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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历程在改革开放后的 ４０ 余年间经历了几次发展转

型。 这种发展转型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社会实践对经济思想的影

响， 也反映了中国经济思想学术形态的发展演进在相当程度上受制度、 政策的引

致。 本文根据制度变迁演进轨迹， 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划分为 ４ 个阶段： 改革开放

准备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３ 年），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 （１９８４—１９９１ 年）， 建

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 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 （２０１２ 年以来）； 并根据这一线索对各时期经济

思想发展转型作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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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社会实践与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内在联系及阶段特征既演绎了

经济思想发展流程， 也标识了经济思想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 学术形态的转

型特征。 经济学是解释经济现象、 揭示经济活动规律的社会科学， 研究经济

思想发展转型与改革开放社会场景及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内在联系和阶段特

征， 是中国经济思想学术体系的重要内容。

经济理论界对经济思想发展转型论题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 关于改革开

放准备阶段经济思想转型， 学界总结了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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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 （杨永华， １９８９； 张朝尊和文力， １９９２）， 阐明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

市场调节的必要性 （林毅夫、 蔡昉和李周， １９９３）。 同时， 有学者认为探索计

划经济、 商品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理论基础和概念体系应成为经济思

想研究的主体框架 （郭元晞， １９９２）。
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转型， 学界讨论了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特征、 规律的变革引致经济思想研究内容的转型和扩展， 商品经济、
社会分工、 价值规律、 市场机制、 所有制与社会利益关系、 计划经济与市场

调节的关系等成为经济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 （李斌， １９９１； 晓喻， １９９５； 陈

武元和杨俊辉， １９９０）。 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 经济理论研究主要转变为对

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 （于祖尧， １９９１）。 有学者将经典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来

解释 “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一经济体制形式和经济思想转型

（李义平和张文多， １９９１）。 在研究方法上， 经济学研究开始由规范研究逐渐向

对现实经济有更强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实证研究转型 （林珏， １９９６）。
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转型， 一些学

者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融合特征， 主要体现在概念

范畴、 理论要素、 分析方法等层面 （郑秉文， ２００１； 胡钧， ２００８； 王昉，
２０１３）。 然而， 在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取向上， 学界有着不同的

看法。 一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假设、 范畴、 理论进行评判， 指出照搬西方

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叶航， ２００３）； 也有一些学者主张运用西方经

济学的基本假设、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李绍荣， ２０００；
王国成， ２０１２）。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表现出鲜明的中西结合， 力求符合主流经

济学技术规范的发展特征 （吴易风， ２００８； 郭俊华， ２０１０； 程霖、 张申和陈

旭东， ２０１８）。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转

型， 一些文献关注了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呈现出规范研究向实证

研究转型趋向； 也有学者认为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也是需要规范研究方法的，
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宽泛的研究领域， 因所涉及的层次和视角较多， 运用规

范研究的方法应该更合适 （郭克莎， ２０１６； 赵峰和段雨晨， ２０１９； 何诚颖和

余鸿宁， ２０２１； 张雄， ２０２１）。 一些文献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张天华和张少

华， ２０１６； 陈登科， ２０２０）、 企业的市场主体功能 （李政， ２０１２； 何瑛和杨

琳， ２０２１）、 政府职能转换 （苏剑和陈阳， ２０１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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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卢盛荣， ２０１８； 刘真， ２０２１） 等角度， 讨论了经济思想转型的时代特征。
在经济理论界的研究基础上， 本文系统考察 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 ４０ 余年间中国

经济思想发展流程， 研究分析经济思想的发展转型， 对每一阶段的发展转型

特征 （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 概念体系、 学术形态、 分析技术等） 作出概述

分析， 并对经济思想在专业范式及 “科学共同体” 层面的转型给出理论辨析，
以期描述出经济思想系统性、 整体性发展转型架构。

一、 改革开放准备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３ 年）
　 　 经济思想发展转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开启了改

革开放历程。 思想理论界突破了唯生产关系论， 确立了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

及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决定经济体制、 经济关系、 经济利益性质的历史唯

物主义观念。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理论及基本国情， 经济思想研究将

经济体制、 经济运行、 经济活动置于价值规律之上， 经济思想主流理论从有

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理论基础向价值规律理论基础转型。

（一） 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的制度变革特征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 《解放

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讲话， 他指出： “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

体制权力过于集中， 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 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 地

方、 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 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

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邓小平， １９８８： １１） 这是 “文化大革命” 以后中共中

央正式提出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我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公报阐明了中共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 以及改革的方向、 内容及基本

措施。 邓小平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讲话及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公报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在若干方面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

些范畴， 如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 强调微观经济层面应有更多经营自主权，
强调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问题， 强调经济管理体制权力下放等。 因此，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 具体的改革方案， 但其对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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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推动意义在于明确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确立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 这就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科学探索和大胆实践开辟了道路。 中

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浪潮正是以此为起点， 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准备阶段制度变革的思想理论基础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

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最初是由理论界提出的。 １９７９ 年， 《经济研究》
第 ５ 期发表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一文， 提出我国处

于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或 “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这是 “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 的较早提法。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提出，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 这

是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论断。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 党

的十二大报告重申，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 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完整的阐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阐明了中国处于生产力落后、 商品经济不发达的

发展阶段， 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 社会化、
现代化。 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必须与这一基本国情相适应， 必须改革计

划经济体制， 构建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的制

度变革特征主要体现在从生产力发展角度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根据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施改革， 以

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

（二） 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经济思想理论范畴突破分析

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 引入商品经济和市

场因素， 引致经济思想学术观点在生产资料所有制、 社会分配、 经济运行、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等理论范畴有了突破。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 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其主要实现形式———全民

所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一传统理论观点展开讨论， 提

出了改革大一统的公有制、 构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的理论观点

和政策建议。 进一步深化的讨论是提出了所有制形式的现代化和所有权的权

能分离， 旨在公有制的大范畴下寻找产权主体独立及产权排他性制度安排，
以使所有权和产权制度符合商品交换、 市场交易的需要。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 党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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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 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

