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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长洪

内容提要：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主要有四部分：第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

济理论。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结合，从而产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命题，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

飞跃。第二，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规律的理论。它是提炼中国现在和未来经济发展规律

的理论，主要包括高质量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路径规律和国家战略、深化改革的新认

识、国民经济运筹与调控等。第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经

济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标志，提出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的基本判断，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

本认识和实践，以及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第四，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哲学

基础，即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全面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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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长洪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理论结晶，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它“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

人从未遇到过、西方经济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①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和骨干框架。

一、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理论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运用和创新

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全面深化改革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这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理论命题。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

和理论总结，也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所有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中，这个基本矛

盾是对抗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它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最终走向无产阶级

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

专政的建立，是社会经济变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政治前提和基础，并由此开辟了科学社会

主义实践发展的新历史，同时也开创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条件和新科学。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

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

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②因此，“我们要以生产力和

*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29，电子信箱：peichhcass739@163.com。本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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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9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5 页。

4



2024年第 2期

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

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

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①毛泽东的理论把

科学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融会贯通起来，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中国化时

代化。

邓小平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

济体制改革理论，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理论。2013 年 11 月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指出“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②习近

平在说明《决定》中专门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的经典论述，精辟地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依据。全面深化改革，

已经不完全局限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它已经扩大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是马克思主

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的完整运用和创新发展。

2.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怎样认识这个历史过程，它需要多长时间

以及它又区分为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时，由社会基本矛

盾反映出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又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因而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毛泽东很早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1958 年和 1959
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

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的实践依据和理论依据，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依据。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

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

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④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回答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一个时代性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要回答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党的八大总结了社会主义探索的初步经验后提出：“我们国

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

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⑤经

过新中国将近 70 年、改革开放将近 40 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怎样回答中国社会

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新的时代之问。2017 年 10 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⑥这也预示着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指明了历史方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①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0—131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 页、第 5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6 页。

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3 页。

⑤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341 页。

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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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2023 年 2 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

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①在这里，习近平把中

国式现代化理论归纳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

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②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又是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可见，理解和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需要从学理上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

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互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经济建设领域的

延伸和拓展。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理论也就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历史命题。第二个命题就是怎样建立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只有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才能沿着正确的历史方向行进，

党长期执政才有内在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逻辑首先应当是人的逻辑，而不是资本的逻辑。

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要求都突出“人”的地位，直接地、间

接地与人的福祉和发展有密切关联。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目标的人类解放的观点是相通

的。其次，发展生产力的规律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民为中

心，它的目标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以资本利益最大化

为中心，这导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现代化路径过程的不同。中国经济建设以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愿望为目标，并不单纯追求 GDP，它要建设的现代产业体系，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它要建设的现

代经济体系，是全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完善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原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不仅仅表现为生产力，它还要求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

层建筑。这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来源，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

图景。针对照搬西方标准认识现代化的错误观点，习近平说：“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

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③
4.国家治理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国家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1954 年宪法，确定了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

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随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④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第一

次中国化时代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提出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

对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性，1992 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

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⑤党的十四大提出：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

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把国家各项制度纳入社会主义国家学说，是马克思

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进一步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开创了马克思主

①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

报》2023 年 2 月 8 日。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53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23 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21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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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国家学说的新理论和新实践。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其实质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

本制度、重要制度”。①其中，基本制度指的就是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制度中有许多内容是经济活动

的规则和制度。可见，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研究范畴。因此，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等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既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也

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运用和延伸。习近平辩证地论述了两者的关系，他说，在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借鉴吸收了苏联的许多有益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把社会

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和增强了社会活力。②
5.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党的全

面领导引申到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领域、新课题。

党领导经济工作具有长期的历史依据。从实践逻辑来看，国家行政机关的动员力量和管辖范

围客观上有不少盲区和局限，而党的组织体系和思想体系具有更广泛的渗透性和动员力，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往往比行政命令更加有效。而且，各级政府自身的财政经济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

的矛盾也导致政府“错位”“越位”现象，客观上需要一个只服从国家整体利益需要的组织力量的纠

正机制。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理论

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政治和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

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③他在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论战中提出了“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

占首位”的著名论断，④并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毛泽东的著名论断是：“政治工作是

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⑤改革开放后的 1986 年，邓小平也强调，“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

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⑥而坚持党的领导则是讲政治的突出体现。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合法性，还在于党是全体中国人民和全民所有制资产的唯一代表，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全部资产中，党代表了全部资产中的最大份额，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和表决权。从制度层面上

说，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逻辑含义。

西方经济学不仅有自由市场经济学派，也有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经济学，两大学派在政府与

