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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

参照。借助批判实在论对《资本论》中的理论体系进行重构,能够明确马克思所坚持的“一般—特

殊—具体”的分析范式和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逻辑主线,从结构与内容两个方面为分析中国问题、
构建理论体系提供指引。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矛盾分析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

论体系在历史发展维度上可以构建相应的“原理论—阶段论—战略政策论”;在系统内部,各个层次

的理论内容则围绕“生产方式—经济循环—经验现象”的逻辑主线辩证展开。由此,整个理论体系

在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一般原理的基础上,能够识别不同发展阶段下规律的不同形

式和动态,为分析和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工具,同时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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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系统化阐述中国经济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

回答时代命题的内在诉求。逻辑主线作为贯穿理论体系的脉络线索,是构建理论体系的重点问题。
只有确立了科学的逻辑主线,才能在社会经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把各理论内容和概念范畴进

行合理安排以形成理论体系的依据,形成一个理解和分析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变动规律的框架。因

此,确立逻辑主线与构建理论体系这两个问题是同构的,在一定方法论支撑下的逻辑主线能够明确

理论体系所应具备的结构和应包含的内容。
已有研究的分歧集中在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实践学理化为科学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上,有的研究认为应贯彻马克思的构想,
沿袭“六册计划”;有的则强调中国特色,主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运行—发展—开

放”几个方面进行板块式的体系构建。内容上,有的研究坚持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为逻辑主线,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规律为核心内容来体现中国特色,或以“物质利

益”为核心范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加以整合。这些研究为构建理论体系

提供了有益思路,但也存在着些许不足:有的缺乏理论抽象和逻辑顺序,只是对经济制度和政策进行

分类阐述和概括注释,或仅包含改革开放后的理论发展,逻辑一致性不足。以过于抽象和一般的范

畴为主线,则难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的、历史的经济活动规律,且用范畴来构建思想体系是

马克思所强烈批判的;①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则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
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等同于逻辑主线,未能将中国经验发展为一般性的、科学的理论学说。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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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的中国实践的学

术化阐释,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必然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创造性

发展。在早期缺乏实践经验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大多只能是思维实验,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为学者们在观念与实在的双向互动中构建学理化

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了基础。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囿于对个别理论的探讨,在对理论体系的整体

把握上相对薄弱。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般经济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运动规律。在自然史般的必然趋势

下,经济和社会的实际运行呈现出了复杂的多样性和阶段性,国外学者根据这些资本主义的历史动

态不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日本宇野学派构建了由原理论、阶段论和现状分析

三个层次组成的理论体系,以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为主线划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法国

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通过发展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连接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原理与

现实的资本主义多样性,这些都是构建理论体系的有益借鉴。我们在回顾马克思经济研究计划的基

础上,运用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重构和阐释,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条进路:在历史发展维度上,构建相应的“原理论-阶段论-战略政

策论”;在系统内部维度上,各个层次的理论分析都应坚持“生产方式-经济循环-经验现象”的逻辑

主线。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现代版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具有高度开放性的思想体系和

方法论体系,同时,它也蕴藏着适用于一切历史时期的元理论。① 坚持马克思主义并非无批判地接

受马克思的研究成果,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释,而是坚持马克思的

方法(卢卡奇,1999)。尽管《资本论》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但其中已经包含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② 运用批判实在论对其进行重构和阐释,借鉴国外学者对理论体系

发展的贡献,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可行路径。
(一)《资本论》与六册计划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③,只有在深入理解其中的内容和方法的基础

上,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手稿和设想等材料。长期以来,关于《资本论》与六册计划的关

系,以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否完整、是否是一个连贯而系统的分析、是否可以用来确定当代资本主

义的重要方面并作为实践的指南,是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回答上述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马克思的每

一句论述是否正确,而在于他的方法是否科学有效、是否为一个理论体系搭建了“骨骼和血脉”。虽

然在内容上《资本论》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但它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核心,为考察资

本主义经济关系更为具体、现实的形式奠定了基础。并且马克思在其中已经提供了一套综合的从抽

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这不仅是开展进一步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是分析不同时期工人阶级面临的具