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政策层面正式确认个体经济是公

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明文规定：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

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

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在社会分配方面， 对按劳分配及劳动价值论等理论范畴从新的经济社

会条件和制度变革角度展开讨论。 理论上的突破是沿着从劳动力商品到劳

动价值论及价值决定多元论的路径展开的。 其理论价值在于， 试图解决在

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如何量化、 如何操作， 商品价值的决定如何与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的商品价值量分配及交换相契合等问题。 按劳分配及

劳动价值论是一个规范经济学论题， 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和理论界长期研究

讨论的范畴， 这些范畴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 所以， 制度变革的演进必然会引发新的观点，
产生一些突破。

在经济运行方面， 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特征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观

点实现了突破。 社会主义经济既然不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 还有商品经济成

分， 在经济运行层面也就不能单一地依靠指令性计划来调节， 还需引入市场

调节。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８ 日， 陈云在 《计划与市场问题》 的讲话提纲中谈到计划

与市场问题。 他指出： 以前计划工作制度中的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

条， 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所谓市场调节， 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 为此他提

出，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 计划经济部分， 即有计划按比

例的部分； 市场调节部分， 即不作计划， 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
带有 “盲目” 调节的部分。 他强调， 第一部分是基本的、 必要的； 第二部分

是从属的、 次要的， 但又是必需的。 他认为， 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

革中， 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的比例的调整， 将占很大的比重 （陈
云， １９８２： ６９、 ７１）。 邓小平赞同和支持陈云的上述思想，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１６ 日，
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阐发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

道路时， 指出应该让 “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邓小平， １９９４： ２４７）。
根据陈云的思想， 经济就是双轨运行， 主体部分受计划调节， 从属部分

由市场调节。 这种经济运行和调控模式在管理层面是有操作性的， 但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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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层面则较难将经济约束在板块式的框架中。 一旦引入市场因素， 板

块式的框架约束必然会被突破， 经济的双轨调控运行不能长久。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 党的十二大报告对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的经济运行模式作出

了概括： 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 是我国国民

经济的主体； 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 由市场来调节。 党

的十二大报告第一次划分了指令性计划、 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

和界限， 将国民经济运行分为 ３ 大块， 其原则是大的方面用计划管住， 小的方

面放开。 这一经济运行模式的设计体现了陈云的双轨运行及板块式调节的思

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经济学界在计划经济单一调节的观念被突破的基础

上， 围绕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以及计划与市

场在经济运行层面如何有效结合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方面，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国民经济有计划

按比例发展规律、 按劳分配规律等理论范畴在新的认识层面上展开了讨论，
并对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间形成的一些理论观点作了突破。 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规律， 一般是指斯大林于 １９５２ 年出版的著作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中的

表述， 即 “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
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斯大林，
１９６１： ３１）。 理论界一些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从产品经济和使用

价值角度概括社会主义经济， 但社会主义经济中仍存在商品生产， 价值规律

也发挥作用； 并进而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重新定义、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规律的内涵等问题展开讨论。① 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制度变革实践

背景下， 理论界对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 按劳分配规律等理论范

畴也展开讨论， 将其与商品经济、 价值规律、 市场调节相联系， 提出了一些

新的理解和表述。

（三） 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辨析

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一个显著标识是在某种程度上突

破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支点， 即生产资料公有制、 优先发

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一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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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的理论形态首先表现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及计划经济体制中注入了商品经济

和价值规律， 进而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 按劳分配、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等理论范畴的传统观点进行新的思考

和研究， 引致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入计划经济、 商品经济、 市场调节

相联系的框架， 并开启了将经济运行置于价值规律基础之上的主流理论构建。
其实， 如果从理论创新角度考察，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 中国经济学界

就提出将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生产、 价值规律相联系的观点， 并展开创新性

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 卓炯在 １９６１ 年提出社会分工决定商

品生产的观点， 他认为商品生产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自然进程， 只要有社

会分工， 就存在商品生产。 他还认为， 社会主义经济是 “计划商品经济”， 计

划经济和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 水火不相容的关系， 商品经济也可以为公

有制和计划经济服务。① 这一观点在 １９６１ 年应当说是富有创见的。 关于社会

主义经济与价值规律， １９５３ 年， 薛暮桥发表了 《价值法则在中国经济中的作

用》 一文， 认为国家计划不能无限制地支配整个国民经济， 只能在一定范围

内和一定程度上起调节作用。 他还指出， 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否认价值规律作

用 （薛暮桥， １９５３）。 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与价值规律关系的讨论中， 做出最

重要理论贡献的是经济理论家顾准。 他在 １９５７ 年发表的著名论文 《试论社会

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不同意当时流行的 “计划经济是主流，
价值规律调节只是补充并将逐步受到限制” 的观点， 鲜明地提出要充分运用

价值规律调节社会主义经济， 同时要限制经济计划对经济特别是对企业经济

活动的调节作用 （顾准， １９５７）。 社会主义经济与价值规律关系研究的另一个

理论高峰是孙冶方于 １９５９ 年发表的 《论价值———并试论 “价值” 在社会主义

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该文提出价值这个概念不论在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在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何一篇中都是不可少的，
少了它就不成其为政治经济学， 也不成其为经济。 因此， 该文指出要大大提

高价值这个范畴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孙冶方， １９５９）。 王亚

南主张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他认为价值规律具

有一切社会形态的商品生产的共有特性， 它的基本作用是促进生产。 他指出，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价值规律的真正作用， 是在它提高劳动生产力、 促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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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积极作用方面表现出来的 （王亚南， １９５９）。
以上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生产、 价值规律相联系的研究是中国经济

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创见， 也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和 ８０ 年代初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思想转型的重要先期思想资源。 但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６０ 年代， 这些思想和理论并不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的主

体框架或主流观点。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和 ８０ 年代初， 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

