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综述·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１８届年会综述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４－２５日，曲 阜 师 范 大 学 经 济 学

院承办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１８届年会在山东

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

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辽宁大学、
同济大学、吉林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科研机构

的学者，以及《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山东大学学

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媒体及出版单位的代表出席本届年会。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提出反映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新阶段与新任务，体

现了经济发展新时期理论创新的紧迫性。黄泰岩教

授认为邓小平倡导的围绕“姓资姓社”和“改革开放”
展开的理论探讨，推进了中国经济持续３０多年的高

速增长。未来十到二十年的增长能否实现，就在于能

否形成经济学理念上的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确立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是

经济学界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关于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整体

　判断与具体特征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等一系列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政策的提出，从不同

侧面反映了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具体特征。学界关于

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热点议题主要围绕增长速度、结
构调整、消费驱动、创新驱动和制度变迁等视角展开，
与会学者也从这些方面分析了新阶段的具体特征。

刘国亮教授认为无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总需

求管理都是在增长的框架下展开的，现有理论集中在

供求均衡点左侧的引导机制，未充分关注右侧的淘汰

机制。在当前发展阶段政府的调控在左侧引导要素流

向，在右侧进行事后淘汰过程中做好利益调节。张军

果教授指出当前发展阶段上的经济新常态并非理想目

标，而是我国经济在新的时期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演化

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状态。速度放缓是表象，
结构优化是内核，动力转换则是关键，制度变革是根本。

林善浪教授梳理城乡人口流动数据指出农村劳

动力向城市转移形成的劳动力供给从以前无限供给

转变为有限供给，是当前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李

政分析了创新投入、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

的关系，认为应辩证看待发达国家服务业尤其是金

融业比重偏高的现象，不能一味追高。苏立群将服

务业划分为服务于物质生产的第一类服务业、服务

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第二类服务业以及形成非生产性

耗费的第三类服务业，并分析了依赖第三类服务业

扩张的美国模式，依赖第一、三类服务业扩张的德国

日本模式和依赖第一类服务业扩张的巴西模式。
臧旭恒教授认为在当前的收入阶段，化解中国

居民的“低消费之谜”，应关注异质性消费者，即受当

期消费影响更大的“非李嘉图消费者”。对我国居民

消费的研究发现家庭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占比的提升

有助于提高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增加居民消费应

促进家庭资产构成的多样化，降低金融服务费率水

平，提高资产整体的流动性水平。
杨蕙馨教授认为当前发展阶段应关注创新驱动

下的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认为商业模式的创新具

有重大影 响。在 当 前 发 展 阶 段 需 要 政 府 从 细 处 着

手，高度重视商业模式和产业模式的创新。魏建教

授探讨了文化创意能力和人才激励制度，认为文化

创意产业具有明显的个人专用性，需要较长时期的

训练、思考与领悟，创意的专有资产具有较强的人身

依附性。适应这一特点，非公司制的组织立法越来

越重视“资合”与“人合”的融合。
卢新波教授分析了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所面临的

改革的停滞与重启问题，认为问题倒逼改革是重要

特征。为此，需要构建一个理论假说：实用主义政府

具有资源控制能力和稳定性偏好，以财政压力指标

影响改革动机，各级政府之间的上下互动机制构成

行动路径，而经济增长顺利、财政压力降低会反过来

迟滞改革。因此，当前阶段的改革会有限度的推进，
应注意非市场化短期行为缓解改革压力的做法，使

上下互动机制有效运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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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理论 总 结，也 是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理 论 指 导。
研讨会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意

义、指导地位、理论创新方向，以及如何推动其发展

进行了讨论。
林木西教授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次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认

为历次讲话分别指向各级党委政府、经济工作者、高
校和经济学学者等社会各界，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地位，要求解决“三体系”不足（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 语 体 系 动 力 不 足，高 水 平 成 果 不 多）、
“三化”（某些领域马克思主义边缘化、通泛化、标签

化）和“三失”（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中

“失声”）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发展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和重要任务。
学会创始人南开大学张仁德教授在大会发言中

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

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创新。应

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制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明
确市场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手段和形式而不能本末倒

置使利润导向取代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应明确市场

自发调节导致的周期与消极影响，防范教育、医疗等

公共部门和思想文化领域市场化的潜在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书记王立胜介绍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平台建设，包括中国

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

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年度报告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动态》智库报

告两个报告，经济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团队、智库合

作团队和全国青年学者团队三个团队，以及《经济研

究》《经济学动态》《中国经济史研究》和筹建中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四个期刊。

学术评价标准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贾

根良教授从经济学多元化健康发展的角度指出，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良性发展，需要改

进经济学科的学术评价标准。他介绍了各国经济学

学生社团集体反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一家独大”的
学生运动，指出排斥非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和经济 思 想 史 引 发 的 严 重 理 论 与 实 践 问 题。因

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应建立独

立自主的学术评价体系。

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

运用资本竞争、劳资关系、收入分配和再生产图式等政

治经济学原理，与会学者探讨了新阶段的发展战略问

题，提出的具体对策主要集中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
丁为民教授认为马克思论述的资本间竞争导致

的生产资本过剩可以对当前的产能过剩提供恰当的

解释，加强资本结构和竞争行为的调控是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实质。同时，劳资竞争与工资的变动也是影

响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美国的经验表明实际工资的

提高有助于倒逼生产率提升、利润修复、产业结构升

级和经济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

陷阱”以及我国结构调整缓慢可能与低工资水平下的

“中低技术陷阱”有关。刘刚指出工资增长快于或慢于

劳动生产率直接对应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收入份额的

上升或下降，劳动收入份额与基尼系数呈明显负相关。
何自力教授认为供给侧宏观管理是一种结构性

定向性宏观调控体制，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精准性

和长期性特点。供给侧宏观管理不同于西方供给主

义经济学，也不是要实行计划经济，要坚持需求管理

和供给管理并重，把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有机结合

起来，推动结构调整优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
谢地教授提出辩证看待东北经济的下滑甚至负

增长。当前下滑最严重的是重工业和资源产业等产

能过剩领域。这是东北地区对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做出的牺牲和贡献，这也为东北地区寻找经济发

展新动能创造了条件。具体而言，应把东北国有企

业改革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转型升级有机结

合起来，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黄铁苗教授认

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应重点

解决导致生产与生活浪费的体制性问题、无效投资

与建筑物拆除导致的生产浪费严重问题、食品浪费

与食品安全问题。在经济增长方面，存在工程质量

差、产品质量差、服务质量差的问题，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过程中应重点解决。
吕景春教授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城镇化问

题上的关键是贯彻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中

关键是在供给侧找准着力点，落实城市基本公共服

务的均等化。应吸取拉美等国过度城市化的教训，
使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推进包容性

城镇化，转变政府职能，由经营运行者转变为公共服

务者，做到机会平等、共享、益贫、可持续。

（曲阜师范大学　刘 刚　李亚男　李 青）
（责任编辑：谭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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