体问题的重要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是完整的(Kuhn,2013)。
《资本论》和六册计划各自的独立完整性并不是互相否定的,《资本论》没有包括六册计划的全部

内容,其结构也没有取代六册计划(汤在新,1985)。不可否认,《资本论》的部分内容超出了“资本一

般”应当包括的内容,对信用、股份资本、地租和工资等进行了考察,但这些只是为了阐明资本的性质

和规律而纳入的必要内容。④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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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全面的说明①,面对复杂的经济现象,必须用抽象力来认识其本质、将总体结构展示出来②,而
后逐步达到系统、动态的全面把握。无论是四卷本计划还是六册计划,马克思都是从资本最一般的

特征出发、从最核心的生产过程出发,逐步阐述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现象的必然性和复杂性。不仅研

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性质及其内在规律,也考察这些本质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所呈现的种种具

体形式、各种经济规律得以实现和贯彻的机制。就这方面来说,《资本论》的方法论和编排与六册计

划的整体安排并没有什么不同(罗思多尔斯基,1992),世界市场就是资本复杂规定性的历史表现的

总和,是资本总生产过程的具体现实呈现。
从六册计划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内容并不完整,未达成对资本主义具体的、历史的形式的全面

说明,但《资本论》已经呈现了一个系统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马克思曾指出自己的著作辩证

地分解了整体③,恩格斯则认为他已经“把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放在应有的部位和正确的联系之中,
因此完满地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和相当清楚”④。其中论“资本”这册书是全部著作的“精髓”,“包括

整个叙述的基础”,“余下的问题”即使马克思自己来不及完成,“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

探讨了”。⑤ 因此,尽管学者们关于马克思是否放弃了六册计划仍存在争议,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

何理解《资本论》中的理论体系,如何理解“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以及竞争的“实际运动”以更好地

去分析“余下的问题”。《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著作,却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当我们

试图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进入历史分析的世界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Harvey,2012)。只有

充分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厘清本质与现象、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才能为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创

新指明道路。
(二)从批判实在论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中,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科学将具有与物理

学和化学知识结构那样类似的力量。⑥ 因此,作为科学哲学的批判实在论为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

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批判实在论认为现实世界是分层的、结构化的。其中最根本的“真实域”是指事

物起作用的机制、力和结构;“实际域”则包括了机制和力被启动时发生的各种事件和事态;“经验域”
囊括了可直接观察到的事实和经验。现实世界是三个层次的复合体,每一种社会现实都有时空特定

性(Bhaskar,2010)。底层结构的机制是存在于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一种必然趋势,但由于实际域

中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共同作用,它不一定在经验层面得以体现,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其不存在

(Bhaskar,2008)。实际域和经验域从真实域中产生并依赖于其存在,同时也对真实域起反作用,每
个层次都有独立的涌现性质和因果作用力,不是简单的化约或决定关系,能够被分别加以研究

(Archer,1995)。《资本论》在这个意义上是根据批判实在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范例,马克思

在其中阐述的理论体系以生产方式为核心、资本循环为脉络、经济范畴为直观对象而辩证展开,从本

质规定出发,最终达成对丰富的总体现实的理解。
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处于真实域的力和结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对19世纪英国大量现实

和历史材料展开分析,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中一切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活动与结构的基础。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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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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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上’(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6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3-224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0、152、130、170页。
价值和剩余价值规律等资本运动规律,就像是资本主义的自然法则。例如流体动力学定律是所有关于大气、

海洋等流体运动现象的理论基础,却不能机械地将其地应用于天气预报或气候变化等领域,且仍有许多无法解释的

现象,但不能因此否认流体动力学。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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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中决定其本质特征、体现其根本矛盾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对直接生产过程的

研究,马克思说明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资本价值增殖的手段,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

值理论,考察了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质的“资本-劳动”关系。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对劳动的组织来获

得剩余劳动,如何不断获得抽象的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面临的根本问题,即《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内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运行依赖于多种条件和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了实际域中资本循环的

