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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及教材体系建设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研讨会”笔谈

　　 ［编者按］　为了加快推动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受教育部教材局委托，中国

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在线举办 “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研讨会”（第５期），邀请

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 “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与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一主题

进行了深入研讨。发言嘉宾包括裴长洪、宋敏、范从来、黄少安、邱海平、安同良、周文、任保平、
李建军、臧旭恒 （按发言顺序排列），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

任陈彦斌主持。与会专家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内涵达成了初步共识，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具有特殊内涵的

历史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中国经济学的本质在于，对新中国成立７０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４０
多年来中国从落后国家建设成为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总结，并且用来指导中国建设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意义重大而且时机已经成

熟。在此，将与会专家的核心观点以笔谈的形式呈现，以飨读者。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及教科书编写

裴长洪

当前我国高等学 校 的 经 济 学 教 育 中，西 方 经 济 学 在 内 容 上 仍 然 是 大 头，且 存 在 盲 目 “国 际 化”
“与国际接轨”的现象，这种状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很不相称。这首先表现在西方经济学

教科书内容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经济学，目前

大学里起主导的经济学教科书内容，形成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凯恩斯

经济学理论的综合体，其所反映的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停留在２０世纪。２１世纪已经过去２０
年，今天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已经把人类的经济活动空间大大拓展，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产生

了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形成了数字平台和网络交易，催生了新的市场化的公共经济。而对这些新现

象、新经济的研究，都还没有成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其次表现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内容存在

明显的立场缺陷。从根本上说，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体现的立场导向是维护资本的统治，是为资本服

［作者简介］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１０２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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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的立场和基本的价值观与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显然是矛盾的，毫无保留和毫无分析地使用其教材的内容，不利于我国当代大学生世

界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再次表现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内容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性。西方经济学及其教

科书，是在总结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和学术，对２０世纪世界上一些发达经

济体的经济现象和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对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特殊

的发展中大国，其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长期使用这种教材，将会像列宁所批判的那样，“九分无用、
一分有害”，不利于大学生学习和认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发展，不利于满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对于

经济学知识积累的需要。这种状况亟须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管理，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破旧立新的

变革之中，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长期处于探索和不断深化认识之中，许多创

新性认识还不成熟、不系统，还需要不断取得共识，因此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滞后于实际需要是

可以理解的；在这个时期先引进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以满足教学需要并进行检验和识别也是必要

的权宜之计。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

制度均已比较成熟，总结和认识中国经济内在规律的实践依据已经基本具备。更重要的是，继毛泽东

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形成了若干阶段性发展理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揭示已经有了明确的思想理论指导，
这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系统化、成熟化和取得共识的根本保障。因此启动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

工作正当其时。编写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要求是：

１．要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特别是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总结新中国经济建设７０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中国经济在

各领域中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揭示发展进程中的基本规律性认识，不仅应能解释以往的发展现象

和经验，同时也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实践探索的理论指导。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能够比较深刻地

认识中国的国情及其经济发展的规律，并启发受教育者在中国自身的实践舞台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避免言必称希腊和眼高手低。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不苛求对其他国家的发展

实践具有同等的解释力，当然更不应是拿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义生搬硬套来解释中国的发展实践。能

够解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其理论意义的一般性必定寓于特殊性之中。

２．要有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支撑点。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支撑点，应当是由毛泽东、邓小

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或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提出的重大经济理论观点或重大经济理

念所组成。世人皆知，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领导人提出的理论观点和经

济理念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有的是对以往经济实践的认识和总结，有的是应对未来经济发展挑战的实

践指南。无一不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对实践的认识抽象性。对于经济理论研究来说，这是最珍贵的理

论研究的 “中间品”。这要比经济学研究者个人盲目地在浩如烟海的实践案例中抽象和提取最本质的

研究对象无疑具有最高的效率和最准确的命中率。因此对这些重大的经济理论观点、经济理念的研究

和学理阐释，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术的重要理论内涵。

３．学术范式要三统一。中国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和叙述逻辑应当是现代经济学理论逻辑、历史逻辑

和中国实践逻辑的三者统一。理论逻辑是指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当然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

它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实践的逻辑分析、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概念和学理认识；吸收它顺应贸易自由

化、经济全球化潮流的经济理念和治理要求；吸收它一些场景适合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使之成为中

