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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的最大亮点是“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  管瑞龙 

 

   1、理论增长点的创新。 针对全球化、网络化背景下国际金融资本的新特点和

其对国家利益的深刻影响，卢荻教授的会议发言强调指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国

际金融资本的运动特征和趋势；左大培研究员不改一贯锐利的词锋，直白而雄辩

地解析了国际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追逐、获取剩余价值的本质和运作手法；不少

学者也指出，相比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涌现、国际金融资产价格不断膨胀的现

实形势发展，我国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许多薄弱点和不足，应当与

时俱进；在《资本论》教学研究方面具有多年经验和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杨志教授

信念坚定地认为，《资本论》中的许多重要论述可以为这一领域的创新提供了丰

富的源泉。 

2、理论批判的创新。 本次年会一改传统政治经济学会议对西方经济学的

“全面批判”方式。不是贴标签、扣帽子，用文革式的外部对定性审判来回应学

术挑战 ；而是从学理的层面，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深层解析，从理论内部进行批

判解构、对其辩证否定。其中余斌副教授通过举例实例，指出西方经济学研究文

献中经常出现的滥用、无用、假用数学的庸俗做法。学者们认为要在坚持和继承

马克思的方法、立场的同时，不排斥对西方经济学中许多有价值的方法和成果进

行吸收学习。其实，在与会的学者当中就有许多位是对西方经济学有深入研究的

海归，卢荻教授的会议论文就是新形势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典范。 

3、理论应用的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杨志教授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当前

重大实际问题相结合，实现二者的“大口径对接”，通过理论间的内在逻辑抓住

了循环经济与网络经济的结合点，预见性地（先验性地）提出二者之间的经济学

互动机理，并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与会期间发现“绿色风险资本集团”的世界前沿

性商业实践恰与自己的理论创见相互佐证，是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的又一次证

明。 

4、组织形式的创新。 本次会议打破了以往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领域

各自为政、甚至自说自话的局面。在共建理论研究对话、协作、分工、共进的全

国性学术平台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5、理论研究对象的创新。正如与会学者指出的，以“中国”冠于“政治经济

学”之前，在我国经济学科史上还是不多见的。这显示了中国政治经济学者独立

思索，力图揭示和解决中国经济所特有的矛盾的学术信心和勇气，旨在为我国经

济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方向指引和理论方案。     



6、有待创新的基本问题。对传统理论中一些意义重大的基础概念创新是破除

陈旧观念束缚的当务之急。例如，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信息网络经济条件下，

如何重新定义劳动？科技创新生产力与简单劳动的替代关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的动态演进？ 

    总之，这是一次创新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祝愿并有理由

相信它会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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