各种可能状态。在阐明最抽象的单个资本生产过程和运动特征之后,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许多资本

的运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论述了竞争规律、供求规律和积累规律。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

进行需要一定条件,包括了商品和货币流通等在内的资本循环的各个环节和资本主义总生产的各个

要素。① 马克思由此区分了单个资本进行生产和价值增殖的特殊条件与总体资本(再)生产的一般、共
同条件,理论内容从微观视角下对单个资本、直接生产过程的研究过渡到以资本循环、社会资本总过程

为基础的研究,包括了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原理、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等,即《资本

论》第二卷的主要内容。除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劳动”关系,在资本循环和支撑它的积累体系

中还形成了五种主要的生产交换关系:资本间彼此联系又相互竞争的“资本—资本”关系;资本主义生

产区域性和全球性分布下形成的“资本-空间”关系以及伴随而来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等“资本—自

然”关系;资本规律对国家制度的塑造以及国家调节资本积累以实现社会经济再生产中形成的“资本—
国家”关系;世界市场中各国既为国际资本循环创造条件又积极维护本国资本积累利益而形成的“国
家—国家”关系。社会是一个包含多种因素的复杂开放系统,资本循环的各个环节及相应的生产交换

关系在不同条件和因素的作用下存在多种可能的状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呈现出不同特征。
在每个社会的特定时空条件下,资本循环及生产交换关系的多种可能状态最终在经验域中以各

项经济范畴的数量形式得到确定和感知,如工资、成本、利润、利息、地租、税收等。对它们的变动规

律的研究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各项分配过程的认识,包括了利润率平均化及趋于下降理

论、商业资本理论、借贷资本理论以及地租理论等,即《资本论》第三卷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和资本循环过程的现实状况、面临的矛盾通过经济范畴的数量变动表现出来,整个理论体系从资

本主义最抽象的本质规定出发,一步步接近了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竞争中、在人的通常意识中所展

现出的现实经济活动。② 由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整个经济机体的结构及其形成和发展运动的

规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三个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共同构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展现了马克思在分析中以生产方式为核心、资本循环为脉络、经济范畴为直观研究对象的逻辑主线,
也体现了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

(三)资本主义发展与“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

在理论体系的发展中,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可被明确为“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资

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且经常处于变化之中的有机体。资本主义经

济在建立其物质基础之后,不断地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从社会中创造出自己还缺乏的器

官,使自己成为总体。③ 恩格斯在《资本论》的注释中已经提到了实际垄断权的“托拉斯”的出现④,面
对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用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描述。马

克思的辩证法既是研究整体的意义及其条件的体系辩证法,也是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化发展过

程的历史辩证法(Smith,1993)。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是《资本

论》确立的研究对象,但它在内涵和范围上不断发展、丰富和演化,需在马克思指出的“一般—特殊—
具体”的分析范式下继续进行研究。生产的一般条件只是抽象要素,无法用以理解现实的历史的生

—22—

①

②

③

④

参见《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37页。

参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0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237页。
参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3页。



产阶段,必须研究生产一般在一定社会阶段的特殊形式。同时生产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在由各生

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进行的活动,要科学地对这一现实运动进行叙述。① 这种“一般—特殊—具体”
的分析范式与批判实在论的主张也相耦合,既体现了对事物进行不同层次抽象的科学分析方法,也
暗含了理论体系的结构组成,是逻辑主线背后的方法论支撑。

对于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而言,《资本论》中的理论规律属于真实域中的一般原

理,学者们以此为基础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进行

了理论分析,阐述其“理想的平均形式”②,而非其在某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表现(海因里希,2021)。资

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是否会在经验层面得到表现,取决于复杂的因果序列、特定的时空条件

和多种偶然因素的作用。一般规律只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③,“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

规律”④。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但它们借以实现的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不断变化的,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这些规律是如何实现的。⑤ 《资本论》中的结论虽然不直接适用于资本主

义的现实动态,却是一个有价值的出发点(Lazonick,1987)。学者们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连接一般原

