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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无论前3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还是后30年的改革与发展，都是在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进行的。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在不断发展和创新，在许

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体系 

  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是否完全相同？上世纪50年代，我们主要

是学习苏联教材，特别是斯大林指导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来，全国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

编写了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但在研究对象上，无论苏联教科书还是我们的

自编教材，都没有考虑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异同。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一般

都遵循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见解，即认为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

关系包括三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个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分配形式。后来

对生产关系的阐述，更多地转向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再生产的四环节，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

既研究再生产四环节之间的关系，又研究人们在四环节中的相互关系。 

  那么，政治经济学要不要研究生产力？目前达成共识的是：政治经济学无论资本主义部分还是社

会主义部分，都要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规律，包括共有规律和特殊规律。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任务

同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同，因而研究对象有所差别。马克思的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和劳资关系的本质，揭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武器。

而社会主义经济学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发展生产力与经济改革服务，因此，既要研究与现实生

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发展与完善，也要研究社会主义怎样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但并不研究生产力的工艺方面即技术方面，而是要研究生产力的社会方

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内容已经拓展为包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经济

增长与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关系等多方面内容。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关于决定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一般以斯大林的二要素论为依据，即认为决定

生产力发展的要素是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上世纪50年代初，有人主张生产力三要素论，即在二要素的

基础上加入劳动对象，得到学界认同。后来发展为生产力多要素论，认为科学技术、管理、自然力等

也属于生产力发展的要素。生产要素与生产力要素是统一的。 

  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一般讲，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

发展。其实，先进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外因，生产力发展有其内在动力即内因，即生产力诸要

素之间对立统一的动态关系。 

  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生产力作为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会走在生产关

系前面。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但如果超越生产力的现实状况，人为地拔

高生产关系，同样不利于生产力发展。 

  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存在多种观点，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

问题也有多种不同意见。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指出

了保持和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以此为指导，我国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讨论

与认识沿着科学的理论逻辑发展。“文革”10年，受极“左”路线影响，把发展商品经济与发展资本主义

相联系。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认识。1984年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述，突破了将计划经济与

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成为当时改革的理论基础，也成为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者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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