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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与前沿问题研讨会在京召开

增强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现实关怀意识

2013-3-19 13:58:42  来源：2013年3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3月7日，201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与前沿问题研讨会在京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史学会中

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兰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

所长武力出席研讨会并致辞。 

  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西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

家学者总结了2012年度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并对201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了展望。 

  学者认为，2012年度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集中于与现实经济问题相关的方方面面，如经济改革和发展、民生、收入分

配、社会保障、财政、金融、投资等等。展望201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学者表示，应增强问题意识、现实关怀意识、前沿意

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论述、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和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进一步从

经济史的视角展开对中国道路的研究。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围绕2012年度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特点和前沿、经济史研究对象的界定等事关经济史研究整体情况的

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志凯分析说，2012年度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具有两个时代里程点，即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

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已实施20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促使人们回顾与反思十六大以来中国的经济历程。

她认为，面对这两个里程点，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在坚持基础学科建设的同时，密切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理论观点

和学术思想，围绕时代热点进行了诸多专题研究，研究的内容与当前中国整体发展格局有很大关系。“总体看，中国现代经济史

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前沿意识强烈，研究人员将学术发展与社会进步有机结合的思维取向突出，对相关主体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的意愿更加重视。” 

  而有关经济史研究对象的界定，当前学界讨论见解纷呈。对此，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郑有贵说，经济史研究对

象的界定与研究重点、理论方法、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写作结构等相关，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包括经济制度史、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史、政治经济史、社会经济史、国民经济史等。这主要是缘于学科发展阶段不同，学科视角及研究问题侧重不同，研究范式

和话语体系不同，以及研究机构各自有所侧重。他认为，要想科学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史研究对象上，还需要在注

重非经济因素和视角、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史、构建新的话语体系等方面做出努力。 

  此外，会上学者还从研究内容、方法、视野等诸多方面对新中国“三农”史、新中国商业流通业史、中国当代金融史、对外

经济关系史等相关专题进行了梳理。从中可以看出，2012年度中国现代经济史不同专题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现状。有的出现了新变

化，成绩喜人，例如，新中国“三农”史研究主题多样化、对象多元化、视野多层次化、手段越来越丰富；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



究视角比较新，研究领域也有所拓展。而新中国商业流通业史、对外经济关系史、中国当代金融史等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改革

开放至今，对其改革开放前的研究不仅成果数量相对较少，研究深度也有待进一步加强。（记者张凤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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