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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陈豹隐先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传播者、《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中文版的首译者。陈豹

隐先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的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对经济生活准则和认识在今天仍具有启迪意义。

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者，需要学界给予认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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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陈豹隐经济思想研究

钱 津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陈豹隐（1886-1960），原名陈启修，字惺农，笔名勺水、罗

江，四川中江人。为了彰显陈豹隐先生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

义传播史中的重要历史地位，2013 年 5 月 5 日在四川省成都

市，西南财经大学举办了《陈豹隐全集》出版发行及陈豹隐铜

像揭幕仪式暨陈豹隐学术成就研讨会。全国各地以及西南财

经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人员约 400 人出席了此

次研讨会，陈豹隐先生的部分直系亲属也莅临会议。《陈豹隐

全集》序言指出：“作为经济学家的陈豹隐，1914 年即以翻译

小林丑三郎的《财政学提要》而初露锋芒，1924 年出版了中国

最早的自著财政学教科书《财政学总论》。1929 年和 1930 年，

他进一步翻译出版了《经济学大纲》（河上肇）和《资本论》第

一卷第一分册（此为《资本论》的首个中译本）。其后，他致力

于构建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先后出版了《经济现象的体

系》《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经济学讲话》等专著。抗战期

间，他积极关注战时经济问题，主编和合著了《经济恐慌下的

日本》《抗战建国纲领浅说》《战时财政新论》等。”陈豹隐先生

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者，更是需要现

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给予认真研究的一位卓越的民国时

期的经济学者。

一、倾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

在民国时期，陈豹隐先生最为重要的工作是传播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他翻译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是最早

的中文版本《资本论》。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的历

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1929—1930 年，陈豹隐先生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

册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入了最低潮的时期。中国最早传

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已惨遭军阀杀害。有很多的地下革命

组织被破坏，有许多人背叛了革命。朱德、毛泽东等人在井冈

山地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异常艰险。同一时期，中国

共产党的党内盛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瞿秋白的调

和主义路线以及各种各样的右倾投降主义。并且，这一时期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遥控和不切实际的硬性指导，也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造成了几乎是灭顶之灾的损失，

将中国许许多多的进步人士和经济学者拖向了思想迷惘和

人生苦闷的万丈深渊。然而，面对这一切，“作为经济学家的

陈豹隐，翻译出版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和马克思的《资

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是《资本论》

的首个中文译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史中具有重要

意义。而且，这是在极端艰难的历史时期完成的一个伟大的

创举。”淤

在陈豹隐先生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之

后，“潘冬舟又陆续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北

平东亚书局，1932 年 8 月，即《资本论》第一卷第 2、3 篇）和

《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分册（北平东亚书局，1933 年 1 月，即

《资本论》第一卷第 4 篇），与陈译本构成一个系列。”于虽然在

今天看来，陈豹隐先生对于《资本论》的翻译并不是单独的一

个系列的成果，但是，在革命低潮时期的 1930 年，《资本论》

第一卷第一分册的首个中文译本的出版，对于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具有带动以

后的翻译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的重大历史意义。

在这之后，陈豹隐先生“1930 年重返北大，曾参与‘第三

党’（农工党前身）筹建和冯玉祥泰山讲学。抗战期间，历任第

一至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 年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

长。”盂在解放前的民国时期，不论是走到哪里，陈豹隐先生都

是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为恶劣的社会环境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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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个人的工作变动而改变。

除了在课堂上，陈豹隐先生宣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多

地表现在他的著作之中。举例来说，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

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学说，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

石和创造，陈豹隐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

剩余价值论思想直接写进了他的主要著作中。比如，关于劳

动价值论，他是这样认为的：“马克思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

时间的学说是把价值的大小多少的问题说明了，并且很有

理由的，很正确地解决了，而在过去的各种学说中，却没有

一种学说能够把这种问题完全解决，就是正统派的劳动价

值论，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事实上只有马克思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的学说，才能够把各方面的问题解决，也只有

