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２１届年会综述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由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承办的“新
中国七十年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２１届年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
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
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辽宁大学、国防大学等４０多所高校的百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经济与管理研究》等多家媒体和期刊代表参加了会
议。专家学者们围绕“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一、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的优
势，探究其中的内在逻辑具有重大意义。

与会专家认为，新中国７０年以来的辉煌成就得益于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取得一系列创
新成果，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为推动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要贡献。南开大学张仁德教授认
为，新中国成立７０年先后所经历的两次所有制结构调整，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运用和重大
发展。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进行“一化三改造”，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二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
采用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方式，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四川大学张衔教授认为，断定工业化、创
造绝对优势违背比较优势原理，这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应该重新回到马克
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汲取营养，创造绝对优势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些学者分析了西方发展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趋势。武汉大学郭熙保教授认为，近２０年来发
展经济学微观化倾向越来越显著，重要标志就是随机对照试验方法的广泛使用，而发展经济学应该
使用长期动态分析方法，采取结构性分析思路，注重发展问题的综合性分析。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
教授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发展经济学微观化的趋势值得警惕，并对后发优势概念进行了正本清源，指
出技术赶超国家“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第二种境界。

针对新中国７０年以来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的变迁与发展，不同学者各抒己见。浙江大学丁堡骏
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是
唯一能够对此进行说明的理论。复旦大学孟捷教授则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与中国没有关系，因为
跨越卡夫丁峡谷必须以发达国家爆发革命为前提。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国家既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外
部力量，其自身之形成也构成了这一制度变迁的内在组成部分，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国家理论相应地
成为一切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北京大学付才辉教授从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解释，

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根本在于禀赋结构的转型，进而改变最优的生产方式。

二、高质量发展及其实现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高质量发展及其实现路径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南开大学刘凤义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原理和方法，具体探讨了劳动力再生产中的质量和数量关系，劳动力高质量再生产的自然基础、社会基
础以及衡量劳动力质量的指标等。复旦大学周文教授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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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需要厚植经济学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底蕴，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上，与会专家认为，应当积极推动脱贫攻坚向高质量阶段迈进。

中央民族大学黄泰岩教授针对新时代“兴边富民”战略问题强调，在现有的精准扶贫工作基础上，进一
步夯实脱贫致富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利用边境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迎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机遇。
四川大学教授蒋永穆认为，“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是实
现高质量精准脱贫的必然要求。中央民族大学张丽君教授提出，东西扶贫协作治理模式是边境民族地
区实现资源跨区域调配，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拓宽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手段。

学者们针对持续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发表了诸多建议。辽宁大学林木西教授提出，当前发
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差异问题、省域发展的中心－外围问题、流域发展和南北发展不平衡问
题依然存在。要加强城乡一体化，推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同济大学林善浪教授认为，中国目
前身处经济社会结构变革时期，城市群结构、空间结构正在经历大重组阶段，影响产业结构、规模等
级的重要因素是由科教资源、政治资源、生态环境质量、城市功能、城市活力等方面构成的地方品质。

学者们以东北振兴为例，聚焦东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吉林大学宋冬林教授强调，新时代东
北振兴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联系性的性质，是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环境的深刻历史性变
革，事关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黑龙江大学乔榛教授进一步回顾了７０年
的东北发展历程，解释了东北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由此得出，一个地区的经济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大
势是否契合是决定该地区发展程度的最重要根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探讨
其创新与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意义。

学者们梳理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战略理论７０年的发展历程与演进阶段、制度结构的特点、主要
矛盾与解决方案。天津师范大学李家祥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战略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的特色标志，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要贡献，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发展的重要经验。天津师范大学吕景春教授基于一个ＣＳＳＡ的分析框架，归纳了新中国成立７０
年来每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新时代内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正
在形成，而外在的制度结构呈现出“挑战性”和“全球化”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谢富胜教授认为，解
决新时代主要矛盾应当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在国企改革、金融体系发展等实践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北京师范大学戚聿东教
授指出，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恰逢国有企业改革４０年，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国企的显著优势必须坚持，国企的问题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得以完善。
吉林大学李政教授从新中国７０年国有企业功能演进和制度变迁看国有企业的未来发展，认为国有企业的
功能是不断演进的，与之相适应，国有企业的制度形态也不断变迁和创新发展。南开大学梁琪教授认为，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下应该构建为人民服务的金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未来金融发展要建立在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前提下，发展能够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发展能够为人民服务的金融。

同时，新中国创新模式的演化与升级需要科学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教
授从创新策动主体出发，把形式多样的创新类型抽象为由个人、企业和政府主导的三种创新的理念
模式，分析了中国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式前世、今生和未来发展演变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家勇
研究员认为，经济的长期较快稳定增长需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杨 娟　赵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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