市场之间关系上的观点是对立的，但它们探讨二者之间关系的哲学观是一致的，即二元论。他们将

政府与市场看作平行而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基于这种二元论的哲学观，加上两党争斗，西方国

家在实践上从未使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达到真正协调。2014 年习近平在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时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⑦这个重大理论观点是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难题、构建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重大理论发现，指明了破解经济学世界性难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25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23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80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79 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9 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6 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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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研究方向。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规律

1.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资本理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围绕基本经济制度展开的。到 1997 年党的十五大，这个目标

被确立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

度。”①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

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②这种新概括，是理论上的创新突破。

怎样解释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总结，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一书中论述了家庭和私有财产成为私有制的起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分工

不发达，在家庭生活社会化程度很低、社会保障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家庭是人们从衣、食、住、行、医

疗、教育、社会保障、育幼与养老送终，至少两代人整个人生过程中难以分离的微观母体。家庭经济

对任何人都十分重要，只有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普遍富裕、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社会保障水平极

大提高、家庭生活社会化程度极高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忽略家庭经济的重要性，也才具备消灭私有经

济的最重要的经济条件。而在此之前，家庭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必然的。正如马克思所

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③
但是，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不同，私营企业必然带有剩余价值生产的特征，允许私营经济发展

是一个更大的突破和创新，因而也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资本理论是解开这一问题的钥匙。2022 年 4 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 38 次集体学习时

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的资本问题，要求“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

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并指出，现阶段我国存在国

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

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④在这里，习近平没有使用“国有资产”“集

体资产”的通常说法，而是把资本同国有、集体等公有制经济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一个理论突破，也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那么，怎样理解在公有制经济内部产生资本呢？

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⑤“货币

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

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

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

然需要商品货币关系，这是资本产生的最基本因素，实行按劳分配制度，这客观上承认劳动能力属

于劳动者个人所有。从理论上说，全民所有制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集体资产属于集体组织内部

全体成员所有，但是任何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从业者和所有者都是分离的，并非所有者就一定是

①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 页。

②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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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
年 11 月 6 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 页。

④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

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30 日。

⑤　《资本论》（纪念版·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22 页。

⑥　《资本论》（纪念版·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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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企业的从业者，劳动者是自由的，他可以离开原来所属的企业，也可以在劳动市场上与其他企

业签订新的劳动合约，而这并不影响他作为所有者的法律地位。在农村集体经济中，虽然土地承包

关系把从业者和所有者捆绑在一起，但是集体的非农业经营形式又把从业者和所有者分离开来。

在这里，集体组织成员也是自由的，而土地承包关系通过土地流转，也可以把从业者和所有者关系

分离开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产生的两个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都存在，因此产生国有

资本和集体资本是必然的，产生非公有制资本就更不难理解了。私人资本和公有资本的区别只是

在于，前者的剩余价值归资本家私人占有，而公有资本的剩余劳动则归劳动者共同占有。解决了社

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产生，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克服资本的“不文明面”，为资本运行设置“红绿

灯”等就有了理论依据。

2.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剩余价值规律，它明确回答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目的和基

本活动方式。这既是对经济运行的科学抽象，也代表对其价值观的判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也要回答谁是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发展生产和经济的目的是什么，实现人民与国家的根本利

益的方法与实现途径等基本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不是资本，而是人民。毛泽东在《论十

大关系》中说，所谓一切积极因素，就是广大人民，同时包括国内外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的消极因

素。①这就点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民，也包括国内外一切可以转化的消极因素。关

于社会主义生产和发展经济的目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人民至上”的思想，更加强调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进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③这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中的目标方向。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需要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人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社

会发展阶段，它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集团组成的集合体，在他们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其中

经济利益矛盾是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解决各种矛盾的方针就是，“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

顾这个观点出发。”④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概念是指海内外一切拥护和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投

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建设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断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指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⑤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提

出，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学说发生了历史性新飞跃。它要求把价值观与经济实践相融合，正如

习近平指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

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⑥这个思想是协调人民内部各种利益关系的

高度凝练和全面概括，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完整和准确体现。概括起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规律就是：以全体人民（包括国内外一切可转化因素）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在不断保障和提高人民群

众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性和能力的基础上，调动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经济组织以及各类社会

资本的积极性，统筹协调、全面平衡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各种利益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步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

③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

作》，《人民日报》2021 年 8 月 18 日。

④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8 页。

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0—31 页。

⑥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0—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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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一）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

1.经济发展新常态与新发展理念

2012 年和 2013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下调至 7.9% 和 7.8%。习近平在 2013 年 12 月指出，我