马克思的学说才能担负和完成这个使命，当然也就是只有马

克思这种学说才是对的；所以只有这种学说才是唯一合乎科

学的学说。”榆

关于剩余价值论，陈豹隐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研究

了货币的资本化、关于劳动的价值及劳动力的价值的论争、

资本的种类和本质、剩余价值的种类等基础问题。陈豹隐先

生指出：“在马克思以前，未有人说过剩余价值，只有马克思

才找出剩余价值。”虞同马克思一样，他在著作中也明确认为：

“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于有一种特殊商品即劳动力，它的使

用价值可以产生价值，可以生产比劳动力的原价值更大的价

值的缘故。所以剩余价值不是在流通之中产生的，也不是在

流通之外产生的。这话从表面看来是矛盾的，其实不是，因为

若单买劳动力而不使它行生产的劳动，则不发生作用，若是

不买劳动力，没有流通方式，则更无剩余价值之可言，然而买

的时候却是流通作用，使它行生产的劳动的时候，却又是生

产的作用，故说剩余价值的产生又在流通之内，又不在流通

之内。简单说，就是在买劳动力之后，而使其活动时，就产生

剩余价值，因为买来的活的商品，自己能有作用，所以能产生

剩余价值。所以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说讲来，不

必要买贱卖贵，不必要行欺诈骗，剩余价值就自然能从劳动

力的买卖和使用中产生。”愚

二、《经济现象的体系》对经济与经济学

的认识

陈豹隐先生撰写的《经济现象的体系》于 1929 年 6 月由

上海乐群书店出版发行。该书在首次出版发行两个月后即再

版，可见其当年的影响和市场的欢迎程度。1932 年，陈豹隐先

生的这部经济学著作又发行了第三版。据当年刊载在《乐群

月刊》上的该书广告讲：“凡读过《经济学大纲》的对陈先生当

然有认识了。本书是陈先生在北大主讲时的讲义，加以修订

补充，体系明晰，行文流利，为初研究经济学者不可缺的良

书。据著者说，在未读《经济学大纲》之前，当先读这部《经济

现象的体系》，由此可知本书的价值了。”舆在此，将不对陈豹

隐先生的这部经济学著作给予全面的研究，而只就陈豹隐先

生在这部著作中关于经济与经济学的认识作以粗浅的分析。

什么是经济呢？陈豹隐先生认为：“人类关于经济上的无

价值的东西所行的种种活动的进程，叫做非经济的物质生

活。人类关于经济上的有价值的东西所行的种种活动的进

程，叫做经济生活。经济就是经济生活的缩短语。”余今天看

来，陈豹隐先生这样解释“经济”一词，似乎没有说的很明白，

但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妥。可是相比现在的通常说法：“经济指

的是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指社会物质生

产、流通、交换等活动。经济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与政治

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一样，是构建人类社会并维系人类社

会运行的必要条件。其具体含义随语言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大

到一国的国民经济，小到一家的收入支出，有时候用来表示财

政状态，有时候又会用去表示生产状态。”俞陈豹隐先生的认

识还是有独到之义的。对于这方面的认识，在现代经济学的

基础理论创新中，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不过，在这方

面，陈豹隐先生对于经济生活准则的认识在今天仍具有启迪

意义。他说：“人类的行动大半是有目的意识的，不比其他的

动物纯受本能和冲动的支配，所以，人类的经济生活是照着

特定的准则在特定的轨道上进行着的。人类经济生活上主要

的准则有两个：第一是最小劳费的准则。详细说，就是‘想以

最小的劳费，获得最大的效果（或享受）’的准则。这是人类具

有高度的目的意识那件事的当然的结果，也是大家在人类社

会里面天天经验着实行着的事实。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谁

也愿意走捷径，谁也不会花顶贵的价钱买顶坏的物品的。第

二是欲望平等的准则，详细说，就是‘人类种种的欲望在一方

