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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有贡献的经济学专著一
,

《经济研究论 》

刘 杰

由军事经济学院万东绒著
、

湖北人民出

版社最近出版的 《经济研究论 》一 书
,

对
“

经济学方法论
”

进行了专题研究
,

在 目前

我 国经济科学 的研究中尚较少
,

具有不 同于

一般经济学著作的特殊性
。

对经济研究流程的研究和论述有其

独到之处
。

一个人要从事经济研究
,

从选题

到研究成果 的推广运用
,

要经过研究设计
、

观察思考
、

分析论证
、

归纳综 合
、

成 果 解

释
,

以 及 推广运用等多个阶段
,

而且每一

个阶段既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
,

又有其相互

连结的必然
。

这是因为在人们的经济研究过

程中
,

其研究系统之外的许多研究信息的输

入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着的
,

人 的思维活动

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
。

因此
,

对于一个经

济研究者来说
,

就不能将其各个研究阶段硬

性地或主观地分割开来
,

而应当把经济研究

的各个阶段
、

环节当作一个完整的
“

系统
”

来看待
。

该著正是把经济研究 的全过程作为

一个系统来研究 的
,

并列图直观 地 描 述 了
“

闭环经济研究系统
”

的全部流程
,

提出了

独到的经济科学方法的闭环系统 理 论 的 见

解
,

观点新颖
,

论述深刻
,

表达直观
,

且有

较强 的实用性
。

它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

到
,

要想搞好经济研究
,

并在研究 中多出成

果
、

出好成果
,

就必须首先处理好经济研究

这个大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

掌

握各子系统
、

各研究环节的客观规律
。

由此

可见
,

该书将经济研究程序辟为 专 章 来 研

究
,

的确有它的客观必然性
。

所论述的经济研究方法有较强的时

代感
。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

给人们研究客

观经济规律以及经济现象或间题提供了各式

各样的研究方法
。

尤其当今
,

人们较常用的

研究方法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

对所研究的

客观经济规律 以及经济现象或问 题 进 行 模

拟
,

即建立经济模型进行研究
。

通过模拟
,

反映客观经济规律以及经济现象或间题的基

本特征
。

然而
,

如何建立模型
,

如何运用模

型分析经济现象或问题 当前还没有专门的

论著来回答这些间题
。

该著则以专章深入地

论述了经济模型 的有关问题
。

诸如经济模型

的含义
、

特点
、

作用
、

种类
,

以及建立经济

模型的程序
、

方法等间题一一进行了系统的

论述
。

这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
,

正确掌握经

济模拟研究方法
,

恰当运用各种经济模型与

分析和认识社会客观经济规律以及经济现象

或问题
,

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

该若对经济科学方法论领城的有关

理论问题的论述较深刻
。

该著将经济学方法

论 的内容分为科学论
、

方 法 论 和阐释 论
。

“

科学论
”

研究了经济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
“

方法论
”

讨 论了经济科学研究的方法及其

技术
“

阐释论
”

探索了如何准确地阐释经

济研究成果
,

并怎样推广运用
。

这就将经济

研究的总体逻辑地勾画了出来
,

且对各部分

的有关问题分析得十分深 刻
。

如分析经济数

学模型 的种类
,

该著从经济数 学 模 型 的用

途
,

经 济 范围
、

经济关系等不 同侧面进行

了剖析
,

提出了
“

三维
”

的经济模型分类理

论
,

将经济模型 的立体交叉结构直观地呈现

在读者面前
,

并以框图较形象地描述得清清

楚楚
。

再如
,

为了能对经济运行及调节机制

进行表层分析
,

作者提 出了
“

均 衡 与 非 均



衡
”

的分析方法
。

在论述这一方法时
,

作者

在讨论均衡
、

非均衡理论与经济运行机制的

关系的基础上
,

又提出了体制中经济的
“

正

常状态
”

的见解
。

认为
,

研究经 济 运 行 机

制
,

揭示经济运行规律
,

最终必将得出某一

制度或体制中经济的
“

正常状态
”

相对而

言
,

正常状态是静态的
、

相对的 而这种静

态的出现
,

必然意味着各种变量的运动相互

抵消或补偿 这种正常状态和正常状态 的实

现过程就是经济的
“

均衡
”

研究
。

还认为
,

均衡离不开数量分析
,

也就是离不开存量与

流量的分析 而存量的大小
,

会对流量的变

动发生影响
。

为了控制流量的变动
,

就需要

对某些方面进行
“

配额
” ,

通过
“

配额
”

处理

后形成
“

正常状态
” ,

从而使研究不断深入
。

体例新叔
,

各个章节安排褥也较合

理
、

妥贴
。

全书以理论知识传授为先导
,

而

且在介绍理论知识过程中
,

又不单单停留在

只对某些理论概念作普通解释
,

而且深入到

理论深层
,

进而又能反过来深入浅出地把许

多理论间题解释得清清楚楚
。

例如
,

关于经

济研究性质的分析
,

本书涉及到许多内容
,

但作者不是就理论谈理论
,

而是通过实例的

分析把这方面的问题和知识通俗地传达给读

者 再如对概念的定义间题
,

作者提出了实

体定义
、

描述定义和操作定义三种方法
,

在

分析的基础上又列举了两组概念进行比较分

析
,

使读者能在比较中把握三种定义方法
,

从而感到本书的确很牢用
,

值 得 一 读
。

另

外
,

图文并茂也是该不的一个特点
。

一部仅

万字的理论专著
,

竞配了近百幅图表来直

观
、

形象地论述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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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国际经济关系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

黄 治 正

二次大战后
,

各种类型的国际经济一体

化组织如雨后春笋
,

且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

着全球性的贸易
、

投资
、

金融活动的发展
,

协调着各种经济关系
,

对国际经济关系发挥

着某些宏观控制的作用
。

在当代世界经济和

科学技术既紧密联系又激烈竞争的复杂形势

下
,

任何一个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
,

都不可

能 离 开 国 际合作而在封闭的体系中取得长

足进展
。

改革开放 已经成为不可 逆 转 的 主

潮
。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为时尚短
,

但经济学

界对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入研究
,

作出理论和

实证的分析
,

普及这方面的基本知识
,

介绍

这方面的情况或信息
,

以开阔国人的视野
,

增强国人的改革开放意识已付出了许多辛勤

劳动
,

出版过一些有价值的论著
。

此 中
,

陈

亚温所著《国际经济关系的理论 和 实 证 分

析 》
,

可说是一部颇有份量的好书

这部著作的一大特点在于
,

收集了现今

国际经济关系的极为丰富
、

重要的资料
,

提

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
。

它的另一显

著特点则是
,

比较同类著作
,

在内容上更为

完整
,

在对问题的研究上也有新的角度
,

这

主要表现在 与一般的西方经济 学 著 作 相

比
,

它突出了国际金融这个重点 与许多国

际金融著作相比
,

它增加了国际 银 行 的 内

容
,

并对此设立了专章介绍 与我国同类论

著相比
,

它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深入了一个层

次
,

其他有关论著较为偏重于对跨国公司发

展现状及影响的研究
,

这部著作则在此基础

上深入探索了跨国公司的理论和各项政策
。

因此可以说
,

这既是一部扎实的学术专著
,

又是一部在国济经济关系问题上具有普及作

用的好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