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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学模手书文稿

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但是 " 关于理论体系的集中
研究是在此之后 !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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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苏共二十大意识形态波动影
响 " 以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经验的需要 " 我国
特别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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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毛泽
东四次提倡领导干部学习政
治经济学 #戚义明 ! " #大跃

进 $ 后毛泽东四次提倡领导

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 % & "党

的 文 献 % &

!""#

年 第
$

期 $ "

建 议 中 央 各 部 门 党 组 和 各
省 市 自 治 区 党 委 的 第 一 书
记 组 织 读 书 小 组 读 政 治 经
济学 % 他与刘少奇 &周恩来
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 ! 在组
织 读 书 小 组 在 杭 州 读 书 期
间 "他在 信 中 说 '读 的 是 经
济学 ! 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
学问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

稿 %第 八 册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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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 %在毛泽东的
倡导下 "

&(

年代中后期我国
出 现 了 第 一 次 社 会 主 义 经
济理论研究高潮 % 编写中国
版 的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科 书 成 为 学 者 的 努 力 方
向 % 薛暮桥回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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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党 中 央 宣 传 部 给 我 一 个 任
务 "要 我 和 于 光 远 &孙 冶 方
两 同 志 写 一 本 政 治 经 济 学
教科书 % ( )薛暮桥 ! "中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问 题 研 究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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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能否写出一本成熟的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 " 意味着能
否做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体系构建 % 毛泽东在读苏
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指
出 *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 &共
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

现在说来 " 还是一件困难的
事情 % 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
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 " 马克
思才能写出 ,资本论 - % 社会

主义社会的历史 " 至今还不
过四十多年 " 社会主义社会
的发展还不成熟 " 离共产主
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 % 现在
就 要 写 出 一 本 成 熟 的 社 会
主义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 "还受到社会实践的
一定限制 % ( ) "毛泽东读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

话 %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史学会
%&&#

年版 $毛泽东
主席的这一判断 " 既反映了
他对构建完备的理论体系持
冷静客观态度 . 也体现了我
国政治经济界以教科书为载
体 进 行 理 论 建 构 的 基 本 思
路 . 还表明毛泽东将政治经
济学理论体系视为实践经验
的理论反应 "认为理论建构以
实践为前提 "以总结实践经验
为方向% 蒋学模先生的教材编
写工作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些
观念 *将教材视为理论构建的
载体 " 教材编写直面理论难
题 "紧扣社会实践 "力图通过
研究总结中国经验形成中国
理论 % 对此蒋学模先生曾写
道 *+归根到底 "理论是实践的
反映 "是受实践的制约的 % 各
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成就 "

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
设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蒋学

模!"(政治经济学教材 )*社会

主义部分 '辅导讲座 %&上海人

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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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 " 蒋学模先生
紧扣实践的教材编写思路 "

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 这一
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的最大成就是社会主义改造
的完成 " 总结这一经验是教
材编写者的重要任务 % 在读
苏联教科书的过程中 " 毛泽
东不满意教科书对于新中国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与 建 设 的 论
断 * +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的资
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
有制的问题 "说得不对 % 它只
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

政策 " 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
本的没收政策 % 对于民族资
本 " 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
三个步骤 "即统购统销 &加工
定货 &公私合营 "来实现对它
的社会主义改造 % ( )毛泽东

年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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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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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这
一时期全国各地掀起以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编写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高潮 "当
时

%)

个省编写了
!*

个版本
的教科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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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中央党
校讨论 " 会后有两本教材公
开出版 "蒋学模与姚耐 &雍文
远等主编的上海版教材是其
中之一 %

%"$%

年 "在华东局组
织的教材评比会中 " 这一版
教材也被推选为范本 )张生 !