面虽不能同时都使其满足，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也不会常常

满足一种欲望，倒会在满足了一种欲望之后，更求满足别种

欲望，结局，使种种欲望顺着强弱的顺序暂次给以满足，使它

们之间得着一种平均’的准则。这里所说的欲望，自然是说经

济生活上的欲望，如像吃饭，穿衣，住房子之类。这些经济的欲

望虽然都是根据人类的天性而来的，但是，因为生活资料的生

产的数量是有一定限制的，所以谁也不能够把所有的欲望同时

令其满足。人类在满足这些欲望时，都是从最强的欲望入手，

满足了一种最强的之后，再挨次满足次强的，一直推下去。这

种准则的根本原因，也在人类固有的生理和心理上面。”逾

什么是经济学呢？陈豹隐先生认为：“经济学是一种研究

人类与人类在经济生活上的关系的学问”。輥輯訛在此认识的前提

下，陈豹隐先生批驳了两种对于经济学的错误认识。第一种

的批驳是，“说经济学是关于经济生活的学问。”陈豹隐先生

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经济生活是无数的

生产行为，消费行为，分配行为及交换行为等等东西组织而

成的，而这种种行为在实际上都含有（一）人类对财货的关系

和（二）人类对人类的关系两种关系在内，只有其中的第二种

关系，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题目）。”第二种的批驳

是，“说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学问”。輥輰訛陈豹隐先生认为：“这种

说法也是错的。诚然，因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和人类在经济

生活上的关系的学问的缘故，如果懂得了这种关系之后，也

可以利用它去发财致富，但是，决不能够因此就说经济学是

致富的学问。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只是说明人

类和人类在经济生活上的关系，一旦明白了这种关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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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 ·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双月刊） 圆园14 年第 5 期

也可以拿它做全人类或全国民的利用厚生之具，也可以拿它

去决定政治上及社会上的实际斗争的方向，也可以拿它去做

一个人的发财致富的指针，也可以拿去供那种压迫私人经济

发展的社会政策之用，它的用处是很宽的，决不能够限于其

中的一种。”輥輱訛现在看来，陈豹隐先生关于经济学的认识是比

较深刻的。显然，陈豹隐先生批驳的两种关于经济学的定义

都是不准确的或是说很片面的，但是，实际上，直到现在，即

直到 21 世纪之初，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界中，也还存在类似的

认识。因而，在这方面，陈豹隐先生对于经济学的认识不仅是

超前的，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非常值得当今的中国经

济学人认真地学习，同时也值得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给予专

题性的学术讨论和研究。

三、《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对公经

营的分析

1931 年 9 月，北平好望书店出版了陈豹隐先生的专著

《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这部著作在陈豹隐先生一生的著

作中占据重要地位。据当年刊登出的广告称：“目前中国，一

般关于经济学原理的课本，都是写了一些空洞抽象的零碎知

识，没有实际而系统的叙述。这部书是陈先生继《经济现象的

体系》之后而作的，可以说是他的补充篇。不过，《经济现象的

体系》一书，目的在供给一般经济学上的初步知识；本书的目

的，则在供给专攻经济学者的参考资料，内容重剖析于观察，

其周密与正确，均臻上乘，允为大学教科与参考之善本。”

