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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研究成果
———评介《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史》

许传红

　　王元璋教授所著的 57 万字的力作《马克思主义

经济发展思想史》,已于 2006 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

正式出版。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先生指出 ,王元璋

教授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史》是一个具

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是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均没有

人进入的研究领域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的结晶。

该书的面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第一 ,该书标志着一个崭新学科的诞生 ,填补了

国内外经济理论研究的广大空白。该书是迄今为止

在国内外从未有人涉足的研究领域取得的原创性理

论研究成果。它的面世 ,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新的

思想史、新的经济思想史、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

的诞生 ,填补了国内外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

第二 ,该书有利于全面完整地阐明在长达一个

半世纪以上的岁月中 ,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

研究领域中所做出的巨大理论贡献。长期以来 ,国

内外学者大都囿于既定的视角 ,仅仅从资本与雇佣

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经济关系的角度切入研究马克思

主义经济思想 ,忽视和撇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

思想的研究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仅仅成

为研究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相互关系的思想发展

史。该书的面世 ,弥补了既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及其发展史研究的缺憾 ,如实地在理论上发掘和再

现了自马克思以来一直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经

济发展思想及其发展的历史 ,全方位地展示了马克

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的创立和发展的轨迹。

第三 ,该书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乃至全人类

的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可以进行指导的思想。该书

比较系统、全面地阐明了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

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以来国内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

者提出的经济思想的精华。这些思想精华 ,不是直

接为了揭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实质 ,揭示无产

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悲惨处境和受剥削、受压

迫的深刻根源 ,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历史

局限性、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而是直接从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视角切入研究 ,为了揭示有

关社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

一般规律、一般趋势 ,从而不是直接用来指导无产阶

级革命 ,不是直接用来指导破坏资本主义旧世界 ,而

是直接用于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直接指导建设

社会主义新世界的。

第四 ,该书有利于人们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以

史为镜 ,避免大的曲折和反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发

展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随着经济建设

实践不断得到继承、丰富、发展的历史。该书在高扬

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发展思想领域的重大

贡献的同时 ,也如实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

思想史上出现的理论失误及其危害。这样做的目的

是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史为镜 ,不断地从正反

两个方面的经济发展思想中受到启迪 ,继承和不断

拓新既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的精华 ,果断

地抛弃不正确的思想认识或已经变得僵化了的过时

的思想认识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少犯错误 ,

特别是不再犯已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错误 ,使社会

主义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第五 ,该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深化对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长期以来 ,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划

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

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 ,经济理论工作者大都仅仅从经济关系即资本

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切入进行研究 ,把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仅仅看作研究经济关系即资本与雇佣

劳动之间的关系的科学。经过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研

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获得了大量重要的理

论研究成果之后 ,不少人觉得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

“差不多了”,但是 ,即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关系

方面思想的研究已经“差不多了”,并不是对马克思

主义的全部经济思想研究已经“差不多了”,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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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差不多了”。该书的面世

在事实上已经回答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乃至整个马

克思主义的研究还远远未能完成 ,只要理论工作者

打破常规、解放思想、深入发掘、转换研究视角 ,就能

大有可为。

第六 ,该书是落实党和国家整理、发掘、光大马

克思主义伟大历史遗产的结晶 ,从而是实施马克思

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

部分。当前 ,我国正在实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实施这一重大工程 ,是进一步落实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的必然要求 ,是进一步推进我国改革开放 ,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 ,也是保护、发掘、光大

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世界历史遗产的必要措施。

《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史》正好是发掘、整理和

光大长期以来遭到马克思主义者们忽视的在经济发

展思想方面的宝贵的世界历史遗产的结晶 ,正好符

合实施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当

代发展的重大理论研究工程的要求 ,从而也是这一

重大工程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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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ϖ这就是所谓大爆炸的观点 ,日本 1996 年后进行的改
革即是采取这一方法。

�λω所谓“移植效应”是指 ,移植进来的法律制度不可能像
起源国或者像那些法律适应于本国国情或/ 和国民熟悉移植
法律的国家那样发挥作用 (Berkowitz,PistorandRichard,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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