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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经济学家》编辑部
（《经济学家》编辑部，四川 成都 610074)

编者按：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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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我国经济理论

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为此，我们邀请了国内部分经济学专家进行笔谈，现将有关内容予以刊

载，以飨读者。

新发展理念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
顾海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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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意义上，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成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指向和学术方向。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成功地体现了“系统化

的经济学说”的意蕴。五大发展理念，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破解发

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中心线

索。同时，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方面构成的新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

得的感性认识的理性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进展，也是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跃升。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

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这里讲的“术语的革命”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密切联系的，是区

别经济学不同范式的重要根据。因此，“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

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

的。”②马克思认为的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形成的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工资等“崭新的因素”③，实际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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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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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是马克思经济学范畴的“术语的革命”集中体现，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标志，也是马克思经济学

范式的基本要素和主要根据。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既有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如交换价值、货

币、资本等，也有原始创新性的“术语的革命”，如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等。对“术

语的革命”在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托马斯·库恩在《必要的张力》中也认可，“科学革命”指的就是“某些

科学术语发生意义变革的事件”①。

新发展理念正是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变化为根据，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发展问题作出的新的探索，其中“术语的革命”既有批判继承性的也有原始创新性的。创新发展

理念，强调培育发展新动力，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框架，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

引领型发展等观点，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②的核心思想，彰显

了马克思提出的“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

万分的革命家”③论断，以及“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

的革命”④思想的当代意义，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创新理论的新境界。协调发展理

念，强调“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

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⑤，是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

换过程也真正成为人与自然“调节”发展的“自觉”过程思想⑥，也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统

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的新的阐释，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协调发展理论的视界。绿色发展

理念，集中体现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⑦，强调“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

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

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⑧的重要

思想，突出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系列观点，是对恩格斯关于我们

“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

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

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⑨思想的新的遵循，是对世纪之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探索的

凝练，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方向。开放发展理念，强调开创对外开

放新格局，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的开放新格局等观点，是

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新的概括，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关于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升华。共享发展理念，重在树立“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强调共建共享相统一，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不断

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等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基本经

济规律理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的阐续，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开放理论视野的重要拓展。

①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页。
②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3页。
⑤“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

精神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⑦“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

精神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
⑧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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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具有显著的总体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

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由

此而实现的“术语的革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于发展实践的理论和学说的提炼和总

结，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

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起始于并集中体现于“术语的革命”。高度重视

政治经济学中原始创新性的“术语的革命”，正确辨明政治经济学中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是推

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

系发展的基础工程和重要标识。

构建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
洪银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创

新成果。社会主义实践、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经济全球化都在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

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是从研究对象开始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经典的经济

学科，其研究对象在创立时就是明确的。由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起着决定性作用。因

此以《资本论》为代表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以生产关系为对象。面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

间的社会基本矛盾，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应该说学术界

对此是基本认可的。而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面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面临着的一系列经济问题，需要

在基本理论上取得突破。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由改革开放的实践

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需要突破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是研究对象问题.

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也会研究生产力，但一直处于被联系的地

位，即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主要限于生产关

系的研究，而不把生产力作为对象。不仅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长期

都是回避对生产力的研究，只是限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实践证明，只是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不研究生

产力，政治经济学就难以科学地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最终把自己边缘化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研究对象不同，任务也不

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在其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客观规律。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任务

就不同了。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①其依据是社会主

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是其生产力水平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的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特

别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相对落

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制约性是生产力落后，而不是生产关系的落后。基于我国进入社会

主义社会时，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①分别引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和1852—1858年《经济学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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