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2014
年 7 月他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同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重申了这个判断。这是党

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趋势性判断，也是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规律性

认识。

中国经济增长很难再恢复以往的高速度，将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不仅有着中国经济自身潜

在增长率变化的客观依据，也与大国经济发展的特征相似。针对国内的现实状况和国际经验，习近

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①
他还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②这个新的机遇首先在于要确立新的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

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通

的。”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形态，即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

价值生产转变的客观必然性，这个原理揭示了单纯以劳动和资本要素驱动的生产发展的局限性，在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需要自觉地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把发展生产的着力点更多地转向

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

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

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

展理念”，“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④之后，习近平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新发展理念的实践目标。这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

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

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

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从而使新发展理念成为具有实践内容的完

整体系。

经济学是人们认识和分析经济活动、经济现象的理论总结和工具，其中的发展理念则是对经济

发展的解释和主张。这个主张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发展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在以资本为中心导

向下，西方经济学有一套成熟的发展理论，我们既不可能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也不可能简单套用

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这是因为：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多元的，不是

单一微观的经济效率问题，不可能仅仅使用帕累托效率改进来衡量其得失。多元目标多元关系，难

以用抽象的“均衡”和“非均衡”来囊括，也难以在单一的市场经济运行的框架内作出完整的刻画和

分析。它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发展理论，而是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次，就研究方法论而

言，建立在机械的、线性思维逻辑上的数理分析方法，在多数情况下，难以应对复杂多元的变量关

系，精致的数学逻辑实际上只能对付简单的因果关系。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富有哲理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9—80 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0 页。

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1 页。

④　习近平，2021：《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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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中国文化风格，它对纷繁复杂的经验事实的概括往往具有纲举目张的逻辑力量。

2.实体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针对我国经济出现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

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现象，明确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

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

来。”①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理论观点，揭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原理的运用和创新发展。

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增殖的统一是实体经济的一般抽象和基本内

涵；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的物质再生产过程是实体经济的外延和基本内容；为“三位一体”

（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职能形式）资本循环周转服务的劳动是实体经济的延伸。完

全脱离物质生产，单纯为价值增殖服务的经济活动属于虚拟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中，单纯追

求价值财富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必然趋势，“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

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②货币的属性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为资本家从事

虚拟经济活动以谋取更多的财富创造了条件。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产生脱实向虚的内在原

因，也是金融大亨控制世界经济的内在原因。

新中国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靠实体经济当家的，我国要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离不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实体经济，因此，实

体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首先，发展实体经济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根本途径，纯粹的

金融产品交易和炒作房地产等虚拟经济活动，只能使少数人获利，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而实体经济

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其次，实体经济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经济力和科技力是综合国力中的决定

性因素。经济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体现，是基础，而科技力是提升经济力的决定性力量进

而左右着综合国力。科技力增强综合国力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主要是以制造业为载体实现的。如

果没有制造业尤其是现代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那么很多科技成果应用和重要技术创新将缺

乏试验、推广和产业化的支撑。大部分的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制造业。即使在制造业比重大幅度下

降的主要发达国家，其制造业部门的科技创新投入占比仍然很高。

3.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谋划和理论总结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习近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格局谋划和

实践要求，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理论总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分析经济增长的贡献主

要是来自国内供给和需求还是来自国外供给和需求，是判断经济循环以内外哪个为主的学理依据。

像中国这样一个大经济体，按照需求支出法 GDP 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改革开放

前后，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始终是以内需为主的，即便是在所谓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年份，③外需对

GDP 增长拉动作用最明显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也只有个别年份外需的拉动作用超过内需。而进

入 21 世纪以后，在不少年份，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负数。这种现象，不仅是中国独有的特

征，实际上大国经济发展都基本如此。正如习近平所说：“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

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

环的关系客观上早有调整的要求。这是我们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考虑。在当前国际形势充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6 页。

②　《资本论》（纪念版·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7—68 页。

③　外贸依存度的公式是商品出口或进出口总价值除以 GDP，其分子是价格总额，包含不变资本 ,而分母是增加值总额，不包

含不变资本，分子和分母不对应，这个公式用来比较不同经济体，谁对国际贸易更有依赖是有意义的，但它并不能解释经济发展的

动力是以内需为主，还是以外需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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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有利于化解外

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

体稳定。”①
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既是战略思维和谋划，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运

用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分析，即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再生产，都是

建立在国内市场即国内循环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生产依靠延长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和强度，又依靠

剥削更多的劳动力，破产农民向城市集聚，不断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内循环基础。在绝对剩余

