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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以马克思的经济学为核心和理论源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个内涵广泛的开放体

系，包括了伴随着新的社会实践而不断发展和成熟的一系列以社会主义为实践基础，以创新理

论体系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应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说和思

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不但要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源头即马克思的经济

学的研究，坚持其理论主旨,而且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

思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学这些时行于中国经济学界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和

界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内涵广泛但又约定俗成的范畴。它的广泛内涵首先体现在与马克思的经

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概念

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时候似乎是它们的泛指,有时候则各自有其明确的内容,因此,这些概念

之间关系的界定在不同学者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马克思的经济学相对比较明确,就是指马克思本

人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论著为范围、以《资本论》为主体的学说体系。恩格斯对于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三卷做了大量工作。马、恩的经济学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某些差

异,将其区分开来并不是很困难。除了那些忽视马克思本人经济学基本理论、逻辑体系和根本结论的一

致性,而试图从恩格斯只言片语的论断来歪曲马克思、曲解恩格斯的学者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

是具有明确范围和内容的经济学说。  

  大多数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通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长期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会影响人

们的这种判断,似乎只有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由于其来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具有理论体系上的相对稳定性,主要是以马克

思的《资本论》为主体,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补充,其他人的理论很少羼杂在其中。只是联系到

资本主义现实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时,才加入一部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新特点的内容。政治经济学

的社会主义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随着原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的剧变和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所取代。然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构成部分,不能用以取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错,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但也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差异。这就使得以讲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

为内容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面临巨大的挑战。问题的关键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

着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在诸如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

义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等重大问题上,缺乏逻辑与理论一致性的难题。在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中,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并不必然要求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逻辑完全一致。这种难题其实



 

是忽略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差异的结果,有的学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在马克思的

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划等号,有的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是理论认识上的一种偏离。其实,二者是一种源和流的

关系。  

  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和理论源头,是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说体系;而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的系列科学成果以及社

会主义经济实践最新成果在内的经济理论总称。前者以个人独立的体系和明确的理论内容为特点,后者

以“主义”为特征,是包括赞成这个主义旗帜的一系列其他人的科学成果的总称。所以,以马克思的经济学

为核心和理论源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个内涵广泛的开放体系,包括了在“主义”旗帜下伴随着新的社

会实践而不断发展和成熟的一系列以社会主义为实践基础,以创新理论体系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也应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说和思想。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归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的对

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发展和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经

济学,但社会主义经济学并不能涵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社

会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高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既不能只开设政治经济

学资本主义部分,而不开设社会主义部分,也不应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取代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但中国经济学因

为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具有理论体系上的独立性。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创新有着极其明确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

导,又要立足于中国现实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特点。所以,讲中国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将马克思的经济学拓展得越来越深远和广阔的过程,这恰恰说明了构成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核心和理论源头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力之所在,也证明了以马克思的经济学为核心和理论

源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个开放的体系,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的

经济科学,是科学而不是教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涵广泛还体现在它本身的多层次性上。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凡是以马克思主

义的经济学说和思想为研究内容或以其为源头的经济理论,都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般意义上,可

以赞成西方经济学权威辞典《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的定义:我们所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以卡尔·马克思(KarlMarx)的著作作为方法论和理论基础的后来的那些经济学家

的研究成果(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严格

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立场、观点、

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经济学。它的约定俗成则表现在当今中

国凡是以马克思的经济学为指导,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都可称作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研究。其实,这种约定俗成的朴素认识所反映的,恰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开放体系、

拓展体系、实践体系的一般特征。有理论源头、有实践发展、虽有不同见解但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方法和社会主义的范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研究是以马克思的经济学为理论源头,以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为理论传

承,以中国经济实践为基础和研究对象,以社会主义为制度目标的经济理论研究。这就和单纯的马克思

的经济学研究或者《资本论》研究有了重大差别。例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有一本《论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纪明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其实准确地应译做《论马克思的经济学》。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

及中国经济学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已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任

何历史和理论都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国家和个人一样都是在一定理念的鼓舞下奔向既定的目标,如逆

水行舟,不进则退,挑战和危机无处不在。个人一旦放弃理念的坚持和发展,就会前功尽弃、无所适从;国

家的理念一旦停滞和动摇,就会国无宁日,政怠人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服务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经世济邦的学问,它的理论主旨和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导理念是一致的,并为当今中国社

会主义社会主导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性支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源头是西方的,但

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是中国化的经济思想。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不但要

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源头即马克思的经济学的研究,坚持其理论主旨;而且要正确把握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学这些时行于

中国经济学界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和界限。(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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