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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创新经济理论

——《系统经济学》评介

卢华根

　　《系统经济学》一书, 由乌杰、赵凯荣合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中运用当代最新的哲学即系统辩

证论, 对中国当代多元并协的经济发展的最新社会实践, 进行了深入研究。综观全书, 该书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思维方式上运用的是系统范式

系统范式, 是在以往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维方式。分析范式曾在理论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

对经济学的发展也贡献不少, 但是, 分析范式给人们认识越来越多的复杂的经济现象也带来了片面性。现有

经济理论往往局限在某些特定的范围内, 对解决任何社会的许多复杂问题存在着理论不足。在分析范式下,

世界经济已经历了三次理论危机和现实危机, 即 1825 年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危机和现实危机,20 世纪 20 年代

末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危机和现实危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以原苏联东欧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危机和现实危机。当今, 在跨世纪的经济发展中, 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

困难, 产生和正在产生着许多发展问题, 大到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小到中国改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 这

些都是分析范式的具体表现。可见, 分析范式对于越来越复杂的人类发展已经难以适应。系统范式依据的是

自然科学的系统理论即将事物理解为一个具有一定层次、结构和功能等要素的有机整体。以系统范式为方法

论基础, 研究经济社会的整体化而提出的系统经济学概念, 不仅内涵深刻, 而且具有科学性。现在, 关于系

统经济学的研究工作,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都还处于初期阶段。因此, 系统经济学一书, 更新思维方

式, 开辟了经济系统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二、基本观点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化理解

邓小平理论, 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旗帜, 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的十五大从宏观角度对邓小平理

论的精髓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但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挖掘。

《系统经济学》从系统范式的角度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深入地挖掘。书中指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

党人审时度势提出的一国两制、一球多制的思想, 对于克服分析范式下世界的对抗及在对抗中导致的军备竞

赛、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的衰退有重要意义, 并指出, 在“冷战”结束后, 世界的一体化思维居主导地

位, 各发达国家都想借这种貌似系统的范式, 实现自我利益, 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系统范式, 其结果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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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新的敌对。邓小平理论提出要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在真正考虑全球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应该说才是“冷战”思维结束后世界步入综合时代的系统范式的集中体现。邓小平南

巡讲话, 在邓小平理论中更具系统范式的意义。在这种系统范式指导下, 一些由分析范式导致的经济问题被

不断纠正,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绝对对立在分析范式下是成立的, 但在系统范式下, 两者是可以整合的:

计划和市场在分析范式下被两极化, 在系统范式下则被有机耦合起来; 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在分析范式下也是

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但在系统范式下, 公有和私有以及其他混合形式的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并不具有绝对对

立的性质, 它们都有可能耦合为一个整体, 甚至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是如此。从系统范式看, 在经营、

使用、占有、所有、管理、监督、控制诸环节中甚至连公有制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它不但不拒斥国有、社

会占有、私有诸形式, 反而可能融这些形式于一身。同样的, 从这种系统范式出发, 单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单

一的财政体制、单一的按劳分配体制、单一的经济增长体制、单一的核算体制、单一的住房制度、单一的社

会保障体制等也要向多元系统以及这些多元系统之间的整体配套发展。书中这些基本观点都是在深入理解

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得出的独到见解。

三、力求创新经济改革思路

《系统经济学》一书, 在实证研究上紧扣的是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是那些具有高度复杂性和深度

复杂性的经济行为。因此, 不仅仅是以局部经济活动为其研究对象, 而是注重经济的整体活动; 不仅仅是注

意单个经济要素的优劣, 而是关注各经济要素如何配置才能使整体经济行为最优; 不仅仅只关注经济因素对

经济系统的影响, 而是注重各种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系统的影响。

书中从宏观高度对经济行为的整体管理的系统结构、基本规律、动力机制、决策等进行了探讨。并提出

了理性思路。即: 充分认识系统优于非系统的特点, 将改革看成是一个系统工程, 正确处理各大产业和各大

区域经济、部门经济整体配套的关系, 促成均衡发展; 充分认识开放系统优于封闭系统, 开放系统可以进一

步促进耗散结构, 推动系统不断进化的特点, 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广度和力度, 努力改善周边环境, 营建国内

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充分利用系统的线性关系和非线性关系, 发挥整体效益和规模效益; 充分认识系统

的动态发展和静态稳定的辩证关系, 建立在发展中求稳定的系统; 充分认识系统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关系,

深深抓住系统发展的动力因素、激活机制、耦活机制和差异协同机制, 实现多元化和多极化发展, 实现全面、

均衡、配套的发展; 充分认识在系统有序化中排除内耗优化发展的进化规律, 注意系统规律依时间、地点、

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 注意国情和机遇的随机放大因素, 将优化体制放在比科学战略及科学计划的制订

更重要的地位上, 推进改革有序分层地发展; 充分发挥经济系统对称破缺、因果非等当性、投入产出非等衡

性, 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将数量增长同质量增长、生态增长、整体增长有机耦合起来, 将经济系统的自

组织与他组织、被组织的辩证关系耦合起来, 并将经济系统的自组织化与能控化、突变性的关系耦合起来,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和市场及政企之间的辩证关系, 实现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差异协

同, 促成市场经济的自组织化, 合理配置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经济基础系统, 实现再生产系统的循环与超循

环, 深化和完善经济管理系统, 这些思路对决策科学化, 避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无序、混乱、失控、延迟、垄断、浪费、低效、内耗都是有创新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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