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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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j)张曙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原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陈宗胜 、 徐刚、刘书祥：《以现代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原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作者系空军政治学院教授，单位邮编为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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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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脱离中国的实际，没有深刻揭示出反映中国特点的经济运行规律。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认

识中国经济与外国经济的共性，揭示一 般经济规律，而且要认识中国经济的个性｀揭示特殊经

济规律。 这里我们既要反对用特殊性否定一般性，更要反对用一般性代替特殊性。中国经济的

最大特点，就是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但是在生产力上却远远落后

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只有从这个基本特点出发，才能

揭示出具有中国个性的经济运行规律，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特殊的指导意义。过去的中国经

济学，由于忽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也就脱离了中国当前最大的实际，难以产生符

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研究成果。因此，不论是照搬外国的经济学理论，还是脱离初级阶段的实际，

都要求对原有的中国经济学进行彻底的改造。

其次，中国经济学要发展。改造也是发展，但是发展不仅仅是改造，更重要的是创造。 中国

经济学要有发展、有创造的客观前提是：壮大中国经济不能重走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

的老路。同时，要充分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阶段和

客观条件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成熟，虽然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的指导，又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部分，但是更需要根据中国经济的特点进行发展和创新。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断总结中国人民自己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的新创造，走出一

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中国经济学是否成

熟的根本标志。

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对中国经济学的改造和发展？关键是要做到以下儿个结合：

笫一，在思想方法上，要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

为它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理论研究高度统 一 和融为一体了。实践表明，哲学是

经济学的灵魂和生命线，经济学是哲学的载体和具体运用。 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

坚持一 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待合二而 一 。没有一 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

合二而一 ，不可能建立新理论。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就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不断分

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极其丰

富，其中包括对立统一规律、质变拭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

意义。 但是，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即要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这里，我们既要反对照

搬照套马克思主义简单结论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简单

讲，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是解决方向问题，联系中国经济实际是解决方法问题，只有使

方向与方法紧密联系，有机结合，才能使中国经济学健康发展和日臻完善。

笫二，在指导思想上，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

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产物，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产物。 二者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显著差别。 虽然社会主义经济是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但

是它与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有共性和历史联系。 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是它们的两个主要共

同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在坚持公有制生产关系为主的前提下，局部保留和合理利用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加快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高，反映出它们的历史联系。 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理论，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它们存在共性和

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

使它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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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 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与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

才会形成科学的、成熟的中国经济学。

笫三，在理论来源上，要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在批判地继承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那种认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经济学，只需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需要学习和·

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撇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

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反映阶级利益与科学性的根本区别之外，它们之间仍然存在可以比较的不

同特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注重本质分析、理论分析和历史分析，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更

注重现象分析、计址分析和实证分析，它们各有其长处和优点．又各有其缺陷和不足。 因此，改

造和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二者的长处和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克服二者的缺陷和不足，使中

国经济学更加丰富、深刻和完备。

第四，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要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

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

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 ——认识 －—－ 再实践—— 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

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是，经济运行的客观过程，不能

放进人造的实验室，它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常常要经历几代人的长期实践，才能得出较为准确

的结论。新的经济理论常常不能等到实践证明其正确之后才加以运用。因此，对经济理论正确

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相结合的方法。 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

否认前人的实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愚人之举，实不可取。

相反，不承认实践检验的重要性，把现成的理论看成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实质是固步自封，无所

作为，难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因而是懒人之举，也不可取。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

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

笫五，在表现形式上，要坚持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科学论证的严谨性相结合。马克思的《资

本论》，不仅是经济学上科学论证的典范，而且是一个艺术的完整体系，因而具有永久的魅力。

《资本论》体系的完整性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 是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认识得

极其全面、准确和深刻，以至能够把客观的经济规律，作为完整的体系科学地揭示出来。二是马

克思运用了科学的叙述方法，按照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本质到现象的顺序加以表

述，因而具有循序渐进、结构严密的整体效果。 《资本论》把理论上的逻辑顺序与历史上的实际

顺序高度统一起来，因而成为理论研究中的艺术珍品．为我们改造和发展中国经济学树立了光

辉的榜样。 科学论证更是建立和完善经济理论不可忽略的基本前提。 经济学的科学论证，不能

凭借自然科学上的实验手段，只能通过对大扯实际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过程，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正确运用科学抽象法更为重要。 经济学的论证

过程，常常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本质与现象、局部与全局、让变与质变、分析与综合等论

证方法的高度统一，因而科学论证是改造和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的基本方法，也是形成科

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

笫六，在发展进程中．要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相结合。与其他事物一样，中国经济

学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由扯变到部分质变，再到全部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 中国经济学的成

熟，既不能依靠某个天才的个人努力，也不能期盼某天早上奇迹的发生。中国经济学的成熟，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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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惮的艰苦努力。 这里的关键

是：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

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

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中国经济学由扯变到质

变的转化，使中国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 这是整个经济学界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

望，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参考文献：

个张薰华：《生产力与经济规律》．复旦大学出版社]989年版。

＠张淑智 、 程恩富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999年版。

{＠杨德明：《当代西方经济学》．山西人民出版社］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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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奎辽中团泾渚旁豹几点包老

刘申有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展开了
“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
”

的大讨论，现在，这场讨

论正在向纵深发展。 现就重建
“

中国经济学
”

的问题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千
”

中国经济学
”

的概念界定

长期以来，经济学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外来科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

学，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然而经济学的发展是一 个不断再创新的过程。我们再也不

能重复那种照搬照抄外国经济学的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学者在批判过去照抄
“

苏联范

式
”

做法的同时，却又倾向于模仿西方经济理论。 马克思在批判德国经济学家时曾指出：“德国

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他的古典时期一 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

外国大商行的小贩。”中国经济学者也曾经历过这个可怜时期，现在这个时期应该结束了。

提出重建
“

中国经济学
“

这一 概念，我认为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表明经济学的阶级性。 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

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力址上，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和反映特定阶级利

益的意识形态，采用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这一切自然会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得到反映

和表现，这就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为各阶级共同接受的统一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
”

意

在表明中国将来要建立的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目前，世界上高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这面大旗的国家主要是中国。 至少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

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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