价值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后，尽管提高工资的幅度受到严格限制，但工人工资的增加提高了

社会购买力，扩大了国内市场，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内循环容量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原理在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同样得到充分证明。1978—2019 年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由 17.9% 上升到 60.6%；城镇常住人口由 1.7 亿人提高到 8.5 亿人。这极大提高了国内需求并开拓了

国内市场，形成了国内循环的重要基础。通过最低工资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城

镇居民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21 世纪以来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也得到改善，使得

我国城乡购买力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创造了庞大的国内市场。加上产业结构的变化，服务业比重

上升，许多服务产品只能在当地消费，因此随着服务经济比重上升，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大循环为主

的经济发展格局。由此证明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由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是对经济规

律的理论总结。

（二）发展规律、国家战略和深化经济改革的主线

1.“四化同步”的发展规律和相关国家战略

2013 年习近平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时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

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

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

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在“四化同步”并联发展

中，习近平认为城镇化是主要矛盾，“城镇化是涉及全国的大范围社会进程”，“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

要抓手”。②
对“四化同步”并联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相关国家战略的实施。首先是实施了乡村振兴战

略。其次是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

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等。这一系列国家战略实质上都是习近平对发展规律认识的实践

部署。他认为，不平衡是绝对的，“城市和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是规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

大城市群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区域，但又要努力追求相对平衡，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

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

发。”③这种体现动态平衡的经济发展理念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科学

总结。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15 年 12 月，习近平分析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矛盾，指出：“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

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在有效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总量和结构

①　习近平，2022：《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第 17 期。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9—160 页。

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6—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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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情况下，稳增长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 ①这是中国的理论创新，不是西方理论的翻版。

针对一些人的错误解释，习近平明确指出：“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

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

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②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世界性意义，

它率先终结了刺激需求为主的政策思路，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2015 年 12 月 16 日，美联储公布

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至 0.25%—0.5%，结束了长达 7 年的零利率政策，同时也是 9 年来首次加息。美

国经济政策转向，比中国晚了一个多月。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的区别是：

第一，经济发展和调控思路不同。美国供给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的先导，核心思想是强调自由市

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而中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仅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而且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的是“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主张。第二，政策的覆盖范

围不同。美国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以减税、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和减少政府管制为基本内容，其政

策涉及面很窄。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穿了新发展理念和五大支柱政策，这五大支柱政策是

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第三，利益调整关

系不同。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减少个人和公司所得税，表面上对富人和穷人都有利，但它同时

要求减少公共福利，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因此它的减税主张实际上对富人更有利，它代表大资产者

的诉求和利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去产能与失业救助相结合，在所有的改革措施中，都通

盘考虑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尤其更为重视低收入阶层人民的利益和保护。第四，理论依据不同。由

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Laffer）提出的“拉弗曲线”认为，减税带来的经济增

长效应，能够做大税基，进而增加税收总量。但实际效果却相反。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

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既强调生产和供给在经济循环中的决定作用，也关注生产供给

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适配性，以及后者的引导性；既关注供需双方的价值总量平衡，也强调使用价值

的结构性和适配性平衡。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

一个历史的命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它与生产力的发展基本相适

应，但又不相适应，除了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内容

也会变成不适应的部分，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下提出的高水

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主要含义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使市场的覆盖面更全面；市场配置

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仅体现在局部效率的提高上，更是体现在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上；形成

高标准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十四五”时期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它的内在要求是，立足内需，畅通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

引领需求，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运行有序、更加畅通，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因此，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是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提高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

观需要。正如习近平所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

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探索有利于促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

径，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③
3.洞察生产力发展新趋势，提出了未来生产生活方式变化的新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敏锐洞察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就指出：“新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2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51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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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正处在这个大潮之中，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深。”①之后，习近平多次强调发展

数字经济并著文系统论述了当代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形态、产业形态以及对国民经济的深远影响，

进一步要求以数字经济作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着力点。

怎样认识和解释数字经济是经济学的命题。这包括它的定义、特征、主要生产要素、微观主体、

再生产过程和交换关系、分配关系、产业特征等，这些都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新课题。初步研究所

形成的政治经济学总结是：数字经济是一种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在资源

配置、渗透融合、协同等方面的能力空前提升，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已经成为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力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数字经济所催生的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产品和关键零部件与制

造业高度相关，是新兴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数字信息产品生产更多依靠无形资本投入，交

换更多依靠虚拟市场，消费更多依靠线上，且数字信息产品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投入品；第三，

数字经济使得城乡界限日益模糊，形成优势互补、互动共赢的新型城乡关系；第四，平台企业成为新

的生产交换主体，非平台企业具有专业化和小型化趋势，平台经济体成为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