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商品经济、 市场调节、 价值规律等范畴开始成为主

流理论要素。 价值规律不仅是市场调节的基础， 也是计划经济的基础， 计划

调节和市场调节都必须反映和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 经济思想在当时的时代

背景下开始发展转型。

二、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 （１９８４—１９９１ 年）
　 　 经济思想发展转型

　 　 经过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８０ 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准备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

放社会实践进入了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阶段。 当时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 社会化、 现代化。
把实现生产的商品化与实现工业化、 实现生产的社会化相联系， 既反映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客观现实， 又突出了建立以商品经济为基

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 与这一社会实践相联系， 经济思想的研究内容及相

应的概念范畴体系发生转型。

（一）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制度变革特征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 《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七五” 期间将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改革计划经

济体制。 此后，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准备阶段进入到实施阶段。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 该决定明确提出：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

律， 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

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基础是在前期计

划经济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基础上， 明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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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制度变革特征是：
逐渐明确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属性， 是 “全覆盖” 式的经济发

展阶段， 而不是 “板块式” 地存在于计划经济之外的经济空间； 逐渐明确了

计划与市场是内在统一的， 作用范围是覆盖整个国民经济的； 逐渐确认了经

济运行机制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是以价值

规律为基础的。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 党的十三大报告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系统论述了经济体制改革，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 应该

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 邓小平重申改革开放这一基本

点时说： “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这个不能改。” （邓小

平， １９９３ａ： ３０６）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１ 日，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把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 计划

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种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

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的客观要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初，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 “计划经济为主、 市

场调节为辅” 推进到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

是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基础上的， 这一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是计划经

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整个国民经济的。 这一经

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适应于生产力发展要求， 推动了所有制关系、 分配关系、
经济运行层面的改革， 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二）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理论研究与现实经济运行相

结合分析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到 ９０ 年代初，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

革的全面展开， 经济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也从理论概念逐渐转向现实经济运行，
运用当时所掌握的知识和分析工具， 力图对经济运行作出设计或解释。

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制度变革相联系， 经济学界从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这一视角对社会主义所有制、 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微观经

济运行及国有企业改革、 与价格改革相联系的通货膨胀、 与宏观调控相联系

的经济周期及宏观经济管理、 比较经济体制等展开研究， 提出了不少新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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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是一个新的理论范畴， 但理论界从适应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发展、 构建商品经济运行微观基础的视角展开研究， 进而对所有制改

革进行探讨。 所有制研究与现实经济相结合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特征是不

再囿于公有制既定的理论前提， 而是将所有制与适合生产力水平和有利于发

展生产力相结合， 这种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标准出发讨论所有制形式的

理论视角创新是所有制理论研究的一种改进。 循着这样一种观念， 经济学界

提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概念和所有权与经营权 “两权分离” 的概念，
为从生产力标准出发探索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开拓了思路。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也从社会

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之争转为计划和市场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如何有效

结合。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 计

划也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基础之上。 并从操作的角度讨论计划与

市场调节的层次性 （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 及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功能。
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也切入到一个新的层面， 其重点转到国有企业应

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成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微观市场主体；
并循着 “两权分离” 的理论思路讨论了国有企业改革模式， 提出了承包经营

责任制、 股份制、 资产经营责任制、 租赁制、 通过横向联合组建企业集团等

具体方案。 由改革实践所推动， 国有企业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一些理论

建议还运用于改革实践。
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是价格改革。 计划经济是与价

格管制相联系的。 在计划经济中， 价格所包含的信息并不反映实际市场供求

关系， 因此价格不成为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 更

多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由市场调控， 扭曲的价格体系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

的障碍。 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阶段中， 价格改革主要是结构性地调整物价，
使商品的比价逐渐趋于合理。 政策设计是尽可能控制货币发行量， 避免价格

改革所引致的通货膨胀。 但由于计划经济的供给短缺特征， 计划收购价格要

比 “超购加价”、 集市贸易价格、 企业超产自销价格低很多， 一旦国家定价的

范围逐步缩小， 国家规定的价格逐步向市场价格并轨， 必然出现价格的上涨。
在此之前， 由于对价格的计划管制， 中国一般不存在通货膨胀这一经济现象

（或者说是以凭票供应这一形式存在 “隐蔽性的通货膨胀”）。 随着经济体制改

革尤其是价格改革的推进， 价格、 货币供给与社会总供求的市场联系日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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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在成本推进和需求拉动的共同作用下， 经济中发生了通货膨胀， 经济学

界也开始对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治理展开研究。 由于通货膨胀对于传统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而言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课题， 因此对它的研究必须要有新的知

识准备和分析工具， 这也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和学习。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调节作用的不断增强， 经济增长出现了波

动。 为解释经济波动， 经济学界开始研究经济周期理论， 虽然较多的研究仍

不脱规范研究的积习， 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运用经济统计等工具致力于中国经

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 与经济周期研究相联系， 经济学界从总供给和总需

求关系角度研究宏观经济失衡， 提出了总量失衡、 结构失衡、 直接调控、 间

接调控等观点。 总量失衡、 宏观调控的研究必然要与宏观经济学的原理、 概

念、 方法相联系， 并逐渐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相衔接， 也使经济学研究

具有 “致用” 的特点。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了经济学界对国际范围内的经济体制进行比较

研究。 事实上， 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也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

点课题， 主要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类经济体制进行比较。 这种研究

并不像此前的从意识形态或空泛概念出发进行比较， 而是运用信息结构、 决

策机制、 动力结构、 利益均衡、 秩序理论、 经济绩效、 交易成本等理论和分

析工具， 对经济体制进行比较， 探讨中国经济体制和工业化发展的有效模式。

（三）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辨析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标识可以表述为： 经

济学研究为适应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而越来越多地关注现实经济问题， 推动

经济学开始由规范向实证的范式转型。
中国经济学界的理论研究比较习惯在一些定义和概念上展开 “思辨性”

讨论。 一般的套路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作为理论依据， 用

“规范经济学” 的方法进行研究， 对社会主义经济 “应该” 是怎么样提出观点

和构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理论基础上以及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推动

