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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欧阳文和 周成名

'97
“

中＠侄济学
“

研究劲态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
＂

范式之争 ”

以来，”中国经济学
”

成为经济学界待续关

注的热点问题。1996年，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集中于
“

要不要 “、
“

应不应
”

的主客观条件

的研究；1997年，则深入到如何构建
“

中国经济学”

的层面。 本文试将有关研究文献综述如下。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
”

中国经济学
”

的定义。但

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 何炼成、丁文峰认为：
”

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

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

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

等范畴的有机统一 和总称。
”

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
“

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

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

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

也有相当部分的学者不认为将有
“

中国经济学“ ，在行文中常出现
“

经济学的中国化 ” 、
“

经

济学的本土化 ”、
“

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
“

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

学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千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这是另起炉灶的问题。 现

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

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
“

经济学的中国

学派”

。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
”

中国经济学”。 李义平认为，要

建立
“

中国经济学
“，作为一 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

“

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

这种理论由 一 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

，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
“

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

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
”

。宋冬林进 一 步认为
＂

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
＂。经济

学理论的创新（涵盖
”

中国经济学
”

的产生）
“

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

和理论体系的创新。
”

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

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

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 “，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

有
“

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的
“

根
”

经过1996年的探讨，学术界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经济学有三个根，一是中国传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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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思想，二是西方经济学，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但对三个根的侧重点和立足点的认识各有

不同，1997年的研究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

第一种观点侧重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叶世昌认为：
＂

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深深地根植于

中国的土壤中，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政府决策，可以说无处不在。
”

如果中国经济学

不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融合，继承其对今天有用的部分，”则这种经济学对中国来说，将是无源

之水、无根之木，而难以在中国生根。
”

也就不是所谓
“

中国经济学
”

。 李义平也认为应特别研究

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如果我们搞不清这一深层的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文化结

构、制度结构
“

，照搬照抄，就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问题，也形不成中国经济学。黄少安作了进 一 步

探索，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精神是
“

节约、互利、均衡
＂

。 以往的经济学只重视竞争，把追求最大化

作为经济学的精神，这是一种错误认识。 追求最大化只是一种基本人格假设，不能作为经济学

的精神。 经济学在此假设前提下，有更高的追求一 节约、互利和均衡。 因此，他指出，应
”

从中

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哲学基础，创建以
｀

合作 ＇ 为主线的经济学
”

。黄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
”

是指

具有中国文化特征、而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更多的

具有
“

和
“

、“合作
＂

、追求人性和谐的因素，能够以
“

合作
“

为主线的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为经

济学的革命提供文化基础。 在此基础上，就能创造出
“

中国经济学
”

。

第二种观点，也是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生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刘诗

白是待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 刘教授认为
＂

中国经济学，其核心和主干是理论经济学和政治经

济学
”

。 在刘教授看来，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源泉，是不言自明的。
“

因为政治

经济学旨在揭示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联系，是分析和揭示社会多样经济活动、多层次经济关系

的理论基础
＇

＼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首先要着眼于政治经济学的革新，谋求在构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和科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写出更好更适用的政治

经济学专著
”

。

第三种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主要来源。赵晓雷认为，
“

从我国的发展趋势

看，只要市场化改革不发生逆转，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必然会融入中国的社

会主义经济学，两者 一 起构成新的理论框架，形成新的主流经济学。
”

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中

国社会主义经济学都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源泉。 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

学的影响，从内容上看，从 80年代上半期引进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到80年代下半期引进的

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再到90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都对中国经济学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从方法上看，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也对中

国经济学有重大启迪作用；从学科建设上看，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学科范畴

及与中国经济学的融合都有借鉴意义。

还有第四种观点，以何炼成、丁文峰为代表，认为前面三个
“

根
”

，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谈

的，称之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更为妥贴。 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
“

根
＂

，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 因此，”这个
｀

根 ＇ 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 其理由有三，一 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 中国

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

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 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

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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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笫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道路选择。

事物即过程。 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是一 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道路的选择关系到

中国经济学建立的进程和方向。 一些学者从不同侧面对此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李怀、高良谋认为：没有百家并存、相互争鸣的过程，就不会有中国真正成熟的经济学出

现。摆在中国经济学面前的道路只能是彻底摒弃传统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偏见，引进各种卓有成

效的经济学说，开创中国经济理论与学说争鸣的
“

春秋战国时代
”

。 他们指出，多样性的结构互

补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和完善的前提；多元化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在

共性的互补中求完善，在差异的竞争中求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的现实之路。所以借鉴为主，创

新为辅，是中国经济学之路最为现实的明智选择。

陈宗胜、徐刚、刘书祥认为，中国经济学过去之所以未能形成一 门科学，最主要的是没有充

分利用现代经济学中已经形成的规范来研究中国经济的现实。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学发展主要

是以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提出问题、建立模型、推导理论统计检验、结论）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

中的经济运动，走经济学的中国化之路。 金海平也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走国别化的道路。

谷书堂、刘占军指出，中国理论经济学重建之路是在学习和指判的继承现有的市场经济理

论及把握好经济学的本质和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层次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才是中