此外，当年也有书评称：“本书系陈氏在学校所授的讲义，所

说的道理都是深入浅出，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先有后，何者为

根本何者为枝叶———本书的最大好处还有：就是在每讲之

末，把中国经济问题加入讨论”。輥輲訛关于陈豹隐先生的这本著

作的研究，恐怕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就目前的情

况看，陈豹隐先生的这部著作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是先

生关于“公经营”概念的阐述。

那么什么是公经营呢？在《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中，

陈豹隐先生特别明确指出：“这是也不以利润为目的，也不以

仅能维持其经营的存在的实费收入为目的的经营，如像公营

道路，救贫事业，警察事业等等，就是明例。这种公经营，在法

律上又叫做公营造物。”輥輳訛而对于公经营，陈豹隐先生又从中

区分出公营业和公企业。他认为公营业“是不以利润为目的，

只以实费收入为目的，用手数料或使用料的形式，取得一种

收入的经营，如像邮电事业，国家发行银行事业，公营教育事

业，国营铁路业，国营水利事业等等，就是明例。公营业在法

律上又叫做公经济或公益事业。”輥輴訛而对于公企业，陈豹隐先

生认为：“这是纯然以利润为目的的经营，如像公营电气煤气

事业，矿业，国营铁工业，国营陶瓷工业，国营船业，国营农场

山林，国营烟草工业等等，就是明例。”輥輵訛对于这一问题，陈豹

隐先生还给予明确地说：“公经营，公营业和公企业的区别，

固然原是一种经营目的上的区别，所以它们的内容是随着经

济目的而有变动的，如像国有铁路事业，往往在初开办时只

是一种公营业，到后来经济发达时却会变成公企业之类，就

是明例。”輥輶訛从今天经济学的研究进展来看，陈豹隐先生当年

对于公经营，公营业和公企业的区分，还是有一些不太清楚

的地方。但是，考虑到当年中国经济学起步研究时的状况，还

有就是至今在中国经济学界仍然不懂公经营，公营业和公企

业的区别，更进一步将公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混淆，所以说，当

年陈豹隐先生对于公经营，公营业和公企业的区别和研究已

经是相当的难能可贵了。

从今天的研究角度来认识，在关于公营业和公企业方

面，陈豹隐先生的著述中对于这一领域的经济特征的概括是

值得借鉴的。他的阐述是：“公营业和公企业，如果和普通的

营业并普通的企业比较起来，就可以有下面八个特色：（一）

营业或企业单位范围，大抵经了法律上的确定和保障，所以

大抵都带有强度的独占性质，不容别人竞争；（二）新创设时

的费用及维持的费用，大抵是从租税或公债的方面来的，换

句话说，是归多数人民的强制负担的，所以它的事业基础特

别巩固，少受市况变动的影响；（三）经营的方法大抵都受着

特种规程的保护；（四）在金融方面，大抵都受着公的金融机

关的特别融通；（五）在负担方面，比起普通的营业或企业，大

抵都免除着租税的负担；（六）在补助费的领受上，贩卖关系

上及定货关系上都大抵享受着一种特别的优先权；（七）在管

理制度上，大抵都有偏向法律的管理，即不求有功，先求无过

式的管理，换句话说，就是大抵不按照经济学上的原则；（八）

在从业员的待遇上，往往因受法律规定所限的缘故，发生不

公平的倾向。”輥輷訛就这八个方面的概括来讲，陈豹隐先生当年

特别强调了公营业和公企业在市场中的特殊性。

四、《经济学讲话》的导言研究

1933 年 11 月，陈豹隐先生在北平好望书店出版了《经济

学讲话》一书。随后，1934 年 8 月这部著作再版发行。到了

1937 年 11 月，《经济学讲话》已经是出版发行第三版了，又名

《订正经济学讲话》。对于这部著作，当年的《关声》杂志“书报

介绍”栏目发表文章称：“本书篇幅虽多（共一千零五页，约五

十余万言），惟文体浅近，凡经济学上的难题，如价值论，货币

论等都很平易地解释出来；且内容丰富，包罗经济学上各重

要的问题，无论哪一派的经济学说也都一一加以叙述并加以

正确的批评———中间第一第二篇的分量比其他各篇多些，因

为著者认为这两篇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第一篇绪论需要特

别精读，才能抓住经济学的正确概念。”輦輮訛而陈豹隐先生自己

认为，《经济学讲话》一书，“长江后浪推前浪，学海新波盖旧

波！此书已过时，只有第一篇第三章和第四章尚可略供参考。

请阅者原谅！”輦輯訛现在看来，著者这样讲也并非都是谦词，书中

有些讲话确实基本上也就是阐述当年经济学界的各种流派

说法，虽不是属于人云亦云，但也很难辩明某个问题，其中有

的问题如价值论时至今日也未取得一致意见。在此，区区小

文不是对陈豹隐先生的这部著作能够作出全面的研究和评

价的。这部著作的历史功绩是不可否认的。从初步的研究来

讲，这部著作的导言写的很有特色，值得重温和思考。所以，

在本文中，拟仅就它的导言作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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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讲话》的导言一共讲到了四个问题。下面，就一

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行分析。

1. 讲习目标问题。陈豹隐先生说，讲习经济学有三个目

标。第一个是主要目标。他认为：“经济学的主要的目标是什

么？自然不消说，是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构造及其发展

的法则。”輦輰訛陈豹隐先生的这种认识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思想相一致的，表明了陈豹隐先生的研究立场。陈豹隐先生