下， 经济学界的研究逐渐从理论教条出发转为从中国的国情特点、 生产力水

平、 改革开放实践出发， 力求使理论研究更切合实际和更具有解释力。 社会

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在运行层面或制度操作层面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

结合。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理论界仍有观点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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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不只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方式和手段， 它首先是社会主义

的本质属性和特征。 这种观点认为，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 国民经济有

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具备了发挥作用的条件， 这一规律是以国民经济综合平

衡的形式亦即计划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的。 但更多的理论研究则是从社会主义

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一经济形式出发， 讨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在经济运行层

面的相容性和互补性， 并提出一些具体的运行设计 （ 《经济研究》 编辑部，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１）。 如果从国际考察， 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 市场机制与宏观调

控有效结合也是一种发展趋势。 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也都形成了稳

定的宏观干预体系， 加强宏观调控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适应社会化

大生产发展而进行的重要变革。 另外， 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也较早地进

行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实验。 如匈牙利就曾长期实行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的计划管理体制模式， 南斯拉夫实行自治计划管理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
等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以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改革， 既是由中国

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工业化发展阶段等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也是符合生产社

会化发展趋势的。
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 经济学界的主流已从此前的关于社会

主义经济是否存在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 特征、 规律与商品经济

是否相容的讨论， 转入运用经典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解释 “公有制基础上

有计划商品经济” 这一经济形式， 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现实经济问题和新

的理论范畴。 经济思想在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理论框架等方面开始由规范

研究逐渐转向与现实经济更多建立联系、 试图向更具解释力的实证研究范式

转型。

三、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 经济思想发展转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昭示着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
从理论角度考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历史性的制度创新， 不仅仅是经

济运行层面的转轨， 更是涉及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深层次的变革。 经济体制

改革实践与经济思想理论创新相结合， 引致经济思想在概念体系、 研究方法、
专业范式等层面的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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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制度变革特征

１９９２ 年初， 邓小平视察南方， 并发表了一系列谈话， 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之一便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经济日

报》 发表长篇文章 《社会主义也应搞市场经济》， 明确提出发展市场经济是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必由之路。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文汇报》 发表评论员文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提出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新体制。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党的十四大报告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

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正式提出： 经济体制改革的

目标， 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 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

的基础上，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和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革特征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

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这一特征的关键词一是将经济体制改革与

资源配置优化相联系， 二是将资源配置优化与市场相联系。 这是前一阶段计

划经济、 商品经济、 市场调节、 价值规律改革路径的合乎理论逻辑的深化，
也使经济体制的架构与现代经济学更加契合。 为实现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

体制改革目标，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 必须在所有制

结构、 产权制度、 企业制度、 市场体系、 分配制度、 政府职能等方面实施相应

的改革， 判断各项改革措施的标准是：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
这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５ 年后，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国情的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纲

领的确定，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层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层面

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为此，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健

全统一、 开放、 竞争、 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党的十六届

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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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党的十四大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改革目标；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框架性任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开始建立到开始完善， 改革主线是清

晰的， 即从 “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到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改革的推进和深化既

是适应新形势和新发展阶段， 也是市场化改革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
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强大动力，
为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逐渐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进一步依靠市场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经济活

动效率和发展活力。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 要实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奋斗目标， 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从制度上更好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在 “更大程度上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到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这一改革主线体现了对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深化。 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的作用， 首先要完善基

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四大在确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基

础上， 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是： 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

有制经济为主体， 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 外资经济为补充， 多种经济成分长

期共同发展。 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首次做出界定，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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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义把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 纳入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之中， 而不再是 “补充”。 这也是第一

次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看到对所有制结构的阐述做出的重大修改。 党的十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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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阐述， 在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

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中予以宪法意义上的规定。 党的

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

制度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 提出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

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

实现形式。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明确阐明，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

容。 建立归属清晰、 权责明确、 保护严格、 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是完

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要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

础，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对于非公有制经济，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

大力发展积极引导，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 支持、 引导其发展。
这一制度政策变革线索反映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面是完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在现代产权制度基础上形成统一 、 开放、 竞争、 有

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在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

运行绩效， 这一制度因素作为重要的内生变量， 支持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并以持续对外开放为契机， 使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主流。 中国的改革实践表

明， 改善制度供给条件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理论创新研究概论

所谓创新研究， 特指结合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实践， 突破原有政治经济

学体系和框架， 对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进行探讨和解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初， 经济学界在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

的讨论中， 有许多论者认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

制度， 是经济运行在总体上以市场为中心而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经济制度。
他们指出： 市场经济不是中性的制度范畴， 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特征； 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则不具有明显的社会性， 属于中性概念， 可以

互相结合， 共存于同一社会条件下发挥各自的功能 （熊俊， １９９１）。 这种将经

济制度与经济运行机制区分开， 接受市场调节而不接受市场经济的观点在当

时较具普遍性。 但还在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 经济学界就有观点提出：
计划与市场是现代社会化商品经济共有的起互补作用的运行机制； 实现计划

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或计划市场一体化， 有助于经济协调稳定增长； 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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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取向 （熊俊，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年以后， 经济学界关

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形成一个热潮， 并逐渐从观念层面深化到制度建

设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合理性， 研究者不再

局限于以往的生产力、 生产关系、 价值规律等范畴， 而是直接从资源配置范

畴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也是社会经济运行及经济活动效率的核心环节。 计划经济是靠行政性计划和

政策来配置资源和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 实践证明其是低效率的。 经济体制

改革的起点就是改革计划体制， 引入市场调节因素，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所

以只有从资源配置范畴出发讨论， 才能讲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

必要性及合理性。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无论是在经济理论方面， 还是在人类社会的

经济制度方面， 都是一种创举。 这一制度创新的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

任务更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 “多年的经验表明， 要发展生产力， 靠过去

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 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

生产力。 现在看得很清楚，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
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 这个路子是对的” （邓小平， １９９３ｂ： １４９）。 根据党的

