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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史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要建立在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研
究的基础之上。 

实事求是指导思想的确立使研究现代经济史有了可能 

邓小平的“秉笔直书” 

如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何总结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怎样转变成
单一计划经济的？怎样评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如何概括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
中国经济改革有哪些教训？ 

经济制度创新的改革目标使历史评价有了准绳 

苏联的经验，八大的以苏为鉴 

制度 任何新的经济因素，必须能引起制度的改革，它才能持续发展。大量的、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新的经济因素，不仅需要一般的经济制度(如商法、税法、租佃、雇佣等)的改革，

还需要有体制的和constitutional的革新来保证它，它才能持续发展。这种革新，需要创始
集团和社会群体两种力量，才能实现。 

一般说，制度的良窳决定经济的盛衰，制度的革新保证经济的革命性转变。非经济因素 经
济史研究中要充分考虑非经济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在某些范围内，政府具有决定
作用。过去总想打倒封建政府，如果同西方比，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正面作用要大于
负面作用。 

资本、股票、证券、股份制等经济范畴在回避多年之后引入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内
容。 

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开拓了经济史研究的眼界 

方法的改进：制度比较的研究方式，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运用，计量实证方式的运用尝试。
吴承明先生对此曾指出：只有把各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对经济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
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发展经济学的方法、区
域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乃至系统论的方法等等，都在选择之列。 

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 

体制改革问题企业改革问题、政府改革问题、发展民营经济问题、金融改革问题、社会保
障体制改革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等，经济发展问题。包括比较优势、工业化、城
市化、劳动力转移、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农村问题，等等。微观经济问题。包括相对价
格、资源配置、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管理、行业规制、要素市场、反垄断，等等，都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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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宏观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总需求、总供给、货币政策、财政政
策、失业率变动（但体制改革引起的“下岗”问题不属于宏观经济问题）、进口、出口需
求、增长率波动，等等。国际经济问题。如国际收支平衡、外汇制度、资本流动，等等。

（参见樊纲：《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及其他》2000年09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 

方法的改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与
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对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实证分析方法、数学分析方法和结构分析方法等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文化间
辩证关系即同一中有差异，差异中建立同一，形成互补互动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互相
依赖，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
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走向了世界 

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迅速而持久的发展，国外学界也日益重视对中国经济史的
研究，以此寻找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历史根源。美国、法国、英国、日本、荷兰、澳大利
亚等国的许多著名学府及研究院都有知名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中一些学者作出了

重要的成就，在国际上博得了很高的声誉。例如美国亚洲学会现任主席曼素珊（Susan 
Mann）教授就是著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实际上，在过去50年中担任过美国亚洲学会
主席这一亚洲研究方面最高学术职位的学者中，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专家占了最大的比

例）。在汇集了法国文理各学科精英的法国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的50位院士中，

唯一一位专业与中国有关的学者魏丕信（Pierre－EtinneWill）教授也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

近来还出现了像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

（AngusMaddison）那样顶尖级的西方经济学家转向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情况。在改革开放
以前，由于中外学者在研究上彼此隔绝，中外学术交流不畅。改革开放打破了这种相互隔
绝的状况，中外学者密切交流，相互了解，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逐渐缩小，研究的兴

趣和视角也逐渐接近。（2000年05月19日《光明日报》载文张小也访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李伯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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