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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研 究中闯社会主义经 济
思 想 的创 新之作

—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 》

何 炼 成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是近年来刚刚

兴起的崭新学术研究领域
,

也是一门崭新学

科
。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来看
,

它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的中国部分
,

是马列主义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过 程 史 与 发

展史 从中国经济思想史来看
,

它是中国古代

与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必然接续与延伸
,

是中

国经济思想史的现代主体部分 从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史来看
,

它不仅是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史的重要国别部分
,

而且是具有中国

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

想素材史与理论准备史
,

即正在建立过程中

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史
。

对于 中

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及其发展史的研究
,

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

继主编《中国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 青海人 民出版社

年版 之后
,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王毅武

副研究员在多年潜心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的基础上
,

又完成 了一部 自己的新著一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 》 以下简

称《研究 》
,

目前已由青海人 民出版社出

版
。

这是一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的创新之作
,

具有重要的理论 与 学 术 价

值
,

该书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

究领域
,

填补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的

重要空 白
。

对于任何一个新学科来说
,

研 究 的 对

象
、

任务与方法是首先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

与实际问题
。

《研究 》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

系统
、

深入的探讨
。

作者认为
“

中国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史是研究并阐释 中国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
、

发展
、

完 善 的 条

件
、

过程
、

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
。 ”

这一

新学科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基本内

容的理论归纳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过程的

历史考察
,

实事求是地概括中国 新 民 主 主

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过程中的早期

共产主义者
、

主要领袖人物
、

著名经济学家

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

性
、

科学性
、

实践性及创新性的中国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产生
、

形成与发展
、

丰富的历史

轨迹
,

科学地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

生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

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

结合的过程
,

而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中国

这块土地上不断丰富
、

发展与创新的过程
,

即中国化的过程
,

同时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科学结论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形成



过程
。

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
,

不仅

要科学地说明上述基本问题
,

而 且 还 要 说

明
,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不 但 是 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
,

同时还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的 指 导 思

想
。

这里
,

从研究对象的规定引伸出了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基本任务
。

应当说
,

作者关于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

与基本任务的确定
,

是客观的
、

正确的
。

从

目前看
,

系统研究这一新学科的学术成果尚

无
。

在这种情况下
,

要写出一部史论有机结

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
,

其艰难程度

可想而知
。

因此
,

且不论《研究 》一书能够

在学术上取得多么大的成功
,

仅作者不畏艰

辛
、

奋力攀登
、

敢于开拓
、

勇于 创 新 的 精

神
,

就值得充分肯定和衷心赞誉
。

在史学研究中
,

研究方法至关重要
。

判

断一部学术著作有无新意
、

是否 具 有 开 拓

性
,

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在研究方法上有无

创造性的见解与突破
。

作者在《研究 》一书

中强调
,

必须使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揭示马克

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与规律
。 “

如

果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 自己长期的发

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科学理论比 喻 为
‘

金

子
,

的话
,

那么
,

获取这些理论 的 科 学 方

法
,

则是
‘

炼金术
, 。

相对来说
,

方法往往

比理论更加重要
。 ”

作者提出
,

研究中国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根本方法
,

是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

但因受 中国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
,

它

在运用上述根本方法时
,

又具有若干具体形

式
。 ”

《研究 》一书具体地将其表述为
“

过

程法
” 、 “

分析法
”

和
“

比较法
” 。

这些研

究方法
,

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虽然也有论述

和运用
,

但作者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史的对象特点及基本要求
,

联系实际
,

有血有肉地论述 了如何运用这些研究方法
,

以及在运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

是

有创造性的
,

因而也是有成效有贡献的
。

这

样
,

客观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如何

在 中国具体化的 是如何按照中国的实际和

特点去运用和发展的 它在 自身的发展与完

善过程 中有些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
,

从 中可

以总结出一些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来 等等
,

也就有了方法论基础
。

由此
,

通观全书
,

还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即研究中国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
,

