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

第二十一届年会综述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与《经济

学动态》编辑部共同承办、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协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第二十一届年

会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

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５０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１５０多位专家学

者出席本届年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胡乐明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欧阳教授分别

致辞。与会学者围绕“新中国７０年：回顾和展望”这一年会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系统总结新中国７０年建设和改革的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对于新时代下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西北大学任保平教授提出了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的八个转型方

向，即现代工业化国家、市场经济体制、集约型发展、多元经济结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富优先”、

质量效益战略、开放发展。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指出，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成就取得的根本原因在

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湖南师范大学欧

阳教授提出“多极雁行格局”逻辑范式，认为产业链向价值链转换是新兴市场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必要条件，创新驱动是新兴市场国家实现产业链向价值链转换的必由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武

鹏副研究员通过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来源的核算和收敛机制的实证分析，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给予

了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健副研究员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国的优势在于更有条件利用超大规

模经济，更容易形成超大规模市场，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基于不同视角，学者对国家治理和未来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振中研究员在政

治经济学视野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思想，提出应当以无产阶级国家崭新的民主组织形式来取

代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基于发展转型视角，南京大学

沈坤荣教授剖析了全球视野下中国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形势与矛盾，提出通过城市群建设实现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构想，预测了中国未来投资方向和企业发展前景。基于发展阶段视角，南京工程学院王

仕军教授认为，新时代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需要统筹处理好经济发展过程中机遇与风险的互动关

系。基于发展机制视角，扬州大学时磊副教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认为

“新一轮科技革命”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基于发展结构视角，清华大学李帮喜副教授分析了经济增长对宏

观经济中生产结构、技术结构、分配结构、国内需求结构的要求。基于发展战略视角，上海行政学院郝身永

副教授论述了新中国７０年来的工业化赶超战略及工业化道路的共性与个性。基于微观制度视角，中国社

会科学院张弛认为新中国７０年来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地位、组织形式及作用机制不断发展完善，已经

形成了以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为核心特征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基于宏观制度视角，中国人民

大学翟丽芳提出了新中国７０年来公有制经济演变的三个时期，即探索时期、建设时期、新时代时期。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

增强理论自信，要求我们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中国人民

大学邱海平教授强调，坚持和继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资本论》的理论成果，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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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必由之路。四川大学李天德教授指出，在致力于高质量发展、开放型经济建设

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创新发展。吉林大学王人

骏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３０年和改革开放４０年两个阶段的实践推动。

与会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与理论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见解。

桂林旅游学院王伟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强调其科学属性，拓展其研究范式

和研究工具。四川大学贺立龙副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通过与

中国实践的结合，塑造其中国语境和中国属性。大连交通大学戴锦副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研究，应当从问题出发构建理论体系，而不是完全从经典或者解释国家政策的角度出发。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切入点，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思考。山西大学张波副

教授认为，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

理论来破题。陕西理工大学任颖洁副教授则提出，应找到一个结合点来确定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并

且要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来构建框架。南京

大学蔡超则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体系为蓝本，同时完善相关方法论，

重点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与会专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

角进行了具体讨论。

１．农村、农业与农民。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认为，土地制度改革要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

迫切需要，要让市场决定土地资源配置，让农民受益，赋予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权能，要充分肯

定农民二次“土改”的创举。四川大学蒋永穆教授系统认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形成与完善，既

接受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指导，又与我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农情相结合，同时积极跟踪世界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西南财经大学王芳提出，农民自觉的技术

购买和使用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是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

２．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杨虎涛研究员认为，单纯的人工智能如果不和材料

能源结合，不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的话，在规模和结构上都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台州学院

张明龙教授指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创新技术产品比重、技术链高端产品比重

以及智能化高价值产品比重。河南大学赵学增教授探讨了驱动纯科学创新与应用科技创新的逻辑

及要素，认为制度和政策是政府用于促进创新发展的工具。清华大学曹越洋通过模型演绎发现，生

产者在学习技术上投入的劳动量导致了技术累积和技术进步。

３．对外开放发展。复旦大学万广华教授认为，逆全球化浪潮难以阻挡，除非国家之间和国家内

部的贫富差距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第四次技术革命也会助推逆全球化浪潮。福建师范大学梅晓

光认为，我国应当以对丝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为主、以丝路沿线国家多样化的投资方式为

辅，继续与丝路沿线国家展开资本合作。

一些学者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南开大学邓向荣教授基于创新激励和市场化程度的中介机

制探讨了金融改革试验对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武汉大学曾国安教授认为，地价上涨过快、地价水

平过高会损害产业结构升级，要通过土地流通和财政体制改革使地价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协调。

清华大学赵奕菡探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性、周期性和结构性特征。清华大学季雷认为，我国劳

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整体上呈先降后升的Ｖ字形。清华大学刘梦醒提出了判断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是否科学合理的七条判断标准。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罗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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