第五，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经济的生产方式有助于摆脱“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生产过程更多体

现的是生产主体的个性化意愿参与，分配中无形资产报酬高于物化资本所得；第六，数字与实体经

济的深度融合趋势，将可能形成未来的第四产业。数字经济的出现在理论上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

出了挑战，如对“市场万能论”、边际收益递减原理以及投资与经济增长理论等。在中国的经济发展

实践中，也提出了两方面重要的认识和实践问题：一是如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二是平

台企业的垄断趋势提出了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和阻止资本无序扩张问题。传统的反垄断规则

是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基础上制定的，而这种产业组织理论又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在

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追求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在数字经济时

代，由技术创新引起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不断变化，使传统的反垄断规则在规制平台企业垄断时

面临挑战，因此需要重新研究制定反垄断规则，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三）国民经济运筹与调控

1.稳中求进总基调和经济运行调控

2016 年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② 稳中求进，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遵循经济规律的科

学态度，而且它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丰富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勉强加速求进不仅会欲速不达，甚

至还会引发连锁性的问题。通过刺激手段提高增速，但如果不能带来相应就业，不能产生真实需

求，后续的波动会更大。反倒是站在坚实的基础上才有继续前进的可能。所以，稳是前提，是大局。

此外，衡量经济工作的“稳”，不能只看经济指标，还要看相关的社会指标、文化指标、生态文明指标

等。只有经济的稳，没有其他方面的稳不是真正的“稳”，也不可能真正“稳”住。衡量经济的“进”同

样如此。如果不能带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能增加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不能带来社会的文明、和

谐、进步，片面的经济指标“进”也是没有意义的。“稳中求进”虽然不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首次提出，但

却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长期坚持的经济工作思路，因此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在“稳中求进”政策总基调思路下，逐步实施和完善了对中国经济运行调控的多元目标政策组

合，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鲜明特色。2013 年 4 月 25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6 页、第 180 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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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到“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①2015年 11月，习近平

提出，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

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②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政府的有关政策

扩大为七项：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

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活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

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③加上 2015年提出的产业政策要准，一共形成了八项政策组合。

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使用政策手段调节经济运行，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策，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政策呢？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运行，目的是保

证资本收益最大化，因此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够了。而社会主义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政策

是以人民为中心，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促进共同富裕，而要实现这个目的需要

年年努力，久久为功，需要在每年的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各项政策中体现，因此必须使用多样化的

政策组合才能达到目标。而且，这些政策组合还需要系统化协调。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

关联的复杂系统，必须加强统筹协调，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不能把各项政策变成只顾自己不及其

余，要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后造成负面效应。不能把系统目标碎片化。

可见，中国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管理和调节，不仅具有自身特色，而且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难度高

得多，责任也大得多，因此对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要求也强得多。     
2.树立国家总体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

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

贡献。事实上人类社会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各种风险和挑战，既有来自人类社会本

身的阶级斗争和战争风险，也有来自自然界的灾害和疾病。这些都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但以往经济学都忽略这一重要因素，而不把它作为经济学的问题加以讨论，也不总结人类应对各种

安全风险的经验。这只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才把安全问题纳入视野。

随着中国愈来愈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百年大变局愈来愈把中国推向世界矛盾的主要位

置，习近平指出，“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我们必须坚

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④ 这实际上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

开放相结合在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新任务。早在 2013年习近平就指出，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

神“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⑤因

此，树立国家总体安全观是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在新发展阶段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概括。

三、 新时代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基本理论

（一）对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基本认识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是习近平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和基本主张。他在

2013 年 9 月就提出要“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⑥2016 年 9 月他再次呼吁：“面对当前挑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人民日报》2013 年 4 月 26 日。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8 页。

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 年 12 月 11 日。

④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

2020 年 11 月 3 日。

⑤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27 日。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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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①2018 年 11 月他指出，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②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从实践中也总结了重要的理论

观点和认识。

1.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和未来新方向

习近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论证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他指出，“经济全球化”这一概

念虽然是冷战结束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但这样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什么新东西，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

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扩张，形成了

世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世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是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

础。据此，他把经济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指出：“经济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

是大势所趋。”③同时，他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全球发展提

供强劲动能，也带来一些新情况新挑战，需要认真面对。”“我们要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着

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④ 这些理论观点，既为我

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实现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⑤提供

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依据，也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指明了方向：“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⑥2016 年 1 月，习近平指出，“20 年前甚至 15 年前，经济全球化的