理和具体现实的中间理论,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增强了其现实解释力。如宇野学派创立的由

原理论、阶段论、现状分析三个层次组成的理论体系,以及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以积累体

制和社会制度为中间概念连接了资本主义多样性和“资本一般”,都暗含了“一般—特殊—具体”的理

论体系结构和分层的本体论主张,是对马克思分析范式的应用(Sekine,1975;Jessop&Sum,2006)。
以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总体为认识对象,马克思阐述的资本主义一般原理是真实域中决定资本主义运

行的根本结构和机制,这些规律受到地理空间、历史时间、社会条件、偶然因素等的共同作用而在实

在域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经验域中表现为可被直接感知和认识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现象。
其中,前两个层次都是研究者头脑中的抽象。作为认识对象的资本主义总体,在具体历史中形成的

经济体系是相对独立的机体,其理论内容在特殊层次的实在域中就是要聚焦于一定时期世界范围内

占主导地位的、典型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以形成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阶段论。由此,三个独立

的分析层次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层次

特殊层次上的阶段划分对于认识一个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至关重要,决定了理论体系构建的科

学性。因此要以生产方式为核心,把握经济形式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为阶段划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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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页。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1页。
参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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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规律和经验现象并不直接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不能通过捏造术语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
也无法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① 如果不能发现使得一般规律与具体表现在

一个统一体内重新结合的“中间环节”,理论就降为了与经验现实毫无关系的抽象模式的纯理论建

设,辩证法就从唯物主义退回了唯心主义。马克思曾批评普鲁东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段上

的矛盾而将范畴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通过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或税收等范畴对资本主义进

行阶段划分。宇野学派根据使用价值的物质类型将资本主义分为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三

个阶段,本质上为形式主义的类型学排序。调节学派以一定技术范式基础之上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方

式的组合划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但后期弱化了对生产方式和劳资关系的关注,无法把握引起

资本主义结构变化和周期转化的根本原因,在方法上呈现出研究繁荣与危机交替的历史经验主义特

征,最终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一样,演化为对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类型学分析和对体制形成与

解体过程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使得理论发展陷入困境。特殊层次的阶段论既是一般原理在不同时

空条件下的辩证发展,也是进行具体经验研究的背景基础。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上看,现实中多

样化的资本主义形式其实是资本主义技术和劳动过程在特殊部门或空间上的扩展,是资本主义对抗

性经济关系下劳动过程的内在矛盾及其动态发展图景在不同制度背景中的展现(谢富胜、宋宪萍,

2012;谢富胜,2012)。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动力蕴藏在其一般关系和结构中存在的矛盾之上,而不

在于具体制度的特殊性之上。理论体系不同层次的内容都应该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为核

心,研究其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特殊社会形式,捕捉其所具有的矛盾在含义和性质上的变化,以及其

与人的行为、制度形式的互动关系。只有以此为主线来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系统地把握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才能作出科学的阶段划分,理论体系才能根据历史与现实间客观的、动态

的、有机的内在联系而不断发展。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其内容因时代和国别而异。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

的发展而不断发展”②。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走过百余年,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典范国家,“时
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③,丰富的中国实践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这些不断变化的历史材料,要形成的

是一个既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点,又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典型特

征,还能为中国经济实践提供指导的系统化理论体系,而不是解决个别时段、某些问题的经济政策的

注释学。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必然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为根本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理论体系为借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彰显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面向历史动态和现实问题,进而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守正与创新

《资本论》的体系和结构是构建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根本指导(胡钧,

2015)。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的理论体系不是单纯批判性的,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每个经济现

象和范畴的背后,他都用其中的重要范畴描述了未来社会的某些特征。中国道路的成功,与中国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把握并运用《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密不可分。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固守,也不能在理论立场、基本原理、研究

方法和逻辑框架上犯颠覆性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

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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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

三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页。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8期。



资本主义的相关概念和经济理论形成于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此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

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事实材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

义基本方法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矛盾分析法聚焦矛盾转化,在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

