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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学家发现遗传新规律 

·我省召开转方式调结构推

动科学发展现场观摩交流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部署

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 

·我科学家首次发现量子反

常霍尔效应 

·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制

度创新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推进改革 

·公民道德教育如何具体

化？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推进法

治国家建设 

赛晓序同志简历

  山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赛晓序，女，1963年7月24日出生，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

士，硕士生导师。 

198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政治系，获教育学学士；2000年毕业于山东大

学国政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近几年，先后开设《政治经济学》、《证

券学》、《经济体制转轨比较》、《货币银行学》等课程。近五年，在

《文史哲》、《东岳论丛》、《理论探讨》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多

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参编教材7部；参加国家课题2项，主持、参

加省级课题4项。2001-2002年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项，省教育厅三等奖1项。2001-

2003年，连续三年获“山东师大优秀教学奖”。 

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从理论禁区到现实实践》，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文史

哲》2000.1。该论文于2001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

三等奖。 

  主要内容：在现实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基于以下原因，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问题

长期没有解决：①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②特定的政治气候。③理论与实践的负反馈。④方法

论上的片面性。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最终为中国所解决，绝非偶然。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其次，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结合起来，是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

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实

践中对市场经济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最后，向市场经济转轨，顺应了历史潮流。 

  2、论文《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全国中文核心期刊《青年工作论

坛》，1999.4。该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11期全文转载。 

  主要内容：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破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之

谜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①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客观分

析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必要性。②以解放思想为契机，邓小平科学解决了社会主

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这一历史难题。③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邓小平深刻揭示了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及其积极作用。④基于对计划与市场优劣的具体分析，邓小平正确解答了我国

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问题。⑤准确把握时代的潮流，邓小平从对外开放的角度进一

步阐析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合理性。 

  3、论文《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关系辨析》，《济南大学学报》1999.4，人大复印资料《社会

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10期全文转载。 

  主要内容；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关系问题上，长期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要么把二者看作是

此消彼长的关系，要么不承认或极力回避两种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对立是由于它们分

别属于不同性质的经济；而两者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②相互支持，相

互促进。③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4、论文：《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差异之透析》，全国中文核心期刊《齐鲁学刊》

2003.4。 

  主要内容：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有两条改革路径可供选择：一是激

进改革，二是渐进改革。对于不同改革路径之间的差异，人们往往只是从改革速度快慢的角度去



理解。然而，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差别不仅是广泛的，而且是深刻的，从改革的方式、方法，

到改革的性质、目标，都各不相同。全方位地透视和对比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二者的差别主要

体现在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步骤问题、改革的“速率”问题、改革的局部和整体问题、改革中的

“破”与“立”问题、改革的过渡性制度安排问题、改革中的双轨制问题、改革中的试验与设计

问题、改革中的收益分配问题、改革的性质和目标问题等九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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