认为讲习经济学的第二个目标是次要的，他认为：“次要的目

标是要站在一定的立场，批评现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种种

变动及其过程上的斗争，换句话说，要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

上来批评现今的经济现象及社会运动。”輦輱訛由此看来，前后的

逻辑是一致的，陈豹隐先生讲的讲习经济学的次要目标是要

服从主要目标的。对于第三个讲习目标，陈豹隐先生认为是

附带的，他说：“附带的目标是要说明某种非资本经济的构

造，即封建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构造和发展法则的要

点。”輦輲訛就此而言，按这三个目标的讲习，毫无疑问，陈豹隐先

生是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者。

2. 讲习顺序问题。陈豹隐先生说：“我对于这个问题，抱

着如下的见解：我以为马克思所著之《资本论》的叙述顺序，

大体上看来虽是很妥当的，不过，为讲义上的便利计，在小

的地方自然不妨加以变动。所以我们现在的讲话也要随我

们的中国人目前状况的需要，把《资本论》那种顺序，略加变

动，但大体是从价值论讲起，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消灭

为止。”輦輳訛这表明，陈豹隐先生的这部《经济学讲话》的讲习顺

序基本上同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相一致的，只是在个别的

小的地方可能有所不同。

3. 讲习方法问题。《经济学讲话》五十多万字，应当怎样

学习呢？陈豹隐先生认为：“在讲习方法上，我们不能不特别

注意。不用说，讲者固然没有深的学问，习者也未必都有充分

准备，而理论（如像价值论和地租论）又当然是很深奥的，非

一时所能了解，所以要按顺序做详尽的说明，在经验上是很

难有好结果的。因此，所以我想最完善的办法，就是我以提

纲挈领和批判的方法，把上述顺序中的最要之点口授诸君，

诸君则务于整理笔记之外，努力参阅他书，以期深造，这样

才有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輦輴訛仅就这里讲到的学习方法而言，

陈豹隐先生讲的讲习方法在当时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创新

性的。

4. 参考书问题。陈豹隐先生为读者阅读他的这部经济学

著作，列了 4 本必要的参考书，分别是：拉比托斯等著《政治

经济学教程》、河上肇著《经济学大纲》、施复亮译的《资本论

大纲》、陈豹隐先生自己的《经济学原理十讲》。陈豹隐先生认

为：“以上四种参考书，诸君能于讲义之外完全读之，在一学

年间的成绩，就算不错了；自然谈不到获得什么高深的学理，

不过总算打了一点根基。在今日，就我个人的意见说，姑且不

要乱翻乱读，因为书市中实在很多观点错误之书，那些书，等

待有了根基的知识后，再去研读，因为到那时，自然就不致

被引入歧途了。”輦輵訛除此之外，陈豹隐先生还列了3 本次要的

参考书，分别是：高桥龟吉著《实用经济学》、中译本教材《基

德经济学》、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由此可以看出，

陈豹隐先生对于指导学生阅读参考书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

五、陈豹隐经济思想的总体特征

在民国时期，陈豹隐先生是卓越的作出重大贡献的经济

学者。同时，他还有专著《新政治学》和《现代国际政治讲话》，

并提出了“八权宪法论”，他还先后创作了戏剧集《齐东恨》

《恋爱舞台》和小说集《酱色的心》，翻译出版了《新的历史戏

曲集》《白鼻福尔摩斯》《日本新写实派代表杰作集》《高尔基

的回忆琐记》及大量单篇小说、诗歌和文论。但说到底，才华

横溢的陈豹隐先生一生的主要成就还是在经济学的研究上。

通过以上对陈豹隐先生的著作进行的初步研究和对于陈豹

隐先生其他经济学著作的了解，可以说，在民国时期，陈豹隐

先生的经济思想具有两大特点。

1. 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者，又介绍和讲授了

当时的其他经济学派的学说。他的《经济学讲话》，基本上

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特别是讲到了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还讲到了马克思的平均利润

论。但是，同时他还介绍了其他方面的经济学学说，这不仅

在他的著作中是体现的，而且还体现在他对教学参考书的

选择上。

2. 他致力于构建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又特别关注

现实重大问题研究。陈豹隐先生的基本著作都是研究经济学

基本理论的，从他的《经济现象的体系》《经济学原理十讲（上

册）》《经济学讲话》等专著中都可以确认这一点。但同时，他

又是一位关心重大现实问题的学者。比如：抗战期间，他积极

关注战时经济问题，主编和合著了《经济恐慌下的日本》《抗

战建国纲领浅说》《战时财政新论》等一系列的著作。

注释：

淤盂榆虞愚輦輯訛輦輰訛輦輱訛輦輲訛輦輳訛輦輴訛輦輵訛《陈豹隐全集》第一卷 1，西
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 页，第 2 页，第 229 页，第

562 页，第 563 页，第 3 页，第 6 页，第 7 页，第 7 页，第 9 页，

第 11-12 页，第 18 页。

于《陈豹隐全集》第二卷 2，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版，第 1 页。

舆《乐群月刊》第二卷，1929 年第 9 期，书后广告页。

余逾輥輯訛輥輰訛輥輳訛輥輴訛輥輵訛輥輶訛輥輷訛《陈豹隐全集》第一卷 2，西南财经

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 页，第 7-8 页，第 12 页，第 13-14
页，第 216 页，第 216 页，第 216 页，第 216 页，第 217 页。