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

大旗手”。⑦
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判断

这是习近平对一百多年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运动，一百

年来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与发达国家国际垄断资本的阶级矛盾运动得出的科学判断。首先，中国经济崛

起，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是百年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最大变局之一。它既促进了世界生产力发展，

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同时也加剧了中国与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世界市场的矛盾。在现象上表现为中国

与某些大国或发展中国家在市场、资源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增多。特别是世界生产力发展愈来愈取决于

新一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下，中国成为大国在科技优势博弈的重要一方，这反映了世界合作开放与国

际垄断资本垄断控制新技术的矛盾，也是世界生产力发展与旧的世界生产关系矛盾的新现象。

其次，百年大变局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最大变化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国际规则制定与

全球治理方式。以往国际规则综合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生产关系，被美西方国家所把

持。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和中国经济崛起，特别是美国走向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客观上要求

各国由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主动引领者。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指出：“过去只是被动适

应国际经贸规则，现在则要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⑧在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中，在跨国垄断

资本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很难进入既有经济网络。即使发展中国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73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00 页。

③　《面向未来开拓进取，促进亚太发展繁荣——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人

民日报》2016 年 11 月 22 日。

④　《深化伙伴关系，增强发展动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 年 11 月 21 日。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0—211 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6 页。

⑦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0 日。

⑧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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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进入国际分工，也被锁定为“外围”，这种状态限制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制约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

美国独家霸权治理实际上就是试图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既得利益。世界百年大变局使中国生产力

与世界生产力融为一体，开辟了更广阔的经济地理和世界市场，与世界各国共同创造了国际经济治

理的新经验、新模式和新规则，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再次，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百年大变局突破了文明单一的西方中心论。现代化文明和发展道

路从单一美国模式改变为包括中国道路在内的多种文明模式。美国梦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

化的唯一途径，这种百年未有的变化对于美国右翼政客和知识精英来说，很震撼，也很受伤。从而

激化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与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矛盾。

总之，当今矛盾的特点正在逐渐转化为维护旧的生产关系与全球治理体系、旧的价值观和文明观与

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矛盾。

（二）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基本关系

在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如何继续完善开放型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

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和客观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质上是提

出了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不相

适应以及深化改革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在新发展阶段，要把开放更多引向服务贸易领域，目的就是

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从而吸收世界上符合社会化、国际化大生产规律的商

业规则和制度文明，这是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这不仅是我国完善

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自身需要，也是参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规则和治理体系的需要。

1.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制度型开放理论与实践

所谓制度型开放，就是改革不适应开放经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体表现为在边境上和边

境后的法律、法规和各类规则和规章。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生产关系存在“两重性”，它既

有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一面，即奴役和剥削本国和外国的劳动者；也有反映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文

明，推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另一面，如有利于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和多边协议

等。我们的制度型开放就是尽最大可能地吸纳这个“文明面”，以完善我们的开放型经济的生产关

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次最大规模、涉及面最广的制度型开放，废除了大量不适应开放

型经济发展的法规和规章，不断修订和完善了《对外贸易法》并制订了《外商投资法》，但由于这个开

放主要体现在边境上，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海关规则改革为标志，因此主要发生在货物贸易领

域，而较少发生在对国内市场的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上，这种边境后的开放主要发生在外资进

入中国之后的市场规制、行业管理和标准等服务贸易领域。就是说，对于货物贸易开放，它可以通

过边境上的规则开放一次性完成，而对于投资和服务贸易，开放不仅需要前期的市场准入规则的开

放，还需要延伸到边境后的国内市场规制、管理和标准领域，需要多次完成，这种开放触及国家机关

多种经济管理权的改变，需要协调的时间更长、成本更多，难度也更大。

我国自主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贸易伙伴谈判设立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是我国制度性

开放的试验和突破，已经产生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 2013 年 9 月至 2023 年底，我国已经分批次批

准了 21 个自贸试验区（港），涌现了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我国制度型开放、推动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了中国方案。另外，2014—2020 年间，我国与贸易伙伴共签署了 6 项自由贸易区

协议，并签署了 3 项已有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升级版。加上 2014 年以前签订的自贸区协议，累计达到

21 项。

2.“双循环”理念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答案

2013 年秋，习近平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一带一路”

倡议不仅诠释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念，而且回答了世界经济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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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问。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停滞，不仅是世界的实践之问，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

理论之问。“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答案是：在以资本为中心驱动下，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网络分

布不均衡，遗弃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形成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和利益不均衡。

世界市场的局限性是世界生产力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沿线国家和

地区恰恰是美西方国家的所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低甚至是被遗弃的区域。它涵盖的地域面积占

