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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写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出版之际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键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与读者

见面,这不仅将极大地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而且也将极大地推动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

运用、发展和创新,无论是对于我国的理论建设还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

意义。本文结合学好用好《马克  

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着重谈谈对加强学习,致力创新,建设中国化

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体会。  

  一、学习文集,把握原理,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理论创新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老一代革命家几十年前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

验作出的科学论断。在过去的革命和建设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功,在今天新

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理论创新,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作为一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经过新中国成立

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努力,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国民经济较长时期内快速增长;经济体制经

历了计划经济的曲折探索和改革,有序地实现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

建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开始向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转变,在国际经济复杂动荡的背景下,我国国民经

济基本保持着协调健康发展;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一个曾经封闭、半封闭的中国大步走向世界,发挥着日

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对世界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要影响。  

 

  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面临的问题几乎层出不穷,例如环境问题、气候问题、资源问题、

“三农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的不断创新。马克思

主义提供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鲜明立场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

质。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从成功走向新

的更大的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积我国几十年革命建设之经验,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识,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

一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被僵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被教条式理解了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被

有人进行了错误理解、附加了错误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不断丰富和创新、为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发

展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经过几十年探索,集十几亿人民智慧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为指导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二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针对特

定条件提出的个别结论,而是从整体上理解的包括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用以指导现代化建设和理论创新,前提是学好马克思主义。所谓学

好,就是要精读马列经典著作,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在学习的问题上

有两种倾向需要克服:一种是不下功夫读经典著作而满足于二手材料,因而不能很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

的精髓,一到应用时,要么断章取义,要么实用主义;另一种是不下功夫理解经典作家思想的精神实质,而是

满足于某些个别论断,一到应用时往往脱离实际,陷于教条。  

 

  文集的出版,为我们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和新的契机。与过去已经编译出

版的马列经典著作相比,文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紧密联系实践和时代的发展,既保持了

经典著作内容的完整,又选文精当、重点突出,既有利于读者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又有利于读者把握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我们应当抓住文集出版的契机,认真学习经典著作,很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  

 

  二、学习文集,注重应用,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

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崭新而丰富的实践。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文化体制改革和中国特色文

化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变,在开放中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等等,所

有这些都是马克思未曾见到的实践。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丰富的源泉,我们

应该抓住机遇,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紧密联系亿万人民从事的伟大事业,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在实践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

理论品质。我们要深入研究并身体力行实践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把思想认识从一些不合

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学习

文集要注重应用,要尽可能地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发现

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吸取新营养。实践没有止境,认识和创新也没有止境,要不断总结实践新经验,准确

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经济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往往伴随着百家争鸣和理论的大繁荣大发展。我们

赶上了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时代。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解放思想,深入实际,致力创新,取得了巨大成绩,但

也存在深入实践不够、思想解放不够等不足。今天我们学习文集,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应

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投身生动活泼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出更多更好的理论成果,为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更大贡献,为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学习文集,不断探索,建设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集中选入了几乎全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最重要的经

 



济学经典著作,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今天学习这些经典著作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

务,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以培养成千上万的现代化建设

人才,并指导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简称中国经济学。中国化时

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就是

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代化就是将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时代主题、时代特征和发展的时代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时代化的实质,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而不是教条,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科学

而不是僵化的、保守的、封闭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目的,就是要从中国和时代

的实际出发,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创新、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建设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历

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对这些特殊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只靠别国的经济

理论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同时还因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成千上万的经济理论人才和经济建设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要熟悉世界其他国

家的经济理论,更要熟悉中国的实际和反映中国实际的经济理论,对这些人才的造就和培养也需要建设

中国自己的经济学。  

 

  如果说以上讲的是建设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必要性,那么由以下因素所决定,建设中

国经济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可能。一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最丰富生动的实

践,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营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二是

中国经济理论的进展,诸如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和宏观调控

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等等,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展现了广阔的前景;三是

中国经济学将是开放的经济学,吸收别国研究取得的积极成果也将拓宽中国经济学的视野,丰富中国经

济学的内容,使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意识,走向世界,在比较鉴别、借鉴吸收中得以迅速发

展。  

 

建设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努力去做好。第一,要明确建设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目的,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要把为最广大人民

群众谋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应该成为经济学

的神圣使命和责任。第二,要妥善处理从本国实际出发和借鉴别国经验的关系,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

和知识的多元化。建设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

发,下苦功夫向实践学习。必须深入实际,不断发现、研究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行全局性、前瞻

性、战略性的研究,总结实践经验,从中抽象出能够揭示规律性的理论,以作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的知识来源应该多元化,一切有用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知识都可以作为我国经济学

理论的借鉴,要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也包括发展中国家

的理论。第三,要加强科学研究。要树立精品意识,多出高质量的成果,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

迫切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经济学的迫切需要。第四,要加强队伍建设,要努力培养既熟知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并能运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中国经济学的建设、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又熟知西方经济

理论的人才,造就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理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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