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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国经济显示出的
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正确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
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地位，既是在我国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形成的，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所要求的。它集中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 
   
    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就是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践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
生产力标准的观点、与时俱进的观点等，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 
   
    正确的立场或价值观。经济学具有科学和意识形态的二重性，总是或明或暗地反映着一定社会集团
或阶级的利益要求和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维护国家的利益，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特有的研究主题与理论框架。任何经济理论的发展都是以一定的现实为基础的，反映着人们对所处
时代的任务和所面临的问题的思考与解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中国经济学特有的研究主题与理论框架。它包括以下一些重要内容：关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理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理
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独立
自主的对外开放理论；等等。 
   
    有效的分析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认识经济世界的一种独立完整的分
析范式，它是由以下几个层次的基本内容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一是经济分析的一般原理，包括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
行为的原理，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的原理等。二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
的基本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利润平均化理论等，这些原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
市场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三是分析具体经济现象的理论，包括关于货币流通规律的理论、关于信用和
股份公司的理论、关于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理论等。四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包括个人自
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按劳分配理论等。这几个层次的方法或原理构成了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当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
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马克
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在这方面，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 
   
    如何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是关系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西方经济学有科学的一面。这种科学性和值得借鉴的地方主要表现在：第一， 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
支和各种流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一些规律，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经
济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关于货币金融的理论、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关于利率和汇率变动的理论、关于
产业组织的理论等。第二， 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许多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如边际分
析方法、统计和计量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实验的方法和博弈论等，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第三，西方经济学的各派理论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当时经济生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思考，
这些理论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和了解经济思想发展是有价值的。 
   
    不能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这是因为：第一，西方经济理论历来具有二重性，除了科学
的一面，它还有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在其基本理论中表
现得尤其明显，如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自由秩序原理等理论，都是直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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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理论虽然具有某些合理性，但在现实中能否被采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比如，
自由贸易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但在现实历史发展中，为了维护本国资本的利益，几乎所
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过贸易保护制度。第二，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不相同，势力此消彼长，
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可以照搬的理论。在这些理论中，不仅存在着所谓主流与非主流的对立，即使在主
流经济学内部也存在很大区别。例如，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就持批评态度。同为新自由
主义经济学，就存在着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坎南、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
派，以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等不同的派别。第三，西
方经济理论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为前提的，如果脱离开这
些前提，只从本本和教条出发，用抽象的概念和原则硬套丰富多彩的现实，则会产生危害性。 
   
    因此，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正确态度应当是：深入地加以研究，批判性地加以借鉴，有条件地加以运
用，吸收其合理的成分，摒弃其意识形态的因素。在研究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时候，决不能因为吸取
其中合理有用的成分而放弃自己完整的世界观、科学的批判精神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怎样看待标准化、国际化、规范化问题 
   
    怎样看待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的所谓标准化、国际化、规范化问题呢？我认为，应处理好以下几个
关系： 
   
    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过分强调个别性而否认普遍性，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过
分强调事物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而忽视特殊性和个别性，则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比如，工业化、市场化
和经济全球化是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面对的三个基本议题，但这三个普遍议题或规律在我国都面临着如
下一些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处于工
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中；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稀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地域辽阔且区域差异巨大。正是工业化、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形
成了我国特殊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离开我国的国情，我们显然不可能把握这一转型和发展模式的本
质与内在规律。 
   
    逻辑与历史的关系。西方主流经济学崇尚普遍性、一般性，特别重视抽象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工具运
用。运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理论，虽然在逻辑形式上看比较完美严密，但却是以脱离现实历史过程为代价
的，它抽掉了历史、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甚至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化成了抽象的数学问
题。 
   
    标准化与多元化的关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客观性和历史继承性，经济学教育也存在一些
共同的规律和经验。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我们需要确立一些关于经济学学习和教学的基本标
准或规范。但是，不能借标准化或规范化而否定理论和知识的多元化与自主性，从而束缚人们的手脚，
抑制人们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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