全球 1/3 以上，人口占全球 60% 以上。它的目标不是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的

人民福祉发展为中心，以世界生产力发展为中心。

因此，西方学者推崇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仅仅是美西方国家垄断资本的跨国经营理论，并非

全体人类福祉的世界经济理论，它是西方中心论的现代翻版。

而我党和习近平提出的“多元平衡”“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福

利的世界经济理论。共建“一带一路”不仅遵从国际分工客观规律，而且带动周边经济体的产业分

工和发展，促进双边、区域的贸易和投资，以期实现多元平衡。而且，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自由贸

易试验区更是体现中国统一大市场与世界市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多种纬度的平衡，从而达到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成效，它是一种新的、动态的平衡观的创新理论。

四、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运用的新境界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强调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即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逐步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

裕，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历史唯物论还认为，社会发展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人们的历史选择对社会形态的更替也发生

作用。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既有一般规律，也有不同道路特点。各国的社会发展形式或文明形成

道路也往往不同。因此一般发展规律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实现方式是不同的，形成的文明发展道路

也是不同的，人民的历史主动性是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根本动力。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可见，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人民历史

主动性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创新发展。

2.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观点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根植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凝聚着每个国家、每个民

族的卓越智慧和精神诉求，蕴含着人类发展进步所依赖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追求。在世界文明的百

花园中，中华文明具有独特之处，它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永续性”的文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决议指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②历史以来，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种独特文明。中国

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

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③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是马克思

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结晶。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

①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2 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17 日。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6 页。

18



2024年第 2期

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并把“两个结合”归

纳为中国理论创新的“魂脉”和“根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重大创新。

（二）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1.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从世界是物质的统一性原理出发，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

从 主 观 愿 望 出 发 。 当 今 中 国 最 大 的 客 观 实 际 就 是 我 国 仍 处 于 并 将 长 期 处 于 社 会 主 义 初

级阶段，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

脱离这个基点就会犯错误，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

物质性，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且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习近平强调理

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习近平认为，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

爷。要努力挖掘中国实践的丰富宝藏，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

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于西方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习近平认为我们

可以借鉴其中人类文明的有益成分，但“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

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

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①没有独创性，就必然沦为附庸。这不是中国经济

学发展道路的选择。

2.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运动相互关系的规律

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到底也是一个哲学世界观问题。首先，人与自然的统一是承认物质第一性

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律：“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

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②人

类可以改造自然，但不能破坏自然，透支自然，一旦人与自然的统一被颠覆，也就破坏了人类的未来

福祉。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解决人类的长远发展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指的是人类未来的财富和福祉。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主体与客体两

者相互关系的产物，没有客体的劳动在地球上不可能存在。自然资源是天然的劳动对象，也是最基

本的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一般情况下，劳动主体是人类劳动的主要矛盾方面，但是，随着人类劳

动和经济活动能力的巨大发展，资源环境约束突显时，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转移到客体一方。“两山

论”正是体现了这一历史发展逻辑。在不同情况下强调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论。再次，“两山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说，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③
这句话揭示了生态环境的自然垄断特征。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条件下，存

在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绝对地租是由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垄断性产生的，级差地租则是由劳动

投入的不同方式产生的。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实际上也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

认识结果。在人类社会处于商品市场经济环境下，生态环境获得了与资本主义“绝对地租”相似的

人类剩余劳动分配的索取权，只不过地租的索取权属于土地私人所有者，而生态环境的剩余劳动索

取权属于公众。因此，它是一种自然财富、生态财富，这种剩余劳动分配的索取权在市场经济环境

下，也可以交易。资源使用者依法取得资源的使用权和承担赔付的责任，通过赔付差额在使用者之

间的交易发现价格，由此产生了碳排放交易市场和交换价值，从而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保

①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第 2 版。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07 页。

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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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需要付出人类劳动，这是增加新价值的来源，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

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①
（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

1.坚持系统谋划、统筹协调的辩证法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恩格斯说：“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

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②人类社会

与自然界一样也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因此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

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党的十八大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总结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五位一体”。这个新认识体现了对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也体现了“对协调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法

论意义”。③ 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协调，上层建筑也要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需

要，因此要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在推进改革中，要充分考

虑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准确把握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和结合点，使改革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发展理念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新发展理

念，这五个理念相辅相成，互相不可割裂，构成完整的统一体，在理念上它是统一的，在实践上它需

要统筹协调。因此它也是更高水平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结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

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

方法。”④
2.坚持一分为二，认识事物的“双重性”

毛泽东说：“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

质也各不相同。”⑤正如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内部，既存在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属性，也存在反映

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属性，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各

