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董瑞华  

董瑞华，男，1943年9月生，江苏吴县人，大学本科，经济学教授。1962年---1967年毕

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先后在内蒙古乌海市，江西大学政治系、经济系，上海市教卫党校

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现任职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行政学部，教授。 

社会学术兼职：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秘书长，全国党（干）校系统《资本

论》暨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会理事，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常务理事。 

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20多年，现在本校计划内班次开设：《公共经济学导论》、《公共财政理论与

实践等》课程。曾讲授《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经典著作选读》、《“资本论”研究》、《管理

学》、《社会主义宏观管理学》、给硕士研究生开设《公共经济学》等课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

调控》、《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与运行机制创新》等专题讲座。编写与出版教材10多本，曾获得江西大学与中

央党校函授学院教学优秀奖。 

曾完成国务院委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1999年度、2002年度校级课题。近期正主持国家“十一.五”社

科规划课题（2005年）和2005年度校级课题。撰写、主编、参编著作30本。其中《经济学说方法论》（著1,

中国经济出版社）再版4次，印刷万余。在《江西大学学报》、《江西社会科学》、《当代财经》、《探索与

争鸣》、《上海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学术月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管理世

界》、《中国改革》、《经济学动态》、《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文汇报》、《解放

日报》、《读者导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被《新华文摘》转摘两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文

摘》转载若干篇，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摘两篇，有4篇论文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科研成果曾荣获

江西省，江西大学，上海市，上海市社联，上海市经济学会，全国党校系统和上海市党校系统的科研奖。 

崇尚的治学格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                   的人，才有

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自撰治学格言：科学研究与名利无缘。 

联系电话：（021）64363041—81017（O） 

电子信箱：dongruihua-81017@hotmail.com 

  

教学及教学研究情况： 

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20多年，现在本校计划内班次开设：公共经济学导论、公共财政理论与实践等

课程。曾经讲授“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经典著作选读”、“《资本论》研究”、“管理学”、“社会主



义宏观管理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课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政府经

济职能转变与运行机制创新”等专题讲座。 

教材编写与出版情况：曾参与编写《管理学概论》（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概论》（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讲座》（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过

渡型市场经济概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国有资产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与难点问题》（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国公共行政管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获奖情况： 

曾获得江西大学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教学优秀奖，江西省，江西大学，上海市，上海市社联，上海市经济

学会，全国党校系统、上海市党校系统的科研奖。 

  

科研情况 

1）主持完成和承担的主要课题： 

近期正主持国家社科规划课题“马克思《资本论》手稿及其在当代的实践与发展”（2005年）。曾完成

国务院委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中央和大城市政府应急机制和管理结构研究”（2004年）；“国有企业职工

下岗分流和再就业问题调查”（1998年），调查报告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4期》。“上海市国有大中型

企业扭亏问题调查”（1995），调查报告发表于《管理世界》第3期，上海《党政论坛》，子报告“立足调整、

多种经营、闯出新路—上海第二棉纺厂调查”发表于《中国改革》杂志；“深化国有控股公司改革的调

查”（1997），调查报告发表于《上海经济研究》。 

2）主要著述及社会影响： 

撰写、主编、参编的著作有：《经济学说方法论》（著1,中国经济出版社；再版4次，印刷万余本）、

《国有企业扭亏与再生》（）、《世界各国期货市场》、《经济学方法通览》、《<资本论>与市场经济》、

《<资本论>第四卷研究》、《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市场经济纵横》、《过渡型市场经济概论》、《<资本

论>研究与两个根本性转变》等30本。 

曾在《江西大学学报》、《江西社会科学》、《当代财经》、《探索与争鸣》、《上海经济研究》、《中

国人民大学学报》、《学术月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管理世界》、《中国改革》、《经济学动

态》、《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文汇报》、《解放日报》、《读者导报》等报刊上发

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新技术革命研究指南”、“论非追加投资型扩大再生

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波动发展和对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市场经济

模式的比较与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两个‘错位’和重新‘定位’——论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职

能”、“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等118篇论文，其中被《新华文摘》转摘两篇，被《中国人民

大学报刊文摘》转载若干篇，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摘两篇，有4篇论文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主要研究方向和主要学术观点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学。在江西大学从事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与《资本论》创作史研究十几年，后又

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在上海市委党校除了继续从事《资本论》等研究外，还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的研究，侧重于宏观方面，近几年从事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学术观点：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

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

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

到。”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力量，在于它对现存社会的经济关系及其历史

  



 

趋势提供正确的认识，而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千古不变的“真理”。 

（2）应该重视对《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自从《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一百多年来，其经典巨著的不朽价值久而弥

珍。这部著作的创作是以科学的研究现实的方法和科学的思维逻辑作为基础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在具体运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具体方法。这部巨著的全部叙述过程、分析过程、全部结

论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人类社会必然向共产主义发展等一系列基本思想都同《资本论》的方法有着密切的

联系。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已指出了这一点。《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和它的方法是不

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应该重视其方法论的研究。最近，党中央要求我们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等，今天研究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理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才能高瞻远瞩，才能深入问题的本质，理论研

究才有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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