国经济学的组成内容。历史逻辑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的相互关系，也包括对事物的认知和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实践逻辑是指党和国家权威性文献对中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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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事实的基本概括和解读。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的叙述方式应当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不仅要适应中国经

济发展和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变化和新需要，还要使受教育者知道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４．要有比较与鉴别。建立比较完整的中国经济学理论认识，还需要开展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评

价和鉴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转述、翻译或干脆直接引进大量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基本缺乏对它们

的评价和鉴别。许多对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解释力，但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这种特殊的发展中

大国缺乏解释力，对一些立场观点都明显错误的理论和教义现行教科书更缺乏鉴别和批驳。例如，对

于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内核———新自由主义和 “经济人”假设等经济学教义，长期以来缺乏有说服

力的批判。如果我们长期难以构建识别和评价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能力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那么我

们就难以实现理论自信。
编写中国经济学教科书应打破现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学科分类，而是主要根据目前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高校教学的实际需要。建议列入第一批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的有以

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中国公共经济学、中国金

融学、现代西方 经 济 学 评 介 （宏 观 微 观 合 并）、西 方 经 济 思 想 史 评 介、中 国 近 现 代 经 济 史 （１８４０—

１９４９）。
其理由是，经过４０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

立，需要有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描述它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以及揭示其制度和

体制运行的基本规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期盼。早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毛泽东向全国各级

干部发出了 《关于读书的建议》，推荐了斯大林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 《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两本书，并且提出要撰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理论观点，对中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

过之后，邓小平评价这个决定 “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

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① １９９２年，江泽民评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可见，如何把中国经济建设中被证明是正确的经济

理论观点上升为理论体系，成为具有学理意义的经济科学，是历代党的领导人的期盼和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有关的论述更多、更具体。他在２０１４年邀请经济学界专家座谈经济形

势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

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② 在２０１５年１１
月党的中央政治局第２８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

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③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习近平正式提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这一学科概念，他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

主线。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描述制度和体制的变革与完善，因此还不足以囊括社会

①

②

③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８３页。
《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参考报》２０１４年７月９日。

习近平：《立足我 国 国 情 和 发 展 实 践 发 展 当 代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人 民 日 报》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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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还需要有若干最主要领域经济理论的具体阐述加以补充。
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笼罩和指引下，还应当有一部专门描述和刻画新中国

７０多年经济发展的教科书，使之成为中国版的发展经济学。而中国开放型经济学则是一部专门叙述

和揭示中国渐进式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进程规律的书，从微观和宏观以及全球治理等主要方面展示

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基本理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教材建设是为了顺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需

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愈来愈需要发展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特别是２０２０年初发生的

新冠肺炎疫情，提醒我们以公共卫生和医疗防控为主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水平亟须提高，其社会

化再生产及其特定市场亟须完善，也更需要尽快将其理论认识引入高校课堂。中国金融体制和发展，
以及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都与西方的制度、体制、道路有极大差别，需要有相应的教科书向

我们的大学生普及这些知识，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至于对西方经济思想和现

代经济学的评介，也应当成为教科书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传统文明不缺乏治国理政的文化遗产，但

缺乏比较系统的经济学逻辑思考和学理辨识。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不得不先后从苏联和西方引进经济

学教科书。现在我们已经有７０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在实践基础上产生了大量经济理念和经济学观

点，对国外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完全有条件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如何为我所

用进行评价和介绍。
教材编写的组织方式，可以以一位知名专家牵头，并由其召集三四位助手，负责编写其中一本教

材。要在吸取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避免几十位知名专家凑集

一起写一本书，要么谁也不负责任，要么互不服气，难以达成共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且在高

等教育的社会科学领域，同一本教材出现几个版本和几个编写组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应当让它们相比

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形成一个由主管部门合理调控的 “教材市场”。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的生命

力不应直接靠行政命令来维持，而主要应当靠教师和学生的选择。当然，我们也要营造有利于让教师

和学生选择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的外部条件来支持它的成长。其中，教师的进修和培训是最重要的，在

这方面应当创造一些条件；同时应当废止目前有些高校中存在的不合理规定，例如，不在国际刊物上

发表论文或者不去国外 （主要是西方国家）进修一年就不能评职称。同样道理，对于现在高校中已经

存在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必急于替换和替代，也应当允许它们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取舍。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
经济学教材建设

任保平

教材是经济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和教学内容的载体，教材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

［作者简介］　任保平，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