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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评估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现

状，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势，是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正视政治经济学遇到的挑战 

 
  近些年来，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得到

了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政治经济学也面临着严峻

挑战，主要是：（1）高校中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在减少。许多学校管理类学科
已不再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专业核心课程，有的学校甚至经济学门类的专业也不开

设政治经济学。（2）政治经济学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在减弱，许多大学生对政治

经济学的学习兴趣远不如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高。（3）由于教育背景、知识
结构的变化，教师中不少人对西方经济理论和方法比较熟悉，而对政治经济学的

理论和方法则不够熟悉，因而对西方经济学的偏好甚于对政治经济学的偏好。面

对这样的状况，有人感到忧虑、不安，希望采取措施扭转这种趋势；有人则认为

这是正常现象，趋势不可逆转。 

 
  实事求是地分析政治经济学面临挑战的原因 

 
  政治经济学面临挑战的原因，有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也有政治经济学学科

本身的问题。 

 
  从国际国内大环境看，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社会主义出现曲折，有人对马
克思主义能不能指导社会主义走向胜利产生疑问，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也产生

疑问。这样的社会思潮，对高校大学生不可能不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直接结果

就是降低了大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情。 

 
  从政治经济学本身看，尽管经济学界和广大教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推动了

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内容的创新，但这种创新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特别

是将理论创新转化为教学内容，更需要付出较大的努力。毋庸讳言，在一些高

校，由于种种原因，教材的水平、教师的水平与学生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教学

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经济理论的大量传入，使年轻的大学生有耳目一新的



感觉。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使

学生感到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知识和对经济现象分析的方法更具有

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这可能是部分大学生产生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腻烦和对西方

经济学感到新奇与渴望的直接原因。 

 
  坚定对政治经济学的信心 

 
  政治经济学遇到的问题具有两面的效应：一方面，它使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

传播遇到困难，降低了政治经济学的吸引力和对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另一方

面，它也为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压力、动力和机遇。前者是现象，后者是本

质。如果能够这样来认识问题，那么就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前景是乐

观的，要坚定对政治经济学的信心。为了支持这样的判断，可以做进一步的分

析。首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经济理论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

烈，这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其次，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的检验和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坦诚和实事求是，这为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再次，对西方经济学的传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

分，这为政治经济学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人类发展史表明，经济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是最可能通过百家争鸣而产生

出伟大理论和思想的时代。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日新月异，

经济理论探索空前活跃。在这样的伟大时代，政治经济学一定会同其他哲学社会

科学学科一起，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和发展。 

 
  把握发展的基本趋势，致力于推进改革创新 

 
  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关键是把握其发展的基本趋势，致力于推

进改革创新。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科的发展规律看，政治经济学能否

繁荣发展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能否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

理和方法；二是能否借鉴和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

分；三是能否解释我国生动活泼的经济社会实践，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

服务，这是最根本的一点。这三点既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也

是政治经济学改革创新的基本方向。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之所以必须如此，首

先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科学，同时也因为我国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历史的选择，是最基本的国情。坚持共产党

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当然包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对于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是并行不悖的，坚持是基础，创新是

根本，确切地说是必须以发展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实

践。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 

 
  借鉴和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西方经济学以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美好的永恒为前提，其基本假定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所以不

可能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但西方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许多

分析及其理论，包含有科学的成分；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运行的一些分析方法，

是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便捷可行。所以，借鉴和汲取这些科学的成

分和方法，为我所用，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是有益的。目前对西方

经济学的学习及引进，既有不够的方面，表现在对多种学派的理论全面介绍分析

不够，不少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知之甚少，由此导致不能有效地批判吸收；也有盲

目崇拜、照抄照搬的问题，表现为有些学者并未弄懂西方某种理论的针对性和假

定前提而随意应用，有的甚至以玩弄一些词句为时髦，这是害人害己害国的恶劣



学风。对这两种倾向，必须客观分析，正确引导，并予以纠正。 

 
  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坚持理论为实

践服务，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实用的科学，政治经济学能否保

持旺盛的生命力，归根结底在于它能否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指导实践的发展。

所以，无论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还是借鉴和

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都要从我国实际出发，与

我国的实践相结合，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我国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实践是史无前例的实践。伟大的实践会产生伟大的理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充分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在实践中创新，在服务中创新，政治经济

学一定会实现新的突破，成为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用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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