统一、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运动中创新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

发展趋势,从理论上探讨了未来社会的出发点和发展的总方向,作出了原则性的论述。至于社会主

义社会的具体形式和发展规律,特别是在不同国家中的具体发展规律,则需要后人通过实践去探索。
几百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法预见到每一个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所有历史曲折。因

此,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原理、结论应用于各种环境、一切场合,而是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精神实质,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理论体系。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走过七十余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基本成熟定型。理论体系构建首先

要明确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定,从大量的中国实践中抽象出最一

般的概括。同时,科学研究的任务不仅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更在于说明本质关系为何表现为不同

形态,一般规律如何在各种特殊形式中得到体现,充分认识历史事实和一般规律之间的偶然性和必

然性,理解社会关系实际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透过历史看现实。因此,在明确一般原理的基础上,
还要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建设过程展开具体的历史分析,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在事物生成和

发展的总体视野中思考和研究问题,构建起一套完整、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鉴于矛盾存在于一切

事物中,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矛盾分析法能够科学认识事物发展在本质规定上的连续性和

矛盾转化的阶段性,辩证地阐述事物本质和现象的动态关系,达成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尤其不能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割裂开来,而
是要运用矛盾分析法,科学认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根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的发展变

化,用联系而有区别的观点辩证考察一般原理在不同条件下的作用形式和产生的具体矛盾。这样不

仅可以避免理论沦为政策的注脚或形式分析的类型学,还能通过准确理解问题的本质结构、事物发

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赋予理论生命力和前瞻性,不断把对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推向新的高度。

(二)历史发展维度:“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下的体系结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表明,在“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下,科学

的理论体系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的:在明确本质特征的基础上,面向历史动态、分析现实问题。其中“特
殊”作为中介连接起了一般抽象规律与具体思维现实,反映了事物实际发展过程的历史性和阶段性。
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相同范式下结构层次和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也不同。中国共产党人

以矛盾的性质和内容区分了事物发展的阶段和问题的不同层次,即规定事物性质的根本矛盾、贯穿于

事物发展始终的矛盾,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转化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既把握矛盾的普遍

性和绝对性,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通过具体地考察矛盾每一个侧面的特点,阐明发展过程中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差别,以找出化解矛盾的方法,为实践提供指

导。区别于宇野学派含义不明的现状分析、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制度罗列,矛盾分析

法为具体层次的经验研究明确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路径———“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

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①。用根本矛盾判断事物的本质规定、用矛盾的转化判断事物发展的不

同阶段、根据矛盾的现实情况提出行动方案的方法,既体现了“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也意

味着一个“一般—特殊—具体”的理论体系结构,即“原理论—阶段论—战略政策论”三个层次。
这一分析范式所包含的体系结构也内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逻辑。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

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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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①。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

用”②,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必须能够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并在体系结构上体现这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首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根本上有着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和一般规定,
同时与马克思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类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也存在着理论上的纯粹形式

和相应的经济运行规律,即为“一般”层次的原理论。其次,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要经历自然史般的

发展过程,理论层面的一般性规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要根据主要矛盾

的演化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的发展阶段,阐明相应历史阶段中经济规律的阶段性特征,即为

“特殊”层次的阶段论。最后,在各个时空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客观的经验现象

和问题,这也是一般规律在经济社会中的现实呈现,对实践中现实问题与矛盾加以研究和解决,即为“具
体”层面的战略政策论。同时,这三个理论层次互相独立但并不彼此割裂:一般原理以及它们在不同社

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形式是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导;只有明确了事物的本质特性和事物发展的历史方

位,才能对现实情况作出准确分析,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对具体现实的深入剖析,能够进一步认识

一般性的规律、把握事物发展的进程。然而,明确的体系结构并不意味着要对一般原理进行机械地结

构化展开,而是要“在无比复杂的现实中,通过对知识以及知识为基础的实践的运用来发现新的、在经验

方面有关的资料和新的联系”④,在复杂因果关系中实现抽象和具体的双向互动,不断加深对事物必

然机制和偶然状况的认识,发展和创新理论内容,使得理论体系呈现出动态发展的开放状态。
(三)系统内部联系:“生产方式—经济循环—经验现象”的逻辑主线

在“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下,不同层次的理论分析都要坚持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核

