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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秘书!工作助手"后来成为
宋先生的入室弟子学习西方经
济学#

!"#$

年进入编写组一直
担任辽大方面的学术秘书 "南
开方面最早是常修泽教授 "后
来是周冰教授!柳欣教授$除了
担任第三% 四篇有关章节的编
写工作"我还协助主编&主要是
宋先生'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谷
先生% 宋先生对我给予很大支
持和信任"十分关心我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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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八版时提携我任副
主编 &当时的三位副主编是南
开大学朱光华教授% 西北大学
何炼成教授和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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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九版实现主编的新老交替 "由
柳欣教授和我继任主编$ 在教
材编写过程中" 两位主编也十
分注意倾听中青年学者的意
见$(蒋学模本)的编写也如此#

第十二版增加史正富教授为副
主编" 并在体系结构和内容修
改上充分听取中青年教师的看
法#据张晖明教授回忆"正是由
于这种碰撞 "使 (*政治经济学
教材+体系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使得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现
实经济运行有了更好的拟合回
归" 这也是先生多次与中青年
教师讨论交流后作出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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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明!"与时俱进#理论之树

常青$$$缅怀老师蒋学模先

生 %& '世界经济文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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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改悔 #的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家

除了在政治经济学教材
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 "

蒋 先 生 对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贡
献 还 在 于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济 理 论 和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经
济 理 论 的 研 究 $ 上 世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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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具有 (北派 )马克思主
义 经 济 家 代 表 之 称 的 于 光
远 "与具有 (南派 )马克思主
义 经 济 学 家 代 表 称 号 的 蒋
先生有一次精彩的对话 ,于
光 远 宣 称 自 己 是 (死 不 改
悔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蒋 先
生 则 戏 称 自 己 是 (不 断 改
悔 )的马克思主义者 $ 蒋先
生 还 有 一 句 名 言 , (不 能 守
旧 !不怕守旧 ) "表明自己坚
持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济 学 的 立
场 "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
济 理 论 "与 时 俱 进 !不 断 进
取的科学精神和务实态度 $

按照蒋先生本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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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马克思主义经
济 学 的 研 究 主 要 体 现 在 关
于 无 产 阶 级 贫 困 化 特 别 是
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 !关于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也 可 能 发 生
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与
商品经济的界限 !社会主义
经 济 中 的 资 本 和 剩 余 价 值
范畴 !劳动力商品范畴的再
认 识 以 及 现 代 市 场 经 济 条
件 下 如 何 坚 持 和 发 展 劳 动
价值学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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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增余 ! "与

中 国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对 话 %

(第 三 辑 蒋 学 模 教 授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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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银兴联系我国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
的发展着重分析了蒋先生六
个方面的经济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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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探
索与创新 " 对公有制和非公
有制经济共存关系的阐发 "

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
探索 " 对社会主义经济危机
的理论分析 " 对社会主义公
有制内部商品关系的探索 "

对计划和市场结合的调节机
制的探索与创新 $

,

洪银兴 !

*蒋学模经济思想述评 %& *中

国社会科学 %

+,,(

年第
(

期 &

第
(#

页
-

蒋学模对自己关于中国
改革开放理论的研究 "进行

了五个方面的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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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我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速 度
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问题 "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 特 别 是 国 有 经 济 改 革 问
题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方
向 和 前 途 问 题 $

&

毛 增 余 !

* 与 中 国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对

话 % (第三辑 蒋学模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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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 " 蒋先生
和宋先生在许多问题的研究
上是相通的 " 特别是在社会
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方面
相互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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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由蒋
先生主编 ! 王志华副主编的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 + &浙

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在第一
篇第一章第一个小注中 "第
一个提到的是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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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止 "笔者所见到的社会主
义宏观经济学方面的专著 "

按出版先后 " 有 , 宋则行的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益概
论 +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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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版 ')$ 宏观分析尤其
是总量分析是凯恩斯主义经
济分析的传统 " 作为凯恩斯
的得力助手斯拉法 ! 凯恩斯
左派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
逊的博士生 " 宋先生在传承
这一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中国

实际不断发展 $

/"$"

年 "主编
出版了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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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得全国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 在
编写本书时 " 还借鉴了符钢
战 !史正富 !金重仁的 *社会
主义宏观经济分析 +一书 &学

林出版社
+,#.

