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学七十年发展历程回顾 

 

史晋川  叶建亮 

 

自经济学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济民”实用主义烙印

就始终伴随着其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的

发展总体上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完善

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这两大主题展开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学经历了不断的反思、发展、创新和丰富，努力朝着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方向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建设及新

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主线，

经济学在中国经历了一次大的发展。在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学界除了

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性质和经济成分外,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解读和全面学习引进苏联传统的政治经

济理论，来论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合理性、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

主体的经济制度和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在社会主

义改造完成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

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问题，同时也围绕着社会主义总路线、人

民公社和“大跃进”进行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经

济学全盘接受了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把苏联的经济学理论



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

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和

研究中被奉为圭臬，其他现代经济学理论均被视作“理论异端”加以

批判，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学进入了“苏联范式”全面主导的理论发展

阶段。 

 

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大跃进”受挫和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后

果的显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理论反思阶段。毛泽东同志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带头倡导重读马列经典，反对教条主义，检讨经济建设

中“左”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方针。以孙冶方、薛暮桥、卓炯等为代表

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在基本上未触及社会

主义全民与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深入探讨

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关系、不同所有制

及经济成分的关系、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及价值规律的

作用和按劳分配问题。孙冶方先生对价值规律的研究促进了人们对计

划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再认识；卓炯先生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条件下不同所有制的存在与商品交换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社会主义

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认识；薛暮桥先生对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研究，

发展出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加深了人们对

计划经济中社会再生产活动规律的认识。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研究，不仅初步地反思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实际运行中所暴

露出来的主要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僵化教条的“苏联范式”



政治经济学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经济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全面停滞和倒

退，经济学完全沦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附庸。在“极

左”思想路线支配下，除了宣传“一大二公”，按劳分配理论都被认

为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加以批判，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学教育完

全停摆。但是即便在这样严峻的社会环境下，仍有老一辈经济学家在

坚持对真理的探索，独立、系统和深入地思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

济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顾准先生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反思、许

涤新先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于光远先生对社会主义

生产目的和分配问题的研究等。这些经济学理论探索，为改革开放时

期的思想解放及经济理论的全面反思，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和部分

的理论储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不仅推动了我

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也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进入了一个

大发展的理论繁荣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指导下，服务经济建设中心，不断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大

胆借鉴、转变范式、勇于创新、积极探索，遵循本土化、规范化和国

际化的发展路径，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

现实问题开展了全方位探讨和深入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

主要是在经济学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

场经济等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经济总量“翻两番”等

经济发展重大战略问题，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中国经济学界在七

十年代末解放思想，突破禁锢，开展了价值规律问题的大讨论，带动

了经济学界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反思，极大地凝聚了改革开

放的共识。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开始把研究视野拓展到了对计

划经济体制先行探索改革的东欧各国，积极引进东欧经济学的研究成

果，学习东欧各国的改革理论和实践经验。中国经济学不断突破“苏

联范式”的束缚，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

系列的重要突破，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全国大专院

校经济学专业陆续恢复和创设，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为满足改革

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急切需要，大量引进消化和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理论

成果，一批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并借鉴和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理论

和分析方法的部门经济学的学科也不断地发展起来。 

 

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及改革全面推开的

背景下，八十年代中期召开的“莫干山会议”和“巴山轮会议”，成

为了中国经济学发展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两次重要会议。1984 年

的“莫干山会议”上，以中青年经济学家为主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就



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尤其是价格改革问题，进行

了全面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双轨制”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建议和

意见，打开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思路。1985 在重庆“巴山”号

邮轮上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则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会的国内外经济学家

通过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研究，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

式开展了深入的探讨，为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

导企业”提供了经济理论依据。八十年代中期后，在改革开放和经济

发展的实践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学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从改革开放

初学习东欧的经济理论和改革经验，到开始把把目光更多地直接投向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加快了学习借鉴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的

经济体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步伐。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不再仅局

限于探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部改革和完善，而是开始思考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和经济体制转型问题。更多学者在经

济研究中系统地学习和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数量

化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

战略问题开展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改革整

体协调推进方案、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乡镇企业

发展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与微观经济基础重塑、经济

增长与通货膨胀及价格体制改革等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大批非常

有价值的成果。这一时期中，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经济研究从注重理



论演绎的定性研究开始转向以现实问题为主的实证经验研究，经济研

究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的解释能力和指导作用大大增强，极大

地提升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开

放高潮，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中国经济学也进入了一

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中国经济学发展最重要的特征就是，

党和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扫

却了在经济学研究中“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羁绊，使得经济学家可

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大胆地学习和

借鉴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更为广泛深入地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中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等重大的理论问

题和实践问题。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

主题，在经济研究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体系建设

与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构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国有企业改革、

财政制度改革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涌

现了大量的优秀研究成果，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

同发展”及“两个毫不动摇”的写入《宪法》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力

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立与完善。这一时期，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经济开放

进程的加快，全球化和开放经济也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经济学更

加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安全问



题、开放经济中的国际产业分工和企业竞争力问题、对外贸易和对外

投资与招商引资问题等。这些经济研究成果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之后迅速形成开放经济的新格局，促进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的提

升，以及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地位，都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暴露，尤

其是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后，经济学界开始深入反思由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滞后和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模式发展带来的各种弊病，积极探

讨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

转向创新驱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

升级，通过高质量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以加快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等一系列经济发展中的重

大战略问题。同时，也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建设、区域的协

调发展、城市化和城乡统筹、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技术创新和转型

升级、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

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广泛和深入了研究。近年来，中

国经济学的研究围绕着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和

新的发展理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和经济

发展，，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此外，中国

经济学家结合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基本国情，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

济一体化中的新问题，对经济发展中的成果共享和公平性问题，对市



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制、市场准入和产业政策问题、金融改革和资本

市场发展、交通通讯水电气等公共事业治理等问题，也开展了大量的

研究，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学

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期。 

 

中国经济学七十年来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

蓬勃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

践，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路

线和政策，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得益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的改革和经济研究人才的培养，也得

益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积极开放、兼容并包及

与国际学术研究的接轨。 

 

展望中国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

代，在中国经济发展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同时，改革开放和经济

发展也进入攻坚期和转型期。如何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更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为中国经济学的进

一步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也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

时代要求，中国经济学正面临着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学

界正以昂首向上的姿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吸收现代经济学

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和先进的分析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



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丰富和增强中国经

济学在全球经济体系治理中的话语权，朝着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方向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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