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8 年第 9 期  总第 324 期 

中心办公室                    2018 年 2 月 27 日 

中心学者畅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蓬勃发展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下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论断，是立足

当下时间节点对过去工作的总结以及未来中国发展的展望。在新时代之

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体系构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形

成以及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当前时代形势

下，中心众多专家、学者、研究院对此进行了有益探讨，畅谈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蓬勃发展。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面，中心资深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在《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

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着重研究生产力的社会层面，包括怎样更

好地发挥生产力诸要素及其在技术层面相结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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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探索中，中心首席专

家顾海良教授在《“一论二史”：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学理

依循》中提出，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两条主线，形成“一论

二史”的系统化经济学说。 

中心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路径》中，明确区分了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

形态和社会有机体三大范畴，提出以社会有机体为主线进行理论体系构建

的思路。 

中心理事、首席专家张宇教授在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提出制度、运行、发展和开放四位一体的体系结构设想。 

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不懈探索，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全新的时代境界，同时也为认识

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提供了深刻启示。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

法的特殊性；二是基本国情、基本实践的特殊性。其世界性也包括两重含

义。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中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

值追求，具有世界范围的理论一般性；二是可以开展对别国经济理论的比

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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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首席专家何自力教授在《经济停滞常态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典型

特征》中提出，西方经济发展停滞的常态化，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与一般性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差别；坚持党的领导、公有制为主体、更好地

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民族性特点。 

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推动政治经济学发展 

  在解决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具体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实践经

验的提炼和总结。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直面重大

经济现实问题，才能推动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中心学术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教授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

化规律及其政策取向》中提出，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根本

出路是形成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

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支撑，以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

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为动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已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

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洪银兴教授在《以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丰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提出，创新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由主要依

靠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更要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 

关于如何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心理事长、中国人民大

学校长刘伟教授在《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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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政治经济学》中提出，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推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

机结合的重要着力点，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公平要求和市场经济的效率要求

的结合。 

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家勇在《科学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

中认为，不能把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一个良好运转的

经济体，政府与市场在结构变迁、技术进步、收入分配、生活质量提升等

诸多领域，都是相互支撑、彼此借力、协同发力的。 

2017 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一年。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炼和总结了五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为研究以新发展理

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明了方向。中

心将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着力研究，联合攻关，力争取

得理论创新的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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