开拓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

新领域
,

建立与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史这门新学科
,

是《研究 》一书的宗旨
。

遵

循这一宗旨
,

该书除绪言外共分 篇 个题

目
,

从学科
、

专题
、

人物三个主要方面对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一新领域
、

新学科进

行了多方面
、

多层次
、

多角度的深入
、

系统的

研讨
。

作者不是一般性地阐述学科 自身的基

本内容
,

而是侧重手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
,

因而
,

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该学科及其基

本理论的较高水平的学术专著
。

在
“

学科论
”

中
,

作者对中国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史的对象
、

任务
、

方法
、

分期
、

阶

段
、

主线
、

特点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
。

对

这些间题的研究
,

在我国尚属首次
,

具有开

拓性
。

作者认为
,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

的发端应当始 自
“

五四运动
” ,

并应以此界

定中国近
、

现代经济思想的分期 中国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可划分为孕育
、

产生
、

过渡
、

发展
、

挫折和创新等六个时期
,

‘

每个

发展阶段又可以划分为若干小的阶段 计划

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阐释与争论是中国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主线 中国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的特点可概括为革命性
、

实践性
、

科

学性与创新性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坚持马

克思主义 中国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

生命线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特点不同

于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特点
,

提出中

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特点为过程性
、

综

合性
、

介绍性
、

评论性及预测性 等等
。

这

些认识与观点都是很有新意的见解
,

在学术



研究中都是第一次阐发
。

在
“

专题论
”

中
,

作者就中国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史的若干重要方面
,

诸如
“

五 四
”

运动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与发展的

影响
、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写

特点
、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对于 中国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意义等
,

首次进行了

历史考察
,

很多见解不仅是独到的
,

而且具

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

在论述一些基本问题的

同时
,

作者还对学术界颇有争议的一些问题

阐明了 自己的观点
,

特别是对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及经济理论中的某些不足所发表的

意见
,

富有见地
、

具有启发性
。

例 如
,

在
“

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
”

专题中
,

作者提出
“

只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这两大基本生产要素的所有不同一
,

就必然

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这种所有状况不

同一的生产要素的不同结合方式
,

决定了不

同历史阶段上商品经济的不同性质
。 ”

作者

还 认 为
“

劳 动还是个人谋生的手段
”

这一

命题实际上
“

暗含着劳动力的个人所有
” ,

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商品性的原因
,

亦是按劳分配的直接因素
“

计划性是商品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
,

是商品生

产和商品交换的规律 —价值规律在生产资

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宏观实现形式
” 。 “ ‘

计

划规律
’

不过是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

基础上的
‘

派生规律
, ” , “

市场是社会化

商品经济的载体
” , “

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

系并不是两个事物的外部联系
,

而是同一经

济规律一一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双

重要求及实现形式
,

相互间存在着内在的本

质联系
,

计划不仅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起

作用
,

市场也完全可以由计划来指导并且成

为实现计划的重要手段和形式
” ,

等等
。

所

有这些认识
,

从时间上看
,

都是在 年以

前
,

因而可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

在
“

人物论
”

中
,

作者对具有代表性的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
、

周思

来
、

刘少奇
、

朱德
、

李富春
、

邓小平
、

陈云

等以及著名经济学家如孙冶方
、

马寅初的经

济思想的方法
、

实质
、

核心
、

主题
、

特点等

进行 了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
,

具有较高的学

术价值
。

例如
,

作者认为
,

毛泽东经济思想

的 目的在于
“

建设一个伟大的社 会 主 义 国

家
” ,

核心是对于
“

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

业国
”

的探索 周恩来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

主题是
“

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
”

刘少奇经

济思想的基本特点 注重经济理论的修养
、

提倡经济工作民主
、

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
,

等等
。

这些归纳与概括
,

都是在深入研究的

基础上完成的
,

有创见
,

有新意
,

有高度
,

观点鲜明
,

论述严谨
。

在研究方法上
,

《研

究 》一书注重理论与历史相结合
,

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
,

研究与评论相结合
,

文风朴实
,

表述流畅
,

既有理论与学术意义
,

同时也有

很强的干预意识与现实意义
。

正如中国经济

思想史学会副会长
、

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专

家叶世昌教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 》中所说
“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说是

异军突起
” , “

特别令人瞩 目
”