十四大的界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其性质和特点体现在所有制结构、 分配制度、 宏观调控３ 个方面， 其中最具根本

性的是所有制结构， 即以公有制为主体。 要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 无论是

理论上还是实践中， 都是一个关键问题。 经济学界就所有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发

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涉及对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新解读、 所有制是手段

还是目的、 国家所有制改革思路、 所有制结构及组合、 公有制为主体的理解和

计量等方面。 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创新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 公有制实现形式、
混合所有制、 现代产权制度等概念范畴及相应研究成果上。

所有制结构思想的提出应该始于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该决议提出： 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

国基本的经济形式， 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这是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论述相适应的关于所有制的新认识， 第一次正式

确认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经过 １９８２ 年党的十二大、 １９８４ 年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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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发展， 到 １９８７ 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

制结构描述为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已是一

种经济社会现实， 也是经济学界的共识。 思想理论界对所有制的内涵、 所有制

结构及形式、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界定、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路径、 国

有经济及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等展开多方面、 多角度的研究。 这些研究课题都突

破了原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框架， 都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生成

的， 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研究和讨论， 其理论意义在于将生产关系的规定

性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 即在不改变公有制产权性质的基础上实施公

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 传统理论观点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定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基本形式， 再加上集体经济。 在计划经济时代， 全民所有制是通过百分之

百的国有国营这一形式实现的。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必须对

公有制实现形式进行新的探索， 在所有制层面形成独立的市场主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是一个热点研究

领域， 提出了诸如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 股份制、 现代

企业制度等思路， 利用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探索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

随着所有制结构改革及公有制实现形式改革的推进， 产权的流动和重组

成为常态， 资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元越来越多， 形成了新的所有制结构形

态———混合所有制经济。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有资本、 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

本 （包括外资） 等参股、 投资的主体多元化的所有制经济形式， 主要采取股

份制的企业组织形式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国有资本以绝对控股、 相对控股、
参股的方式参与。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适应经济市场化发展、 增强公有制经济

活力、 提高微观经济活动效率的改革思路， 也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有创见的

学术研究课题。
大抵在 ２０ 世纪末， 西方 “新政治经济学” 的一些理论诸如产权理论、 新

制度经济学、 交易成本理论、 法学与经济学等较多地被引入中国， 这些理论

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操作设计需要， 特别反

映在关于 “现代产权制度” 的理论研究和改革思路方面。 为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必须建立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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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清晰、 权责明确、 保护严格、 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现代产权制度的

核心内涵是依法保护各类产权 （包括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 健全产权交易规

则和监管制度， 推动产权有序流转， 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

展权利。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１ 世纪初， 现代产权制度研究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方面。 特别地，
依法保护各类产权的思想在 ２００４ 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和 ２００７
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中得到确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特点除了体现在所有制结构上， 另外还体现

在分配制度和宏观调控方面。 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 收入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原则是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引入竞争机制， 打破平均主义， 实行多劳多得， 合理

拉开收入差距。 与之相联系的观点包括建立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工资增长体

制， 保护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兼顾公平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了宏观调控体系的深化改革， 经济学界运用宏

观经济学理论和框架， 从总量调控定义宏观调控， 主张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引导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

长。 宏观调控要采用经济手段和财政、 货币政策工具， 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

供给的基本平衡。 在宏观调控研究中， 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转变

政府职能。 为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必须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要从计划经济为主时期的资源控制者和配置者转为公共服务的提供

者、 市场秩序的维护者、 社会生活的管理者， 并更好地发挥国家规划、 产业

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综合运用财政、 货币政策， 在制度层面保障经济

社会有序运行和更好发展。

（三）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辨析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标识可

以表述为： 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或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研究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引进、 研究、 应用进一步融合， 在概念体

系、 学科范式、 研究方法等层面互相交织， 相当程度上整合在一个研究框架

中。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表现出鲜明的中西结合、 力求符合主流经济学技术规

范的发展转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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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两个新的要求。 第一， 对现

实经济 （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有更强的

解释力； 第二， 范畴体系和学科框架要有开放性。 同时， 对西方经济学的研

究借鉴也更系统、 更求实效。 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 研究不再是零散的， 而

是整个理论体系、 整个学派的引进介绍， 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学科及新

学科也有及时的介绍和了解， 对基本理论把握得更准确， 对基本分析方法也

有更广泛的运用。 这一时期， 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 基本假设、 理论框架

方面的范式特点， 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 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力、 预测力

等对中国经济思想有比较深刻的影响。 所以， 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这一时

空节点上，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
就有进一步融合的需要性和可行性。 这种融合不仅仅是若干范畴、 概念的交

叉和吸纳 （如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加入机会成本、 均衡价格、 效用

函数、 消费函数、 总供求、 充分就业等概念范畴）， 还是在范畴体系、 理论框

架、 研究方法方面的吸纳和融合。 许多经济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 方

法和分析工具研究中国经济， 在大部分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献中， 都存在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 方法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 方法同时运用的状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缺失现成的知识准备和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但经济市场化发展中产生的一

系列现象、 问题、 矛盾， 需要更专业的经济知识和理论作出解释， 需要进行

实证性的研究。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中国经济思想以中西融合为特征的转型，
既适应了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是在体系、 框架、 方法层面的新的发展。
这里所谓的 “中”， 是指原来的或 “传统” 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些

概念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相应的经济思

想理论。 即使是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概念范畴体系上与

西方经济学也是有所交叉融合的， 因为两者的理论来源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
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在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基本内容、
理论框架方面还是有本质差异的， 这种差异不是同一理论体系中不同流派的

差异， 而是两种理论体系的差异。 所以， 在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的中国经济

思想发展中，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表现为一种趋势

和主流形态， 但两者并未融合为同一理论体系。 事实上， 针对这种融合趋势，
经济学界也展开了讨论。 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 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应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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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有体系的修正和补充转向批判与重建， 主张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甚至干脆反对 “西方经济学” 的提

