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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的专著

——评王元璋教授的《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发展思想导论》

秦春花

　　刚刚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元璋教授的专著《马克思恩格斯

经济发展思想导论》(以下均简称为《导论》) , 与迄今为止的国内

外所有研究马恩经济思想的专著相较, 无论在研究的目的、视角、

体系方面,还是在研究的内容方面,都颇具特色、令人耳目一新。

一是研究的目的新。长期以来, 经济学界流行着一种误解,

以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经济发展思想, 经济发展思想只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那里才有。因此, 迄

今为止还没有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而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

发展思想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成果。诚然, 改革开放以来, 我

国有不少经济理论工作者进行了撇开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结

论中的资本主义外壳, 悟出其中的某些原理也可以适用于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的研究尝试。但这种尝试往往带有附带性、偶然

性和局限性, 从总体上看, 不仅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发展思想

未能得到全面地、深入地发掘, 而且已发掘的经济发展思想也

未全面地、系统地对中国经济发展给予具体指导。《导论》则不

然。在它长达 40 万字的篇幅中自始至终发掘马克思、恩格斯提

出的经济发展思想, 它的每一章、每一节都着力于阐释马克思、

恩格斯提出的对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有重

大指导作用的在物资资料生产、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和社会化

大生产过程中普遍起作用的一般特点、一般原理、一般趋势、一

般规律。因而, 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指

导意义。

二是研究的视角新。长期以来, 国内外经济理论工作者大

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关系, 虽然也有些

经济理论工作者主张是生产方式, 但仍着力于研究经济关系,

由此形成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仅仅从经济关系切入

的视角定势。《导论》则不然。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教授指

出的那样:《导论》一书在国内第一次从经济发展这一崭新的视

角切入, 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影响、决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的动因、要素、条件、环境、途径、方式、方法、机制、政策等等思

想主张, 进行了系统而深入地发掘。

三是研究的体系新。以往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

想的专著, 大都以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轴心, 以剩余

价值为主线, 理论内容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 在剩余价值生

产、流通和分配三个层面上展开。《导论》则不同, 它以经济增长

和经济发展为中心和主线, 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前提 (人

的需要、经济形式和经济资源)、微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重

在经济资源在微观经济中如何实现在质量上、数量上、时间上

和空间上高效、合理、优化组合)、宏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重

在经济资源在宏观领域中如何通过市场及其机制的作用, 在社

会管理机构的调控下, 实现优化、合理配置)等三个方面展开。

四是研究的内容新。迄今为止, 国内外研究马克思、恩格斯

经济思想的专著, 所发掘的, 多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

制度的实质、不合理性、对抗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

性、暂时性和被社会主义取代的不可避免性等思想内容。《导

论》与此不同。它由直接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这一目的所决定,

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一崭新视角切入, 不仅深入而系统地

发掘了至今仅仅被视为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和源泉的理论、超额剩余价值和超额利

润的理论等等, 确认其对社会主义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 而且

深入而系统地发掘了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内外理论工作者

所知晓, 但由于受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视角定

势的束缚, 而不可能深入发掘的马克思关于自然资源、劳动力

资源、科技资源、资本资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自具有的多种

特点、呈现的多种趋势、所起的多种作用的理论, 各种市场机制

及其作用机理、所起作用和发生作用的条件的理论, 等等; 同

时, 还发掘出从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关系这一视角切入不可能

发掘出的许多鲜为人知的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 例如, 国家

对经济发展的多种作用的思想, 进行对外贸易对富国总是有

利、穷国既有利又总是吃亏的思想, 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

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和条件 思想, 太平洋将会象地中海一

样因经济发展成为“内海”的预见, 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诞生至今已逾一个半世纪了, 象

《导论》这样多方面颇具特色、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马克思、恩

格斯经济思想的专著, 的确是不多见的。可以预料,《导论》一书

一定能受到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关注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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