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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

前言

2009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书是专门为庆祝祖国60周年大庆而作的。本书是在2008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一书基础上重新组织编写而成的。内容
不限于涵盖改革开放30年，还包括从新中国成立起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学的研讨
与创新。涉及的领域也有扩展，增加了社会保障体系、转型经济学、经济增长等章节。尽管如此，本
书总体上仍主要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理论经济学的研讨与创新，但没有包括一些应
用经济学的发展。本书力求按学术史要求写作，但限于作者能力和时间，做得还不够或有许多不足之
处。以后如有机会，争取能做得好一些。这也是本书作者特别是主编的愿望。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
经济建设取得令全世界惊叹的辉煌成就，年均GDP增速以1952年为基数达到8．1％，其中1978-2008年
年均达9．8％，2007年起已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8年人均GDP按当年汇率计算已超3000美元。
辉煌的业绩意味着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特别丰富，经济增长模式和道路高人一筹。中国经济学的繁荣
和发展，正是植根于这一特别肥沃的土地上。我们在梳理与概括中国经济学60年的研讨与创新过程中
，充满着自豪和憧憬更加美好未来的心情。限于作者水平，本书定有不妥和不足之处，敬希读者不吝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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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1949-2009)》涵盖了从新中国成立起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
济学的研讨与创新。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六大进展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努
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确认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
实现形式的所有制理论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理论；形成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对外
开放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经济学方法的革新。《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1949-2009)》涉及
的领域包括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阶段理论、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理论、企业制度演进和国有企业
改革、农业经济、市场体系理论、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价格理论、宏观经济管理改革、财政理论、
金融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社会保障体系、对外开放、转轨经济学、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区域经
济学、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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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即开始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一套“左”的理论体系。特别
是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学界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思想异常活跃，对计划
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与讨论热烈展开，涌现出大批有价值的成果，并在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上得到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确认。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创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实现
的。大体说来，第一步是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第二步是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第三
步才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第一步，改革开放初期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尊重价值
规律的作用。其标志性举措有：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
放的新时期。全会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
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
营管理自由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
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全会
建议国务院做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额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
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
做相应的提高。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在广大农村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尊重农民的生产
经营自主权，尊重农民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放开小商品和一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允许个体经济的
存在和发展；利用外资，建立经济特区；扩大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等等。这些改革开放的措施
，使国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广大干部和群众都亲身体会到市场机制的神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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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经过十多位执笔人的努力，已按期于国庆60周年前定稿、出书，作为向祖国六十华诞献礼，感到
十分欣慰。本书的写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孟昭宇社长、赵剑英总编辑和卢小生编审的倡导、
支持和鼓励，特此致谢！本书是各章执笔人辛勤劳动的成果。有好几位作者年逾七旬，有的作者为赶
时间加班加点。作为主编，我要感谢全体执笔人的大力支持与付出。本书各章后面，均注明执笔人。
主编对各章内容进行审阅，一律尊重和保持执笔人的主要观点和论述，只对少数章节做了个别改动或
删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程锦锥博士帮我做了一些编辑加工工作，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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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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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很好的理论梳理和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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