法而代之以 “现代经济学”。 另一种代表性观点指出， 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

决中国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也不能走 “西方经济学化” 的道路，
还是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 经济学在不同的文化形态、 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中

一定是有差异的， 这种差异会体现在经济哲学层面、 研究方法层面、 理论体

系层面。 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 其基本因素应该是有通识性的， 比如

资源稀缺和选择。 基本因素通识性构成了交流的基础， 也为追求科学普识性

提供了路径。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 随着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开放历程演进， 中国经济思想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引进、 研究、
应用进一步融合， 这种发展既是适应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 也是中国经济思

想学术形式发展转型的阶段性特征。

四、 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阶段 （２０１２ 年以来） 经济思想发展转型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一核心问

题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 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具有

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方面， 政府作用的科学性、 经济性、 有效性是市场经济

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 另一方面， 市场体系的健全、 市场交易的规范、 市场

经济制度的发育水平又是提高政府作用效应的基础。 所以， 加快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 既要研究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 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经

济活动效率等方面的一般规律， 又要联系中国实际， 从理论上、 制度上、 操

作上研究新兴市场经济体条件下政府作用的目标、 手段和相应的管理体制，
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 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制度变革特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完整界定， 包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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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将经济

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表述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 推动经济更有效

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发展， 并明确将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作为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反映了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及扩大开放与深化

改革互动的客观要求。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该决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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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体制改革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该决定首次明确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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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体制改革层面，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

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体系中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党的十九大报告阐明， 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该报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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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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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加

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

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 实现产权有效激励、 要素自由流动、
价格反应灵活、 竞争公平有序、 企业优胜劣汰。 与之相配套的是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 打破行政性垄断， 防止市场垄断， 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 放宽

服务业准入限制， 完善市场监管体制。 这里的两个关键词———产权有效激励

和要素自由流动， 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 的两个操作性节点。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 市场是经济活动的中

心。 经济活动的动因是追求经济利益， 而平衡经济活动成本和收益的是产权

制度， 产权制度及其激励效应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成本补偿和利益分配， 进而

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效率。 另外， 市场配置资源一般是指生产要素， 即用于生

产产品和劳务的资源。 生产要素是生产产出所必需的投入品， 作为稀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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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有效配置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在有效的产权激励和生

产要素自由流动前提下， 资源配置效率趋向于提高。 所以， 产权有效激励和

要素自由流动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路径。
中国从 １９９２ 年开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 ２０ 年的改革

和发展， 到 ２０１２ 年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阶段。 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了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框架性任务。 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使

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到党的十六大提

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以及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再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以及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

建立、 完善到加快完善的改革步骤始终围绕着市场与资源配置这条主线， 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目的是资源配置优化、 经济效率提升、 社会

福利增长， 这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所必需的。
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和起决定性作用为主线， 加快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革特征还体现为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以

及将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更紧密联系，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二） 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理

论本体化研究特征分析

　 　 所谓本体化研究， 是指经济思想经过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及体系的反思与突破， 经济思想理论研究范式和方法从 “规范” 为主向 “规
范” 与 “实证” 并重， 经济思想理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需要而对

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借鉴及融合； 发展到经济思想理论研究进一步与中国的改

革开放战略及实践， 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现实需要， 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现实需要，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

划， 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现实运行相结合； 以中国的发展需求为主

体， 以 “中国化” 的理论构建和观点设计为体裁， 展开经济思想本体建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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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学术研究。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 一些增长和发展中的弊端也集中

体现， 如经济发展的粗放、 经济运行效率较低、 宏观经济总量失衡、 地区经

济发展不平衡、 环境污染及社会成本上升、 居民的贫富差距扩大、 产业结构

升级缓慢、 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脱节、 发展的可持续性等。 面对这些

现实问题或基本国情， 经济学界的 “本体化” 研究大体集中在四个板块。
第一， 以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新发展理念、 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线索， 构成经济思想理论本体化研究的第一个板块。
这一理论研究板块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转型发展要求出发， 研究讨论的论

题包括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自然环境、 社会成本的协调， 经济效率、 收入分配、 均衡补偿之间的平衡，
工业化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理论及实证， “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际

比较、 中国经验以及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业

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运行，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 经济新常态与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等等。 与这一板块的研究内容相联系， 还出现了

“新结构经济学” 等以中国改革和发展实际为基点的研究， 试图从 “资本”
“劳动” 的资源禀赋变化角度探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路径。 以上经济思想

理论研究的论题和视角基本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及改革开放的现实

状态和现实需要。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

进入中速增长， 经济进入转型期， 改革开放进入深化期。 以这样一个时空坐

标为依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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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论断从 “需求”
和 “供给” 两个方面对科学发展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新发展理念的线索

作了概括。 从需求看， 已经不单单是物质文化需求， 还包含物质文化、 公平

正义、 共享互惠、 社会进步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愿望； 根据需求的变化， 供

给也已经不单单是社会生产发展、 经济高速增长， 还要求平衡的发展和充分

的发展。 平衡发展就是要兼顾总量与人均、 区域与城乡、 经济结构、 社会阶

层等方面的发展平衡， 充分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发展以及高质量

发展。 这一时期， 经济学界有关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

驱动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经济去杠杆及实体经济发展、 新型工业化与

城镇化、 发展方式转型与全面深化改革、 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 全面深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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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路径等方面的讨论和研究， 都紧密联系中国的经济实践， 根据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情况、 新阶段、 新矛盾、 新问题， 结合中国经济的现实场景和

经验数据， 为中国的转型发展提出政策依据和理论观点， 体现了鲜明的本体

化研究特征。
第二， 从 “中国模式” 的讨论及界定出发， 联系中国经济转型路径， 发

展出对 “中国经济学” 的研究探讨， 构成经济思想理论本体化研究的第二个

板块。 “中国模式” 的实践原型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发展

成就， 但一般认为， 其思想要素源于外国学者。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英国伦敦外交

