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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成功探索

———评蔡昉、张晓晶著《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由蔡昉研究员、张晓晶研究员共同撰写的《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

部严肃的政治经济学学术著作,而且也是一部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之

作。我认为这部专著有这样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这部专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贯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思想精髓,理论逻辑系统严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一面旗帜,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

理论的高度概括与崭新提炼,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构成。习近平总书

记在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

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我们看到,中国现代化建

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最好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用几十年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极大地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

涵,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说服力。

这部专著第一章分三节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定位、理论渊源和主体内

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论述。例如,在论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定位时,作者

从新时代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面临“强起来”新的历史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的崭新活力和中国

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阶段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述,阅读之后使人耳目一新。又如,在论述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渊源时,作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立足中华五千年文

明史、总结提炼改革开放发展的伟大实践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

述,使读者更容易把握这一理论体系。同时,作者还从七个方面充分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内容,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社会主义根本

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及发挥市

场的决定性作用、协调利益矛盾及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公平正义和促进共同富裕等,对读者准确

理解这些主体内容很有帮助。

诚如作者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奠定了我们分析当代中国经济现象的指导思想和

逻辑基础。”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指导,是我们面对各种经济

发展问题时制定路线方针的基本依据。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仍然面

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经济发展成果为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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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民群众分享问题、持续保持人口红利特别是教育优先发展问题、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与科技创

新问题、提高全社会经济效益特别是投资效益问题、全面构建和提升社会保障体系与水平问题、中国

经济崛起中增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等风险防控能力问题等。这些问题既要求我们拥有切实可

行的具体措施和办法,更要求我们拥有应对自如的系统思维和战略。

第二,这部专著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参照,贯穿历史唯物主义

研究方法,历史逻辑根植深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确立的,历

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也具有历史

学科的特点。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经典著作,也是资本主义史

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史研究的经典著作。

值得称赞的是这部专著很好地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特点,在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时空

中,深入挖掘和深刻解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规律。在这部专著第二章、第三章

中,作者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学特有的关于人类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与方法,揭示了

现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世界与中国的发展趋势。例如,第二章集中论述了新时代政治经济学

的方法论特点,即必须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

调、提高创新思维、守住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试点是改革的重要方法等。第三章则

主要论述了遵循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也就是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这两个大角度审视中国经

济发展趋势。作者比较分析了世界经济增长和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指明了中国经济发展可以争取的

新动力,提出了中国要以经济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新平庸。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以狭隘的观点曲解历史、误导读者。一段

时间以来,一些借助强调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而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肯定计划经济的

观点可谓暗流涌动。针对这种言论,作者观点鲜明地指出:“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实际上

是后人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硬加到了马克思的头上,把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说成是马克思的,或者脱

离发展阶段,套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设想,因而也就不可能去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的具体实践。”①

只要不怀偏见,我们就会发现最近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两个之“最”有着紧密的联系:一

是,最近40年来世界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堪

比这40年;二是,最近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各国经济中最快的增长,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

个时期堪比这40年! 政治经济学以其长时段的历史观察和历史总结作为特长,因而能够更好地为

我们提供攸关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发展动力、成长信心和历史定力。

第三,这部专著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紧密联系实现中国梦,坚持实践第一观

点,实践逻辑丰富扎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政治

经济学不是摆在书架上观赏的经济学说教,而是来自伟大社会实践的理论概括和理论指导。中国社

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实践活动本身,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特别是理论说明实践的属性是

理论发展并成熟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就是

一部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写在中国大地上的政治经济学。新中国成立之时,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经济局面,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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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虽然发展过程起伏巨大,但是仍

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满足人民群众要求

迅速摆脱贫困状态的局面,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确立了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面临全

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局面,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

大的历史担当,带领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些伟大实践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完善创造了充分而必要的条件。

实践的发展需要理论的完善,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们面临许多需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回答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加凸

显了这一实践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积累了大量丰富鲜活的成功

经验和理论贡献,这就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基础。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基于中国伟大实践的理论成果有许多,包括赶超型工业化理论、人口红利理论、经济发展中的政

府作用理论等,都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从这些理论“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显

具有不同于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而更适合于解释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并为发展中国

家所借鉴的特征。”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的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是

引领中国发展的时代理念。作者在第四章中系统论述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五大理念,并指出这是对中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着眼于发展目的和发展路径相统一,是

新时代“两步走”战略的重要内容。在最后两章中,作者还分别深入论述了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问题,讨论了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问题,都给读者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

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

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

时代。”②加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体系构建,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

从实践上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喜的是,蔡昉、张晓晶两位研究员撰写的《构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一部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优秀学

术著作。我相信,这部专著一定会促进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一定会受到广

大经济学学者和国内外读者的欢迎。

(中国人民大学 贺耀敏)

(责任编辑:杨新铭)

(校对:何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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