国经济学的灵魂所在。 为了进行理论创新，经济学界应该对理论创新待严肃科学的态度，并在

经济学界形成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理论假说、批判、争论、接受、修正、摒弃的创新和发展机制。

笫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政治经济学为主。 刘诗白认为，”建立中国经济

学，首先要着眼于政治经济学的革新
”

，这就要求人们大力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这一研究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

因此他主张拓宽经济学的研

究领域，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五个内容：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 中国经济学的主要

现实使命；生产关系的完善－ 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课题；经济体制结构的优化－�中国经

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一一 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生产组织形式 一一 中

国经济学的另一研究课题。蒋学模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同资本主义部分应有统 一

的研究对象一 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样才能保待政治经济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统一 性。

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在内容上由三个部分组成：生产力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

义微观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

高鸿业认为，中国经济学必须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特别是走经济管理和操作上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他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寻求资本主义发生、

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规律，但在研究时必然涉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和操作方面。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运行势必引进至少对价值规律的作用加以管理和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具体操作两个

问题，所以在建设中国经济学时，必须着重以管理和操作方面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提出，马克

思论及了股份制、交易所、虚拟资本、资本有机构成、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生产性劳动和非

生产性劳动等市场经济管理和操作的问题，但没有受到理论界的充分认识。 对这些分散的概

念、原理、论点进行规范化、系统化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陈恕祥认为，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流经济学，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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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的一 个重要任务就是明确肯定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 应当大力宣传、研究、深化和丰富这一理论。

徐雷认为，要使中国经济学走上世界，必须研究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在具体内容上，他主

张中国经济学首先应当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市

场机制和公有制，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相结合的内在规律。

笫三，中国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陈宗胜、徐刚、刘书祥认为，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就是要在坚持经济研究规范化的前提

下，把中国自己的现实经济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出发点。中国近期的经济学是关于
“过渡问题”的经济理论，这种“过渡“具有鲜明的“ 双重过渡“特征。 双重过渡表明，中国的经济

进程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相互交融、相互推进又相互制约的过程。 作为这一 进程的理论反

映，中国经济学必然是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结合。

谷书堂、刘占军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经济改革中若干重大

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研究，培育出新的理论生长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在理论上具有

相当积累后，重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在具体内容上，他们认为，发展经济学是中国的理论

生长点之 一，将扮演着主要角色，值得引起整个中国经济学的重视。

何炼成、丁文峰作了进一 步的肯定与深化。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即

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济活动及其规律性。中国经济学作为一 门创新的经济科学，除 一 般应具备

的应用类、方法工具类、史学类学科外，其主体理论部分至少可分为中国经济学原理、中国市场

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过渡经济学等学科。其中，中国发展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

内容和主要研究方向。因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是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发展

经济学最终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和任务的客观要求。

李怀、高良谋则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缺乏能够覆盖整体性的的大概念，最基本的经济

学概念中信息含量低，特别是缺乏对生态变量的总体考虑。因此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应更多关注

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经济学应当从
“自然”中寻找自己的根基，建立起新坐标，代之以融生态

变量与物质变量于一体的生态范畴，从全球整体观层面构建中国经济学。

笫四，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

1997 年中国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经济学如何具体构建亦有新的突破，但为数甚少。洪远朋、

金伯富作了先驱性的探索，提出了建立综合经济学的构想。 其思路如下。
1．按时代要求，中国的经济科学不仅应对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属性给出质的规定性，

而且应尽可能地给出量的规定性；它不仅应对经济行为和结果作出客观的实证分析，而且应对

经济行为和结果按社会主义道德标准进行规范分析。现有的经济学科从某一角度、某一方面作

出一 定解答，但却未能从总体上给出一 个清晰、明了的分析。比较妥当的办法是在完善、加强原

有的科学的同时，建立 一 门综合经济学。
2. 综合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 其内容

主要有：综合经济学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而且研究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综合经济学在马克思主

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综合古今中外一 切经济理论的合理成份（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

方经济理论、中国古代经济理论）；综合经济学是宏观经济、中观和微观经济的综合；综合经济

学是各门经济学科和相关科学的综合；综合经济学是各种经济分析方法的综合等。
3. 经济利益是综合经济学创新的核心和基石。人类一 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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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经济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 经济利益也就成为经济学研

究的核心，成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综合经济学以经济利益为研究起点，体现了历史和逻

辑的统一，并把经济利益概念贯穿于整个经济学的始终。

4． 综合经济学的体系框架，包括导论；综合生产力；综合经济基础；经济运行综合体系上、

中、下，即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综合经济学与上层建筑；人口、环境与经

济的综合发展；综合经济系统中的核算工具；及经济学的分化、交叉与综合的经济学说史等十

个篇章。

四、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

刘诗白、谷书堂等学者都认为，建立和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待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

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 刘诗白还提出，要用好科学抽象方法，要引人和

正确使用数量分析，使用数量分析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抽象方法为前提。

丁文峰提出了创新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初步构想，包括正确认识和确立经济学方法论在

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中的地位，改变经济学方法论滞后的局面，对策是建立经济学方法论队伍、

研究学会，开辟专栏、创立刊物、开辟课程等；建立中国经济学方法论学科体系；注重经济学研

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与合理配组；实现经济学方法与其他学科方法的联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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