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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耐同志是福建省福州市人， 生「 1909 什2

月。 早年就饮千北平朝阳大学经济系， 1936 年赴

日本留学， 留学期间， 参加了我党领导的补会k

义同盟。 1937 年芦沟桥事变后， 他毅然回国投

身］．抗H斗争， 1938 年 5 月在武昌抗战教育研究

会工作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 姚耐

同忐先后担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授， 新四军教导

队政治教员、 训练处指导员、 新四军第一师宣教科

长， 盐城抗大五分校政治教员、 苏中大队政文主任

教员， 抗大九分校训练处副主任、 政治处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 他历任华中建设大学民政系副主

任、 孜科部副主任， 山东大学预科部主 任 、 教务

长， 山东财办党委教育部长兼工人学校 副 校 长 。

1949年随我军南下， 担任山东财办南下干部总队政

治部副主任， 上海财经接管会人半处副处长， 华东

财经学校副校长， 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串局教 育 处

处长， 华东军政委员会机关党委教育处处长。 1951

年1月． 上海财经学院划归华东财委领导，姚耐同

志任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 院长兼 党委书记。 1958

年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党委委员辣任经

济研究所所长。 十年动乱中，姚耐同志横遭迫害，

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保持了对党的忠诚，

顽强斗争。 1978年下半年，上海财经学院恢复重

建，姚耐同志继续出任党委书记兼院长，直至1984

年下半年离休。在这期间，他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常

委，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 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市哲

学仕会抖学联合会副主席、 中国出棋协会副土席。

姚耐同志入党后， 长）阴从书克的教育工作、 政

治［作和力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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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培养芍力面， 进行f 系列的探东和改，节。 克

的 I- Jrli一中个会后， 姚耐同忐作为学校的丸委书

记兼阮长在恢复、 王建」＿l旬财经学院的」飞中， 无

论是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师资和干部队伍建

设， 还是对全面落实党的政笫、 做好知识分子丁作

等方面， 都不辞辛房， 竭尽全力， 作出f币大贞

献。 孔此期同， 他又先厄发表『（（）j
广

［现匹化、 办

好高等教白）〉、 《从历丈经验看凶芹教fl〉〉、 (（从

历史经肣看凶等财经教育的改革〉〉等允义， 为他的

坚持理论联系头卧的办于总想又寸入『新的内容。

上悔财经学院的成长和发展是和姚耐同志的名字联

系在一起的。

姚耐同志作为一名经济学家， 他几十年如一

日， 不辞劳累地在经济即论 “ 园地” 上耕耘， 从甘IJ

取得许多研究成果。 1959年， 姚耐同忐担任1徇社

会科学院副阮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 亲自组织了两

个经济调查组， 分别到农村和工厂进行调查， 在大

量经济调查的基础上， 他先后在1959年 4 月召开的

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上， 作了《谈价值规律调节生

产 的作用〉〉的发言，在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

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价值规律在经济建设中 的作用的

专论，撰写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 规律的作

用〉〉的专著，还主持编写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

义部分）〉〉的教材， 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

价位规律的研究作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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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逻辑的要求。因此，《分析〉〉 一书构建的分析框架是比较科学的，结构严谨，逻辑自然，层次清晰．
与那种 “拼盘式”的结构体系相比，（（分析〉〉 的分析框架本身就表明其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巳进入 一个更高
的 层次，对产业政

、

策各方面问题的理解巳达到融汇贯通的境界。因为一种较好的结构体系的形成，其本身
就是理论研究的 一种质变的新飞跃。

(2)较深入地对产业政策各方面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在目前产业政策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是就政策论政策，缺乏 “ 标准” 分析，二是停留于浅层次上的政策分析，低水平重复．«分析）） 一书对
产业政策各方面问题的研究，立足于经济理论的 “标准 ” 分析， 并将其研究推进到较深层次。例如，作者
深刻揭示了产业政策形成的基本逻辑，深入分析了产业政策的政策属性，并以此为依据确立其在整个经济

政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及其与其 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方式。又如，作者把产业政策模式区分为管理型和协
调型两种范式，对它们的决定、内在机理及其功效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产业政策模式转换的思路， 并
对不同政策模式下的政策目标设定、政策工具选择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总之，（（分析〉〉 一 书对
产业政策各方面间题的研究都是比较深入的，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分析力度，不是停留在 一般认识水平上
的泛泛而谈。

8)以科学的态度对产业政策的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见解。（（分析〉〉 一书在对产业政策进行
全面系统理论分析中，不仅视野开阔，广纳博引，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反映了作者在资料收弅和整理上
下了很大功夫， 对国内外的有关理论及其历史发展比较熟悉，而且能够站在较高的角度上对各种观点予以
分析评论，并善千独立地有创见地阐述自己的科学见解。几乎在全书的每 一章，都可以看到不少创新见
解。例如，作者在深入剖析日本学者提出的 “收入弹性基准” 和 “生产率上升率基准 ” 的内在矛盾及其政
策失效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产业结构政策选择基准的新假说，即增
长后劲基准，短缺替代弹性基准和瓶颈效应基准。又如， 作者 在分析产业政策效应时，定义了正常偏差与
非正常偏差，并从空间与时间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效应的整体性偏差和结构性偏差，这就为进行实证分析
提供了新的标准和分析工具。更有价值的是， （（分析〉〉 中提出的许多精辟的新见解，均有其充分立论，有
力的论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 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给人以较大的启发。

总之，（（分析〉〉 一 书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外产业政策理论系统研究的空白，对于产业政策理论研
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当然， 由于产业政策经济理论的研究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且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在这
一领域的研究，特别是系统经济理论研究尚 很薄弱，因此《分析〉〉 一书对某些观点的阐述亦显不足， 一些
概括和概念尚有不确切之处，望作者能在此成果的基础上， 继续努力，为填补这项空白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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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封二） 了上万字的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论
纲，深化和发展了他以前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
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得到会议很大关
注和重视。他发表的 （（关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八
个问题）〉获得了上海经济学会的优秀论文奖。

姚耐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 一生，战斗的—生，
他忠于党， 忠于人民，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

高等财经教育、 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枢
心沥血，鞠躬尽瘁。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姚耐
同志-贯认真学习和坚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他
忠于党的事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对工作
认真负责 ＇，， 兢兢业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衷
心拥护和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衫、方针、． 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 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他赁视自我的党性修养和锻炼，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团结同志一起工作。他作风正派，坚持
原则，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廉洁奉公，任劳任
怨，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
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他为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贡
献了自己的一生，不愧为 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党的
好干部。

姚耐同志的逝世， 是我们学校的一大损失， 是
财经教育和经济理论界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学习和
发扬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化悲痛为力怪， 加
倍地学习和工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而共同奋斗。

姚耐同志女息吧！

橇耐同志治丧委员会

199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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