政策中心发表乔舒亚·拉莫 （Ｊｏｓｈｕａ Ｃ Ｒａｍｏ） 的研究报告 《北京共识》， “中
国模式” 开始成为学术界的一个论题。 国外学术界对 “中国模式” 的界定比

较简单， 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两个维度来解释中国经

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治理， 认为这种模式构成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一种发展道

路。 国内学术界则不单单是从经济层面， 还从政治层面解读和界定 “中国模

式”， 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中央与地方的权利配置、 政府干预与自由竞争市场经

济等维度讨论 “中国模式”。 对 “中国模式” 的讨论研究， 引致对 “中国经

济学” 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没有走自由市场经济道路， 而是通过渐

进式改革， 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特别是经济规模跃居世界前列。 一方面，
国内学术界一些观点认为， 这一经济现象与西方古典、 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

有某些契合之处， 但许多方面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不能解释的。 另一方

面， ２１ 世纪前十年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

出现， 使人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理论和机制产生了怀疑， 并促使中

国经济学界对 “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中国经济学” 的进一步思考。 在中

国经济学界， 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评价有不同意见。
一派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该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价格机制的作用， 并从这一核心观点出发对国有企业改革、 产权制度改革、
宏观调控等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另一派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走 “市场

原教旨主义” 道路， 中国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结构性不平衡矛盾正是市场

万能论所引致的弊端， 照搬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只会对中国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形成误导。 但无论是哪派观点， 其立论的出发点基本是以经济全

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为坐标系， 探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道路、 模式和机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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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大抵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 经济学界对构建 “中国经济学” 展开

讨论， 包括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和学术传统、 中国经

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学术规范等。 到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构建更是成为了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 据统计，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文， ２０１６ 年共 ３０５ 篇， ２０１７ 年共 ３７９ 篇。 这一主题的研究

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逻辑起点、 根本方法、
理论属性、 指导原则、 历史定位、 理论来源、 实践基础、 科学内涵、 理论创

新方向、 体系构建的历史演进等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课

题组、 李军林和张妮， ２０１８）。 对这些文献的观点进行归纳， 一般的认识是：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展现出的发展绩效、 发展路

径以及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 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范式已难以解释； 要结

合中国的发展实践及国情特色和制度条件， 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为指导，
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 所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本体化” 特征主要体现在

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紧密结合或以此为基点， 其理论体系和内容还是

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借鉴西方经济学， 而不是另创一个经济学类型。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 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同时借鉴西方

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需

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也需要有效借鉴西方

经济学， 用经济学话语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作出描

述和解释， 进而总结提炼出一些规律性或定理性表述。 这也是最能体现本土

化功能的路径。
第三， 以中国经济发展 “新常态” 为条件， 从调整供需结构失衡角度探

讨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路径，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产能过剩与经济

去杠杆、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展开研究， 构成

经济思想理论本体化研究的第三个板块。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在经济总量高

速增长的同时， 经济结构与经济总量不平衡的矛盾一直存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

融危机爆发， 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开始发生变化， 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需求

增长趋缓， 发达国家依靠科技进步调整产业结构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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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进入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持续

发展既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部署， 也是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中

国经济的发展转型特征可以用 “新常态” 或 “中国式新常态” 概括， 即指经

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 经济总量和结构失衡要求优化结构、 优化发展

质量； 要素投入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 要求转变为创新驱动发展；
资源紧张和环境恶化问题日益严重， 要求实现绿色发展及包容性发展等。 与

经济新常态相联系的新发展理念是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由于经

济新常态所要求的转型发展涉及深层次的结构失衡问题， 因此在政策层面和

理论层面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论题。 如果从宏观经济学原理考察， 总

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市场均衡的两个变量， 两者是不可分的。 但就宏观调控

手段或政策而论， 需求管理被认为是偏重于总量和短期调控， 供给管理则偏

重于结构和中长期调控。 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并不能套用西方经济

学的供给学派的理论来定义， 其是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改

革思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 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

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 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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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 （习近平， ２０１６： ３０）。 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首先是基于中国经济成长阶段和经济发展现状而提出的一种改革方针和

政策规划， 继而成为具有本土化色彩的经济学研究热点领域。 据统计， ２０１６
年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论文约 ５８００ 篇， 到 ２０１７ 年， 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

达 ７７００ 篇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课题组、 李军林和张妮，
２０１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善供给质量、 平衡供给和需求

结构， 因此引致出对低质量产能过剩、 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低下、 经济虚拟化

和泡沫化的治理思路和理论研究。 这些经济现象都是有关联的， 治理它们的

一个核心环节是实体经济要转型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 依靠提高有效供给

能力来提高盈利能力， 吸纳集聚包括金融资产在内的经济资源， 这既是中国

经济由大而强的必经阶段， 也是中国越过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 全面实现工

业化、 全面实现小康的必经阶段。
在经济新常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板块中， 有学者提出 “新结构

经济学” 论题， 从 “要素禀赋结构” 角度讨论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 并称这

有别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方法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林
毅夫，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新结构经济学将经济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归因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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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劳动生产率水平取决于与 （静态的） 要素禀赋结构所决

定的比较优势相适应的最优产业结构。 动态地看， 要素禀赋结构会升级， 在

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 产业结构会循着新的比较优势而转型升级。 这一

思路在理论要素和分析方法上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 事实上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开始，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一种宏观调控政策， 其政

策方向是循着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思路， 通过放松管制以提升效率、 促

进增长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１９９７； Ｇｅｒｓｂａｃｈ， ２００４： ９—２２）。 但 “新结构经济学”
试图将通常用于国际贸易分析的要素禀赋理论引入经济增长分析， 并且在结

构转型升级路径设计上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 “华盛顿共识” 而有所标新， 可

以将其看作是经济学本体化研究的一种视角。
第四，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基础上， 从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当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维度， 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 既为中国的改革

开放实践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 又根据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特别是经济理论进行延展研究和 “当代化” 研究， 构成了经济思想理