年
+!

月版 '$

蒋学模先生主编的这本 *社
会主义宏观经济学 + 是国家
教委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的
成果 " 在编写过程中吸收了
编 写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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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下 半 年 至
!"$"

年上半年在 *中国社会
科学 + *经济研究 + 等刊物发
表的

(&

多篇前期研究成果 "

同时在研究方法 ! 体系结构
和主要内容等方面进一步创
新 " 从而对全国高校社会主
义宏观经济学研究和发展 "

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

缅怀蒋学模教授 !宋则行
教授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家对中国经济理论所做出的
贡献" 正是为了激励我们更好
地传承他们的治学风格和对中
国迈向社会主义强国之路在理
论学术方面的执着追求" 在推
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进
程中扎实前行$

(作者为辽宁大学经济学

院教授)

专题

!

如何以中国的实践经验创新

蒋学模先生主编的 *政
治经济学教材 + 是一本发行
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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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册 !具有广泛影
响的著名教材 $ 教材以严密
的逻辑结构和明快流畅的文
笔受到师生的广泛欢迎 $ 同
时 " 教材也凝结了蒋学模先
生的学术理论贡献 " 体现了
他紧扣实践锐意创新的学术
品格 $ 重拾这版教材的创新
精神和理论贡献 " 对我们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具有重要意义 $

*政治经济学教材 +的成
功得益于蒋学模先生深厚的
理 论 功 底 和 勤 奋 的 学 术 研
究 $ 蒋学模先生是老一辈政
治经济学家中最高产 ! 最活
跃的理论家之一 " 几十年来

笔耕不辍 " 在历次重大的学
术争论和众多热点议题中 "

都能看到他的理论创见 $除
影 响 广 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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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首 版
*政治经济学教材 +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 蒋学模先生还
主持了其他教材的编写 "我
们选择蒋先生与姚耐 !雍文
远等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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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材 &社 会 主 义 部
分 '试用本 +

,

上海人民出版

社
*

"以 及 他 主 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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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版 *高级政治经济学 +

,

蒋学

模 + 张 晖 明 ! "高 级 政 治 经

济 学$$$ 社 会 主 义 总 论 %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蒋学模 !

*高级政治经济学$$$ 社会

主义本体论 % & 复旦大学出

版 社
*

为 参 考 "将 三 本 教 材

作为三个时代的学术缩影 "

结 合 蒋 学 模 先 生 的 相 关 学

术成果 "就他在政治经济学
教 材 中 的 理 论 贡 献 进 行 简
要梳理 $

缘起 ! 理论构建之

载体 $ 中国经验之

总结

一般而言 "理论体系的构
建成果须采用学术专著的形
式 $ 但是在经济学界 "教材一
直具有比较明显的体系构造
功能 $ 例如 "萨缪尔森和斯蒂
格利茨等学者都在其编著的
教科书中体现自己对理论体
系的理解 $ 在经济学界 "各版

知名的教科书也在一定程度
上承载着著者关于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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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传统可能与
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
关$ 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的编写采用了官方统筹 !集体
创作的方式 "教科书的社会主
义部分是苏联官方对其社会
主义经济理论的总结概括 "换
言之 "理论体系是以教科书为
载体进行构建的$

在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

年'出版之前"国内学者已经开

张晖明 刘刚

蒋学模教授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
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有机结合!在#政
治经济学教材$建设方面具有特别的地位%

蒋学模任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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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学模"政治经济学教材#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