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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历史根基 滋养中国气派的经济学
参加编写《新中国70年》的几点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

天的智慧。”由中宣部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新中国70年》近日出版发行。该书记述了

1949年10月至2019年10月这70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为学习和研究新中国史增添了一部新的著作，而且

对于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下面我们就从作者和经济工作的角度，谈几点体会。

　　从历史角度深入认识经济问题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新中国70年》作为一部通史，完整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的来龙去脉。全书紧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记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形

成和完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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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分为探索篇、改革篇和强国篇。探索篇讲述了新中国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

立计划经济体制，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从而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巩固了国防安全，推动各项事业全面起

步，使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实现了“站起来”。改革篇讲述了新中国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单一公

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调动各种积极性，推动中国经济

实现增长的奇迹，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体上实现了“富起来”。强国篇讲述了新中国如何适应和引领

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阅读《新中国70年》，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而且可以看到这些成就背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如何引领中国经济一次又一次闯过激流险滩，又是如何在探索中不断自我扬弃、自我完善。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既毫不动摇地坚持基本制度，又与时俱进地突破旧有教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新中国70年》

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变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从而既坚定

“四个自信”，又不墨守成规，真正做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同时，《新中国70年》也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类问题的性质。新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

子薄、发展非常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大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就必然要在这

期间里集中面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等问题。然而，这些集中发生的问题却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

有的问题是中国特有的，像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些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如城乡二元经济问题；有些问

题则是各国普遍性的，如收入分配差距。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有的问题是中短期性质的，如绝对贫困；有的问题

则是长期性质的，如资源短缺、环境保护。而所有问题，几乎都可溯流而上，在历史中找到其源头。《新中国70

年》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出处，纵览全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正在攻坚的问

题、随时代新生的问题。而历史地看待各类问题，则有助于针对其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统筹制定政策

体系，既坚定久久为功、打持久战的战略定力，又增强当机立断、打歼灭战的改革魄力。

　　从全局高度深刻把握经济问题

　　《新中国70年》全景记录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各项事

业。其中，经济建设作为主线，与各项事业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在书中得到了清晰呈现。

　　探索篇介绍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为保证国防安全和加快生产力发展，而确立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

的工业化战略，并为此实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保证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为适应上述生产方式的变化，在

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上述工业化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尽管有不少

失误和发展曲折，但是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同时也为各领域的全面进步和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改革篇介

绍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明确了社会主义本质

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确立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推动经济建设一马当先，

各项事业万马奔腾，综合国力蒸蒸日上。强国篇介绍了新中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历史性突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着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历史征程。

　　《新中国70年》将经济建设置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全局中予以记录，对于我们当下的经济研究和实践具有借

鉴意义。

　　一方面，全面了解新中国史可以避免认识的孤立性和片面性。经济研究有时容易出现抛开政治、文化、社会

等非经济因素，就经济谈经济的倾向，因此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由此得出的结论往往偏离事实。例如，若仅

从经济学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似乎应该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但只有综合考虑当时的国防、

外交等客观条件之后，才能真正理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意义。再如，对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研究，若仅从

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出发，则容易认为该体制效率低下；但当时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一心为公的集体主义价值追



求，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制度运行的道德风险，使得新中国得以有效利用这一制度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

系。可见，只有全面地了解历史，才能更准确地理解经济。

　　另一方面，全面了解新中国史有助于更科学地制定经济政策。在过去的实践中，我们既出现过偏离经济建设

这一中心的失误，也出现过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问题。只有把经济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予

以考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中心的重要地位，也才能全面认识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

科学制定经济政策。同时通过学习历史，也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运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观察问题，尤其是随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向往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的美好生活，世界也面临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建设更需统筹兼顾，与其他各领域相辅相成。系统学习新中国史，无疑有助于培养这种统筹

兼顾的能力。

　　从中国国情出发科学构建经济理论

　　产生于西方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如果以亚当·斯密的《国

富论》为开端，已经240多年了，应该说发展至今天，已经可以比较好地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被绝大多数

国家的经济学界所接受，也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用来认识和分析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和方法。

　　但是，这个产生和成熟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却不能很好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如何在国际经济学界确立我们的话语体系，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

中国智慧，就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以至于产生这样一种奇特景象：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

发展最快、最活跃的经济体，保持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但是对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其政府与

市场关系，却缺乏为世界所普遍接受的经济学解释。这无论对于中国经济实践，还是对于经济学理论研究，都是

一种缺憾。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脱节的现象，是因为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去甚远。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政府的作用相对较小；而企业的行为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较为接

近，所以基于理性人假设所构建的经济学模型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较为相似，解释力也相应较强。即使如此，经

济学理论还是无法完全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在预测和指导实践方面更是捉襟见肘。

　　新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为的政府、规

模庞大的公有制经济等因素大大加快了赶超的速度，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石。但这一制度目

前还无法完全抽象成理论模型。这就导致西方经济理论只能少部分解释中国经济问题，遑论预测未来和指导实

践。

　　新中国的历史证明，许多西方经济理论所无法模拟的“非经济因素”，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

优势，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毋庸讳言，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仍然需要完善，例如，如何使公有制

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得益彰，如何科学地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如何兼顾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等问题，都需

要更加深入地探索。但是，深化改革不能放弃制度优势而一味追求与理论模型相契合，那无异于削足适履；而是

应当使理论构建符合我们在成功实践中总结的基本经验。

　　这就意味着，要构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首先要深入了解新中国经济史。而经济作为各

项事业中的一项，又必须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去理解。因此，系统学习新中国史就应成为构

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条件。正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时所说：“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

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而实际上马克思的研究从来不限于经济史，而是整个人类的全部历史。经济

学在诞生之初即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本就包罗万象，尤其重视历史研究，只是在后来的演变中才部

分走上了公式化的套路。如今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应回归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向历史汲取养

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70年》对经济学理论研究亦当有所裨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

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者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而加强新中国史学习，必将为经济工作提供深厚的滋养。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闫琪）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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