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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恰逢我国著名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家蒋学

模先生百年诞辰 !日前 !复旦
大学举办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论坛###暨蒋学模教授百年
诞辰纪念研讨会 $! 缅怀蒋学
模先生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学科建设中所做出的努力
和贡献 !传承弘扬老一辈经济
学家的治学精神%

蒋学模先生主编的 &政治
经济学教材 ' 累计发行量达
!"""

多万册! 可谓空前绝后%

在经济学界 !各版知名的教科
书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著者
有关理论体系的认识% 在政治
经济学界 !尤其是我国政治经
济学界 !以教科书为载体的学
术构建传统就更为明显% 而能
否写出一本成熟的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 !也意味着能否做好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
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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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编写了
#%

个版
本的教科书!

#&'"

年到中央党
校讨论 !之后两本教材公开出
版 !蒋学模等主编的上海版教
材就是其中之一% 这版教材可
以说是我国总结社会主义改
造经验的早期政治经济学文
献 !并充分体现了紧扣实践的
理论创新精神% 教材还系统概
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经
验 !提出了中国学者在中国问
题上的研究论点 !打破了苏联
经济学教材的不足%

蒋学模教授是我国著名
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也是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
科的奠基人之一% 蒋先生有一
条充满哲理的座右铭 ( "不能
守旧!不怕守旧% $一方面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
本方法 )另一方面 !与时俱进 !

不死守僵硬教条 !不断推动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
化 *时代化和大众化 % 而很多
人或许不甚了解的是 !除编写
&政治经济学教材 '!蒋学模还
是文学名著 &基督山伯爵 '的
译者%

研
讨会上! 复旦大学资深
教授伍柏麟回顾了与蒋

先生之间的师生情谊与合作共
事的经历! 认为蒋先生在为人
方面 *政治方面 *学术方面 *研
究方面都是他的导师% 蒋先生
在学术上坚持要学好一门外
语!学好一本经济学著作%伍教
授还提到! 蒋先生的教材多次

修改!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实践
进程! 及时将实践证明是科学
正确的经验转换成教材建设的
鲜活素材! 结合教材的特点和
中国的实际加以修改%

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

研究会会长洪银兴教授认为 !

蒋先生对中国的经济学! 尤其
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 是我国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 蒋
先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培养
了几代人! 是我国迄今发行量
最大的一本教材% 蒋先生在中
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政治经
济学的普及上! 都做了非常重
大的贡献%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
学在蒋先生等老一辈经济学家
的领导下!成为国家一流学科%

辽宁大学原经济学院院
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林木西教
授以"跨界耕耘*通俗传播*+不
断改悔 ,$为主题 !通过与辽宁
大学宋则行教授的比较! 回顾
了蒋学模先生的生平% 他认为
蒋先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适应
面广 !是通俗传播 )而且 !蒋先
生的学问扎根中国快速发展的
社会主义实践土壤! 具有与时
俱进的理论活力! "不能守旧!

不怕守旧$ 的治学风格坚持马
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拥抱实践
发展的新情况!蒋先生可谓"不
断改悔$ 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经济学动态'常务副总编胡
家勇教授认为! 蒋先生对改革
开放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包
括从独特的历史道路* 独特的
所有制结构* 独特的经济理论
和人文条件来把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特点% 蒋先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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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到股份公司社会化经营的
企业形式时! 认为股份制同公

有制的结合要优于与私有制的
结合!该论点十分深刻%蒋先生
说新政治经济学是生产关系及
其经济运行!但也要讲政治%他
还认为! 蒋先生关于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由生产力经济学 *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
微观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宏观经
济学组成! 对于我们现在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学科体系发展深有启发%

蒋学模先生培养的第一位
经济学博士* 上海证券交易所
原首席经济学家胡汝银教授认
为! 蒋先生善于构建一个经济
学研究团队!这很重要%他认为
未来经济学要取得大的突破 !

一定要有严密的分工合作 !要
有聚焦中国实践的不断深化互
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
授洪远朋结合自身的治学经
历! 提到蒋学模先生在教学科
研实践中非常强调重视基础理
论训练%在此基础上!才能有创
新的能力和功底% 年青一代的
经济学人尤其需要对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有深入的
了解! 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新时
代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发展使命%

在
本次研讨会上! 与会学
者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展开了充
分讨论% 创新应当在 "话语体
系 *学术体系 *学科体系 *教材
体系 $-简称 "四个体系 $.上下
功夫% 空军政治学院张克难教
授认为 !在考虑 "四个体系 $的
建设时! 要把经典文献和经典
文件的底子打好% 一方面要考
虑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体系中的
立场和方法论% 没有马克思的
方法论就没有马克思的思想理
论体系! 它与西方经济学最大
的区别在于它是历史和逻辑的

统一% 他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和体系的
建构中!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
能丢%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
楚地认识到现时代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这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对
象要比马克思当年面对的问题
复杂得多% 我们的经济理论研
究工作要把经典文献与党和国
家在各个时期所发布的指导工
作实践的"经典文件$结合起来
加以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
长刘刚教授认为 !"四个体系 $

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其中重要
的是学术和学科体系% 学术体
系与话语体系之间更多的是内
容与形式的关系! 学术体系的
表达会形成相应的话语体系 %

教材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学科体
系的载体! 所以关键还在于学
术和学科体系%他围绕"构建一
个什么样的学术体系! 怎么构
建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的构建
与学科*教学体系之间的联系$

进行了阐释%

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认
为! 要进行理论体系创新就要
找到它的逻辑起点*逻辑框架*

逻辑主线% 首先要继承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 其次才是创
新和发展% 她提出把经济利益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逻辑起点! 可以尝试将
**+

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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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累的
社会结构理论.借鉴吸收!形成
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
六大利益关系! 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
架% 她认为!所谓的"六大利益
关系$的核心是经济利益关系!

具体表现为(劳资关系*国家与
企业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资
本与社会的关系* 意识形态与
社会实践关系*国际关系*生产

生活与生态关系% 分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
逻辑! 可以按照这六大利益关
系的主线进行建构%可以说!从
经济利益这个逻辑起点切入去
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 有比较
大的空间! 也有比较强的包容
性! 能更好地适应现在全球经
济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变化%

蒋学模先生指导的
(&&)

级博士研究生* 山东大学张玉
明教授结合自己正在承担的
"共享经济 $科研任务 !提出遵
循马克思对于社会再生产分析
的基本原理方法!可以建构"共
享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课程!

揭示在新经济条件下! 社会资
源怎样聚集*怎样生产*怎样分
配*怎样创造价值%他认为共享
经济学的目的是提高全社会资
源的优化配置! 因为在互联网
经济条件下与马克思在工业化
社会初期阶段的资源配置方式
不一样% 现在资源配置是去中
心化*去单边化!理论界须要对
这种新兴规律进行总结% 它的
核心是降低交易成本! 这正是
经济学或者管理学一直探索的
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负
责人邱海平教授提出! 随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要进入一
个新时代% 中国的道路和制度
博大精深 !没有哪一本教材和
理论著作能对上号 !它一定有
自己的演进规律 !需要我们认
真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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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学模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家! 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蒋先生有一条充满哲
理的座右铭#$不能守旧!不怕守旧% &一方
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
法'另一方面!与时俱进!不死守僵硬教条!

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
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而很多人或许不甚了
解的是!除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蒋学模
还是文学名著)基督山伯爵*的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