俞百度百科：《经济》，http://baike.baidu.com。

輥輱訛章友江：《比较宪法》，北平好望书店 1933 年版，书后广

告页。

輥輲訛谭辅：《一本可读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十讲

（上册）〉》，《中国新书月报》第二卷，1932 年第 4、5 期。

輦輮訛《书报介绍：经济学讲话》，《关声》第四卷，193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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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Thought Research of Chen Baoyi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Qian Ji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r. Chen Baoyin is an important disseminator of Marxist economics,
and the translator of volume one of "das kapital" Chinese version. Mr. Chen Baoyin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economics in China, his rule of economic life and cognition in today still have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He was a great Marxist economics, need to be researched by academic circles ser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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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三个品质，第一是学习，第二是胸怀，第三是分享。首先，

他指出企业家对待学习的态度应由以下三句话来概括：学习

很重要，学习需要有谦虚的态度，应具有终生学习的理念。张

健君副教授引用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例子说明古今中外的成

功领导者都十分善于学习。同时，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与改

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引入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

中心，面对激烈的竞争想要生存下去就要不断学习。在学习

时要保持谦虚的态度，在学习新事物之前首先要承认自己的

不足，日新月异的时代需要企业家不断摒弃旧观念，接受新

观念，只有保持谦虚的态度才能拥有开放的思想。同时，与时

俱进还要求企业家保持终生学习的态度，跟进技术的进步，

发现新生代员工身上的合理性，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其次，

张健君副教授认为成功的企业家需要拥有宽广的胸怀。他以

朱元璋与李世民的对比为例，阐释了胸怀与事业成功的关

系。胸怀是容忍事物多样性的能力，不以单一的标准衡量所

有人，这样才能实现岗位与人才最契合的匹配。最后，张健君

副教授补充认为，分享也是一个领导者成功的必要品质，懂

得分享的企业家才能将事业做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田一可研究

员则以岳飞和南皮的一家企业尹家云亮香油坊为例，分析了

厚道与厚黑的企业伦理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他指出，

岳飞的失败不仅是因为皇上的昏庸与奸臣当道，而是其自身

不懂得为人处世之道所致，“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做人应当

适当地“示弱，装穷，犯傻，露怯”，才能在与他人和领导打交

道的过程中成功。另外他以尹家云亮香油坊靠让利而得到了

市场最终取得成功的案例为例，结合戈尔巴乔夫的宵禁政策

逼高酗酒闹事数量的失败经历，指出做企业最重要的是思维

方式的创新，没有绝对的成功之道，当“厚道”盛行时，“厚黑”

的企业能够谋取更高的利润，而市场风气崇尚“厚黑”时，“厚

道”的企业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山东寿光日报社总编辑桑爱梅女士则从媒体的角度与

会场听众分享了寿光能够成为全国蔬菜基地所具有的独特

发展模式，并展示了城乡一体的“寿光模式”能够为社会带来

的好处以及随之而来的经验和思考。寿光走的“农民致富”道

路，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寿光整体的精神生活水

平也在提高，已经成为全国报纸发行量最高的县域。她指出，

寿光的发展模式的特点首先是寿光将传统的零散市场集合为

一个集中的蔬菜批发市场，全国的蔬菜集合到寿光再分流到

全国各地，是全国蔬菜的物流集散地，也是绿色通道的起源

地。同时寿光还重视蔬菜种植技术的发展和种业的发展，每年

在寿光举办的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是中国农业界的硅谷，为

中国农业乃至世界农业提供前沿的农业技术。最后她指出，

寿光的发展模式为全国的县域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提供了

经验，同时也为企业找到新的增长点和产业链提供了机会。

在本届论坛的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钱津研究员与北

京大学经济学院张辉副教授向大会致闭幕词并做总结发言。

钱津研究员对整个会议的内容进行了精炼的概括，高度评价

了各位主讲人的观点。张辉副教授长则对各位莅临的嘉宾和

支持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各位同行与前辈表达了最衷心

的感谢，并指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进入

新的窗口期时，北京大学举办此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有利

于我们加深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关注，强化对中国经济现实

的认识，对于更好地把握新阶段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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