这部新著
“

对一些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

提出了 自

己的看法
。

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
,

开拓 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新的研究领域
,

填

补了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空 白
,

是值

得庆贺的
” 。

概括《研究 》一书最重要的特

点
,

用一句话来说
,

就是贵在开拓
,

贵在创

新
。

在此还要提及的是
,

《研究 》一书可说

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 王毅

武主编
,

下称《简编 》 的
“

姐妹书
” ,

相

辅相成
,

相得益彰
。

《简编 》出版后
,

受到

经济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
,

我也曾写了

《集开拓与探索于一书 》 见《武汉大学学

报 》 年第 期 的评论
,

给予了
“

三个

第一
”

的评价
。

该书先后荣获北 方 省
、

市
、

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
、

青海省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江西省



经济科学优秀科研成果 二等奖
,

为中闪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一新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基

础
。

虽然《研究 》与《简编 》都是关于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专著
,

但 从 宗

旨
、

结构
、

基木内容到研究方法 都 是 不 同

的
。

《简编 》主要是以 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

会主义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

代表人物为基本内容
,

阐述中国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大体过程与理论线索

而《研究 》一书则侧重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史的学科研究与学科建设
,

强调专题理

论研究的渊源关系与基本脉胳
,

对一些代表

人物的研究进入了更深的层次
。

两本书虽然

在某些内容上有所交叉
,

但论述的角度和所

要说明的问题却又是大不相同的
。

对于经济

学说史的研究来说
,

如何把学科
、

专题与人

物的研究有机地紧密地结合起来
,

相当完美

地融为一体
,

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

但《研

究 》一书已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地尝试
,

领

先了一步
。

无论其是否精当
,

也无论其是否

成熟
,

仅就其大胆开拓与探索而言
,

就已经

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一新学科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确实令人称道
。

还应该强调
,

在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研究中
,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不可

或缺的部分
。

有了这部分
,

中国经济思想史

才有了完整的体系
。

同时
,

中国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史又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

相对

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而 自成系统
。

当然
,

相对

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史
,

也是如此
。

所以
,

《简编 》和

研究 》二书对中国经济思想史
、

马克思列

宁主义经济学说史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史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
,

也都是有重要贡

献的
。

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不是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
,

绝非
“

剪刀加浆糊
”

就可以

完成
。

其实
,

在这一研究中
,

不懂近代 中国

和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

就无以把握有关经

济思想及理论的环境
、

作用与意义 不 了解

这一时期乃至以前更长时期经济思想发展的

总况及脉胳
,

就无以概括或评价所研究内容

的历史地位与理论功能
。

当然
,

资料方面的

难度
,

加之作者在书中所特别指出的两种颇

为流行的看法
,

即
“

现在系统研究中国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为时尚早
,

局限性 太 大
”

与
“

所谓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不过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的
‘

中文本
, ,

并没有

什么 自己的独创或
‘

新鲜货
, ” ,

都给这一

研究带来了较多的困难和障碍
。

此外
,

一些

人所提倡并遵循的
“

当代人不写当代史
”

的

主张
,

也给这一研究从客观上造成了颇多不

利因素
。

应当承认
,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史的研究中
,

实事求是地指出某些权威性

人物的经济思想
、

理论
、

学说的缺陷
、

矛盾

甚至谬误
,

比起肯定或褒扬他们 的 经 济 思

想
、

理论
、

学说要困难得多
,

有时甚至可能

要冒风险
,

特别是在经济理论评论不怎么兴

盛的情况下就更有难度 了
。

正因如此
,

《研

究 》一书的问世
,

不仅更加显示 了作者在这

方面的研究功力
,

而且还切实体现了作者值

得赞赏的学术勇气
。

正如金无足赤一样
,

《研究 》一书也有

其不足之处
,

如资料的困难所引致的某些概

括不够完整 首次尝试所难避免的个别评论

未必周全 专题研究还有待拓宽 人物研究

还需进一步铺开等
,

这些缺点或不足
,

相信

在今后的研究中会得到补充与完善
。

总的说

来
,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

还是一个崭新的领域
,

需要有志于此的经济

理论工作者继续奋力开拓
,

用辛勤劳动的汗

水浇灌这枝含苞待放的花朵
,

使之以 自己独

特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自立于学术之林
。

我相信
,

这将是现实

责任编样 王雪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