心、以经济循环为脉络、以经济范畴为直观研究对象的逻辑主线,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

历史阶段,分析其主要矛盾,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具体是如何运行的。

1.在一般层次上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资
本论》立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

系也应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揭示相应的经济运行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这些规律作

为一般原理,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始终。因此,首先就要根据基本矛盾判断中国的社会

形态及其在人类历史中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界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循。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以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中国化的应用和创新,就
能够在一般层次较为科学和全面地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方面则具体包括了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

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稳中求进方法论五个方面

(谢富胜、匡晓璐,2022)。这些本质规定也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之中。借鉴《资本

论》中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核

心,深入劳动过程和经济循环,考察与其相适应的生产、交换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现象层面所表现出

的经济范畴形式和变动规律,进而形成一个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经济

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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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条件之上,物质(再)生产和经济整体的平稳运行、健康发展依赖于一个畅通的经济循环体系,
投资有效益、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这五者互为条件和保障。① 其中,实
体经济尤其是生产性企业是经济的基础,处于经济运行的起点、核心位置。占主导地位、支配最大量

产品生产的典型企业中的劳动过程和技术水平体现了基础的生产方式;生产性企业在购买、生产和

销售等环节与其他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企业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济联系,构成了一定的产业结构和产业

体系;企业再生产过程的扩大、产业分工的深化在空间上形成了城乡和区域结构;满足消费需求的企

业产品和服务在实现其价值后,员工、企业、政府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分配体系;只有在稳定的外部环

境、良好的自然生态和公共基础设施条件下,(再)生产过程方可持续,构成一套完整的经济体系。生

产方式的性质、经济循环的状态和个人、企业、国家间各项生产交换关系的内容最终通过经济范畴的

数量变动得到直观体现。在这一逻辑主线下进行研究,可以在一般层次上明确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

历史特征,总结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对外开放等方面的理论学说,在经

济范畴上提炼出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财政理论、工资理论、货币金融理论等规律阐释,形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原理论”。

2.在特殊层次上根据主要矛盾转化,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特征。“发展社会主义不

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②基本矛盾规定了社会性质,受
基本矛盾制约的主要矛盾则是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据。而任何社会的主要矛盾本质上都是社会

需要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表现形式因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而异。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③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变化,通过国民经济循环过程带来社会

经济关系的广泛调整,表现为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变动,反映出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由

于技术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因此,生产方式的变革具有阶段性,理论体系的特殊层次能够在

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逻辑主线下抽象出不同阶段的经济运行规律,并探究这些规律如何在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体现不同时代的特性。在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原则下,党和国

家领导人根据工资、税收、利润、投资、进出口、经济增长等经济范畴变动所反映出的主要矛盾,分析

经济形势,继而主动变革方针政策、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以化解矛盾,反过来推动了矛盾的转化。因

此,各个发展阶段在主要矛盾转化以及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运动共同推动下形成螺旋上升关系。建国

初期,为了化解落后的农业国与先进的工业国之间的矛盾,我国有计划地控制居民消费,在短时期内

建立了完整的重工业生产体系,通过计划经济为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重工业生产和居民日常生

活需要的不匹配逐渐累积,阻碍了经济增长,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

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转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项体制,支持轻工

业发展,不断从数量和质量上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粗放的生产方式逐渐发展为技术增进型,并在我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基本形成了大规模标准化消费与大规模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国民经济体系。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后,根据我国各地区GDP规模和增速差异扩大、居民收入差距和

进口消费额扩大等经济现象,中国共产党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特殊层次的理论内容通过生产方式与物质需要的矛盾变化来明确不同发展阶段的内涵,
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事实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

特殊形式,并坚持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逻辑主线对典型事实进行理论分析,聚焦当前新发展阶段以