论本体化研究的第四个板块。 从历史角度考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

个新论题，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抽象化、 空洞化，
而是主张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与中国的国情特点相联系。 理

论界一般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 是一个发展过程。 但在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 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

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多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特别是指用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社会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 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的经典

理论或概念范畴来诠释、 论证、 规范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实践以及相应的政策、
理论、 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 在操作上是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演绎社会形态及经济制度变迁。 中国改革开

放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 进而推进的经济体制

改革，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生动写照。 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劳动价值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所有制理论。 中

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的一些纲领性政策和理论， 如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

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坚持效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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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平衡等， 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 又结合中国

的改革发展实际对上述核心概念作了一定程度的致用性调适。 以上关于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概

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适时性和致用性调适的归纳， 应该是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体内容及主要成效。 其他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中国化的论述， 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 “中国经济学” 构建、 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与中国化、 《资本论》 的当代化解读、 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 “源头” 与 “中国模式” 的联系、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现实发展中的

新情况并提出新理论等。 从研究现状考察， 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

涵、 时空线索、 科学框架、 理论范式、 主体内容等仍有不同的探讨视角和观

点表述。 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则是一个共同的基础， 表现

出鲜明的本体化研究特征。

（三） 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

展转型辨析

　 　 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

型的标识可以表述为，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政策操作和经济学研究

需要解决双重扭曲问题： 一方面是市场机制的扭曲导致发展不平衡， 另一方

面是政府行为的扭曲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 双重扭曲导致经济发展陷于结构

性矛盾， 而且这种矛盾主要不是源自周期性波动， 而是源自体制性摩擦和耗

散。 为解决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经济学界展开关于结构性改

革的研究。 与总量分析相比较， 结构分析需要放松更多假设条件， 至少不再

视制度变量为既定， 观照的时间更长， 涉及的领域更多， 一般均衡分析的整

体性更强。 所以在这一发展阶段，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表现出在本土化基点上

寻找系统性、 整体性构架的转型特征。
这一发展阶段经济思想转型的路径可以概括为两种代表性方案。 一种方

案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性扭曲的主要成因是市场化进程迟滞， 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不健全和受到干预， 扭曲的价格不能发出准确的资源

稀缺信号，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 结构性扭曲与市场化指数下降特别

是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下降有直接关联。 所以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真正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应该提供公共品， 而不是直接去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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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市场或直接用行政手段调结构。 中国经济思想理论的系统性、 整体性构架

应该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路径发展， 核心要素包括公平的市场准入、 自由

竞争、 价格灵活性、 自主创新、 透明的监管、 消除要素市场出清的障碍、 严

格的产权保护、 改革政府干预市场行为的制度和规制等。 将西方新古典经济

学所论证的市场最优环境作为基准点， 将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系， 以此来界定

市场化改革方向和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型方向。 另一种方案则认为中国经济结

构性扭曲在相当程度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 正是市场行为对效率的极端追求

以及市场机制的盲目性、 短期性、 局部性弊端造成了经济秩序的失控和宏观

失调。 中国经济改革模式和经济思想转型方向不能是新自由主义的 “市场原

教旨主义” “自由化” “私有化”； 其遵循的原则应该是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反对两极分化、 追求共同富裕， 公平和效率并重但更加

注重公平与和谐； 其核心特征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

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一方案还有一

个依据是， 面对中国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发展经济

学、 经济增长理论均不适用， 它们不能解释更不能指导中国的改革发展。 所

以需要进行经济思想、 经济理论创新，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系统

理论和整体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特色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实践和现实

问题， 三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部分。
以上概括的两种方案虽然观点和路径有差异， 但其共同点则是力图在中

国实践、 中国经验、 中国问题的基点上构建一种适用的经济理论或经济学，
用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这是经济理论中国化、 本体化和中国实

践理论化的整合过程， 或者说是经济学本体化、 规范化、 国际化的过程。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展开的有关中国经济学的讨论， 既是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发展， 要求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更适用、 更实证、
更实用， 也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本体化、 系统性、 整体性转型过程的学术

景观。
从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层面考察， 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表现出两方面

的状况。 一方面， 延续了前一阶段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 力求符合主流经济学技

术规范的发展转型趋势。 比如， 在权威的经济学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 大部

分都是用实证的方法做的研究， 即在现有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 提出新的假

３５

改革开放制度变革特征与经济思想发展转型辨析 ◎



设条件， 对基本模式作适应性处理 （引入新的变量）， 尽可能利用现有数据或

利用中间变量替代方法以弥补数据不完整的缺陷， 对所研究问题进行刻画并

给出分析结论。 如果理论模型和理论框架运用合理， 再加上有一定质量的数据，
就是一篇好的论文。 另一方面， 在一些比较大的论题的研究中， 还是有较多的

规范研究方法的运用， 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 中国模式和中国

经济学的讨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讨论等。 对于这些比较宽泛的研究

领域， 因其所涉及的层次和视角较多， 运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应该更合适。

结　 语

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标识是整合了计划经济、 商品经

济、 市场调节相联系的研究框架， 开启了将经济运行置于价值规律基础之上

的主流理论构建。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标识是经济学研究为

适应改革开放社会实践的需要而越来越关注现实经济问题， 推动了经济思想

开始由规范向实证的范式转型。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标识是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基础上， 经济思想具有中西结合、 力求符

合主流经济学技术规范的发展特征。
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

型的标识是在中国实践、 中国经验、 中国问题的 “本体化” 基点上寻找系统

性、 整体性构架。
综观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来的经济思想发展流程， 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社会实

践要求经济思想理论更有解释力、 更实证、 更致用， 一方面是中国经济思想

本体化、 系统性、 整体性转型的学术景观， 反映了经济思想发展转型与社会

实践、 实证分析条件相结合的科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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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ｔｉｏｎ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ｓ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ｇｅ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３）；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９８４ －

１９９１）；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ｕｅ，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００， Ｎ０１， Ｅ１１

（责任编辑： 倪诗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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