了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德国新自由主义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架构提供了

理论指导。建立能够指导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学，是发展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必

由之路。 中国经济发展和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也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充满各种各

样的矛盾。 研究这些矛盾和问题形成的机理．并从这些机理中推导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或对策，

这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例如，国有企业深化改革问题，衣村土地产权的优化配

置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长周期问题，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政关系问题，建立科学与教育

牵引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制问题，内需增长与外需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商业银行的预算约

束问题等，都需要下大力研究其产生的机理和解决的对策。当然，这里指的不是简单地通过
“

拍

脑袋
“

提出几条对策，而是指运用科学的方法经过艰苦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分析。

三、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整合和理论推介

在建立了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解释性和对策性理论之后，还需要进行理论的整合。也就

是说，要有一批真正掌握科学方法、具有很强综合能力的经济学大师，埋头苦干若干年，把人们

所形成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的解释性理论和对策性理论，在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理论范

式下统一起来。 就象约翰·穆勒对古典经济学的综合，马歇尔对新古典主义的综合，萨缪尔森

对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综合。当然，也可以走另外一条综合的道路。 这就是有一批或多

批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同样的新的理论范式下工作，共同为建立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

性理论和对策性理论而努力。

发展中国的理论经济学，不能忽视向世界经济学家的理论推介工作。 由于世界经济学家，

尤其是那些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不懂中文的很多。 他们无法阅读中文文献，因而也就无法判

断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价值。 所以，这种理论推介工作可以
“

两条腿走路
”

，一是多用英文向国

际上著名的经济学杂志投稿，二是把国内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和著作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我们

现在翻译的国外经济学著作比较多，这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要下大力把国内的著名的经济学

理论翻译到国外去。 出版社和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应该联手做这件工作。

四、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创新

要发展中国理论经济学，我们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要掌握科学的、独特的、新的研究

方法和叙述方法。 舍此，我们不可能建立中国理论经济学。

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不一定是当代主流经济学方法。但是，当代主流经济学作为一呻

种方法确实有值得借鉴之处。这里，我们还不是指贝克尔所归纳的由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同

的最大化、均衡和偏好稳定等，而是指它所实际运用的抽象法、概念法、归纳法、演绎法、统计推

断法、数理分析法和建立模型法等。 不运用这些方法，我们恐怕永远无法形成科学的理论经济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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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掌握了这些方法还只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们应记住科南特的话：在各门科学的

发展过程中，巨大的跃进几乎总是与一 种新技术的提出或一个新概念的突然出现联系在一起

的。 我们必须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理论范式。 我们如果只是照搬或模仿或检验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我们恐怕永远无法建立中国理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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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的改造和发展

陈承明

经济学是客观经济运行的理论表现，因此现实的经济状况，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决定

和制约作用。近代，由于东方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不论是成熟

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产生在西方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发展，东西方经济的差距正在缩小，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都表明

了这一点。 中国经济的壮大，需要改造和发展能反映中国特点的经济学，这是现实对我们提出

的迫切要求。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问题，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放在有没有和该不该有的问题上，而应该放到

成熟不成熟，以及如何改造和发展的问题上来。中国经济在解放前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

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解放后虽有较大发展，但是由于几经曲折，总体上还比较落后。 因此，经

济上的落后，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形成成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由于极
“

左
“

路线

的干扰，人为限制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改造和发展的问

题。

中国经济学首先要改造。 原有的中国经济学有两个明显的缺点： 一 是照搬照抄别国的、现

成的经济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真理，但是不能代替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该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但是，过去的中国经济学，大多是对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的简单重复和具体解释。 虽然实现了通俗化，但是没有实现中国化，即没能与中国

经济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甚至出现经济学教材几十年体系结构不变的状况，因而窒息了中国

经济学的生机和活力，使其失去应有的科学性和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打破了国内对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封锁，但是在引进的过程中，仍然沿袭了与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类

似的方法，许多书籍通过改头换面，把西方经济学照搬过来，因而未能起到应有的借鉴作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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