类资本是我国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发展的重要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

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积极意义。同时，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

估量的危害。因此，习近平提出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理论的研究，正确处理不同形

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要设立

“红绿灯”，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教育引导

资本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走人间正道。同时，要全面提升资

本治理效能。对于反映世界生产关系的国际规则，也要认识它的双重性，尽量吸纳有利于世界生

产力发展的文明因素，这是我们提出制度型开放的理论依据。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习近平也主

张要一分为二，去粗取精，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于那些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发展

的经济学名词、概念和技术方法，我们应当有分析地吸收，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和理论，对那些反映

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基本理论观点以及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分析批判，与之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6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0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05 页。

④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

2020 年 11 月 4 日。

⑤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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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清界限。

3.认识和把握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

认识和把握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普遍性、客观性，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把认

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毛泽东指出，事物的矛盾过程会呈现阶段性，“如果人

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①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

将结束粗放型高速度增长阶段并开始新的阶段的特点，习近平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

判断，并指出引领经济新常态的特点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在认识和把握事物矛盾运动中，还要注意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

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习近平分析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矛

盾，指出：“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

出。在有效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的情况下，稳增长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

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

升。” 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既是习近平对大国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总结和揭示，也是对我国新

发展阶段特征的揭示。按照事物矛盾运动的法则，“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

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③新发展阶段的国内大循环将建立在高水平自立自强基础上，由此推

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与以往相比，就产生了质的飞跃。由于供给与需求、内需与外需这

两对矛盾都是长期存在的，因此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法论就是：“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和可靠性。”④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不仅抓住了两对矛盾中的主要

矛盾方面，也兼顾了次要矛盾的解决。这个基本方法论的经济学含义就是，形成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内生动力，以需求侧调整为变量补充，以扩大内需为基本战略，形成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诸多环节的阻滞，实现供给和需求

的更高平衡。

认识和把握事物矛盾运动的状态，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论。2011 年以来，“稳

中求进”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至今已经坚持了 12 年，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

进”上升为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论。方法论必然具有哲学的含义。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

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⑤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

长新常态后，显著变动的状态已经过去，经济发展进入相对静止状态即中高速度的平稳状态，这有

利于促进经济向高质量转变，这时候，经济工作的方针，既不能再重复“又快又好”，也不能不舍弃仍

然保留“快”的思想方法的“又好又快”。稳中求进，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遵循经济规

律的科学态度。“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稳”，才能更好地“进”，更持久地“进”；“进”，才能更有效

地保持“稳”，更高水平地实现“稳”。这里的“稳”，强调的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稳”；这里的“进”，强调

的是“稳”基础上的“进”，是科学有序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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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ummary of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PEI Changho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mmary: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consists of four parts. (1) Fundamental eco‐

nomic theory of a socialist society. This theory integrates theori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us derives the foundational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or‐

der to comprehend and elucidate the essential conceptual content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i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include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socialist society and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the stages of social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the society; the theor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national gover‐

nance system and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financial work. Xi Jinping dialectically integrate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two, which contributes to adapting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to China’s conditions and advancing 

its modernization. He further enhanced the exposition of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 system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capital in socialist conditions, representing a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of development represents a historic leap in the theory of the fundamental eco‐

nomic laws of socialism. (2) Theory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law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It represent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governing China’s current and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esents the concept of innovative, coordi‐

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This reflects the CPC’s new knowledge of the laws governing China’s eco‐

nomic development. It also emphasizes that the real economy underpi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fostering 

the real economy is fundamental to implementing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of development. Taking domestic circu‐

lation as the mainstay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s reinforcing each other is the strategic planning and prac‐

tical requirements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erves as a theoretical summary of the laws governing so‐

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It summarizes t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law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gricul‐

tural modern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and proposes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igh-

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dditionally, it explore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roduc‐

tive forces, along with aspects related to operation, regulation,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3)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world economy. It includes the essence, characteris‐

tics, and new direction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and the concept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as a response to global chal‐

lenges. It signifies the adaptation of Marxist theories of the world economy to China’s condition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se theories, offering insights in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a basic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and values and ideology of an open world economy. (4)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namely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It includes applying and developing historical mate‐

rialism while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position, and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aking it as the core of China’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is represents the innova‐

tiv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by adhering to a materialist epistemology based on reali‐

ties, emphasizes continuou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grounded in China’s realities. It also stresses efforts to follow the law 

governing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and 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

sets. In economic work, it adheres to dialectics of systematic planning and overall coordination, recognizes the good and 

bad sides of one thing, and understands and grasps the paradoxical movement laws, thus enriching materialist dialec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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