体现理论的时代性,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阶段论”。

3.在具体层次上以问题为导向,通过科学的理论分析提出相应的战略政策。“一定要以我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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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

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①具体层次上的经验研究,要聚焦不同阶

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分析其中重大问题出现的原因机制,考察现实生产方式面临的

具体矛盾以及国民经济循环中的风险和堵点,这样才能提出针对性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来化解矛

盾、推动矛盾转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对不同发展阶段的规律性总结为具体问

题的研究确立了历史方位,而正确地认识和判断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是制定和执行正确方针政策的

根本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相结合的基础上做出了新发展阶段的

战略判断,阐明了引导我国经济建设的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和路径选择。
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下行,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紧

迫任务、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任务。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立足新发展阶段,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有
以下诸多问题尚待回答:如何认识技术变革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并作出规范引导? 经济数据中所体现的

经济循环的堵点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 如何提振社会投融资、扩大居民消费,在实践中畅通经济循

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如何处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

富裕?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研究当前阶段社会主体在典型、主要生产部门中实际的生产活动,并以生产

方式为核心、以经济循环为脉络对新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进行科学认识、作出系统化的理论阐述,这样

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具有较强实操性的行动方案,形成具体层次上的“战略政策论”。

图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四、总结与展望:立足实际,守正创新

科学就是本质而系统地去反映客观实际的内外联系和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体系的特点就是坚持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方法,既在一般层次上把握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又在

更加具体的层次上理解内在逻辑和各种因素、历史过程的独特关系,从而为主体实践提供科学指导,
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理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经济学科,长期以来侧重于宏大叙事和抽象分析,对复杂经济现象的历

史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还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和理论体系构建的滞后

性也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撰中,无论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还是按照经济运行的四

大环节来阐述中国经济实践都未能形成“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和“合乎中国

经济发展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②。《资本论》的内容是未全部完成的,不能够简单地进行分析

框架的套用;着重于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制度和体制,则难以从中国的特殊经验中发现

一般,难以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发展规律。通过批判实在论重构和理解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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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
系列论述,为构建一个理论性和实用性兼具、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

系指明了道路。
结合矛盾分析法,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分析核心,通过国民经济循环搭建从生产方式到具体经济范

畴的桥梁,能够在“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下科学系统地认识社会经济状况,从而“透过复杂现

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①。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而“一种理论的产生,
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②。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作出符

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

导中国实践。只有聆听时代声音,坚持面向实践,认真研究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把握历史主

动、找到发展规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

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才能不断深化对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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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eoreticalSystemConstructionofSocialistPoliticalEconom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XIEFusheng DUXinlin
(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China)

  Abstract:ThetheoreticalsystemofMarxistpoliticaleconomyisanimportantreferenceforconstructingthetheo-
reticalsystemofsocialistpoliticaleconom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Byreconstructingthetheoreticalsystemof
DasKapitalwiththehelpofcriticalrealism,wecanmakecleartheanalyticalparadigmof“general particular specific”

andthelogicmainlinewiththemodeofproductionasthecoreofMarx,andprovideguidancefortheanalysisof
Chineseproblemsandtheconstructionoftheoreticalsystemfromtheperspectivesofstructureandcontent.Combining
withthemethodologyofanalysisoncontradictionestablishedbytheChineseCommunists,thetheoreticalsystemof
socialistpoliticaleconom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canconstructthecorresponding“puretheory stagetheory
strategicpolicytheory”inthehistoricaldevelopmentdimension.Insidethesystem,thetheoreticalcontentofeachlev-
elisdialecticallydevelopedaroundthelogicallineof“modeofproduction economiccircle experiencephenomenon”.
Therefore,onthebasisofclarifyingtheessentialcharacteristicsandgeneralprinciples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
tics,thewholetheoreticalsystemcanidentifythedifferentformsanddynamicsofthelawsatdifferentstagesofdevelopment,

providescientifictheoreticaltoolsforanalyzingandsolvingspecificpracticalproblems,andshowthedialecticalrelationship
betweentheoreticallogic,historicallogicandpracticallogic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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