"社会主义的 #中国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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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沪版 (政治经济学教

材 )编写始末 %& "史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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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

期 $% 这本教科书的第
二章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
会主义改造 (分 +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和 +农
业 和 手 工 业 的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 两节系统概括了中国社
会主义改造的经验 " 详细介
绍了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的 步 骤 和 形
式 ( )姚耐 -雍文远 -蒋学模

等 ! "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

部分 '试用本 %&上海人民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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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这版教材是
我国总结社会主义改造经验
的早期政治经济学文献 "充
分体现了紧扣实践的理论创
新精神 %

长成 !改革实践的

经验总结 "学术前

沿的理论集成

+(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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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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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
和体系构建工作 "受 +文革 (

影响基本被打断 % 改革开放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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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政治经济
学 迎 来 第 二 次 理 论 发 展 高
潮 "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在
+文革 (之前学者已经围绕如
何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
行了深入讨论 % 这一时期推
出的教科书 " 在很大程度上
延续了 +文革 ( 前的理论探
讨 " 此前一些未能实现的体
系构建工作得以实现 % 蒋学
模主编的 ,政治经济学教材 -

也于
!"'(

年正式出版 )上海

人民出版社 $%

'

"紧扣实践的思想解放

和理论创新过程

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 "

为 这 一 时 期 的 教 科 书 编 写

提供了全新的实践经验 "尤
其 是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的 理 论
突 破 "为 丰 富 和 完 善 ,政 治
经济学教材 -提供了重要的
指导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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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共十二
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
关 于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的 决
定 - "提出 +在公有制基础上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 初步
确 立 公 有 制 与 商 品 经 济 结
合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邓
小 平 对 此 高 度 评 价 " 认 为
+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
初稿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和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实 践 相
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 ) "邓小

平文选 %第三卷 $ % 蒋学模教
授也对此高度重视 "基于新
的指导思想 "在修订第四版
教材时 "把社会主义部分进
行了重新编写 %

!"",

年初邓小平南方谈
话发表 " 年底召开的中国共
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提出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 (的改革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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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
蒋学模教授就主持修订了教
材 "

&

月份教材第七版正式出
版 "其中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
生产的调节机制 ( 的第三节
改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 (% 同时 "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确立也确立了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所共同
具有的商品 & 货币和价值规
律范畴 " 第七版开始把这三
部分内容构成的 +商品经济 (

从 +资本主义部分 (中独立出
来 % 蒋学模教授概括道 * +这
一次修订 " 总体结构上的变
化 " 是把原来的 ,商品与货
币 -一章 "从资本主义部分划
出来 "作为 ,对象 -之后独立
的一章 % 11主要的变动集
中在社会主义部分 % 修订的
指导思想 " 是力图依照邓小
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和党的 '十四大 (精神来
充实完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
主义部分 ( )"政治经济学教

材 *第九版 '%$%

总 之 "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材 - 每两年左右修订一次 "

每 次 修 订 都 尽 可 能 地 体 现
实践变化和理论创新 % 正如
蒋 学 模 教 授 在 第 九 版 后 记
中所强调的 * ' ,政治经济学
教材 -应当反映我国社会主
义 经 济 建 设 理 论 和 实 践 的
新观点 &新经验 ( % 蒋学模教
授 为 每 个 修 订 版 所 撰 写 的
后记 "成为记录和解读中国
经 济 中 改 革 开 放 重 大 变 革
和重大事项的 '改革开放大
事记 (和梳理相关理论动态
'理论发展大事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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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各派思想自成一体

的理论框架 !对象 "起点 "红

线和体系

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

义 部 分 的 理 论 框 架 也 是 编
者 所 理 解 的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理 论 建 构 框
架 % 从

%"&(

0

$(

年代开始 "

我 国 学 者 开 始 围 绕 体 系 构
建 的 基 本 原 则 进 行 了 深 入
探讨 " 也发生了激烈争论 %

把 什 么 作 为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研究对象 "以哪个范畴作为
整体理论的逻辑起点 "以哪
个 问 题 作 为 理 论 的 中 心 线
索 " 如 何 安 排 整 体 内 容 框
架 " 成 为 理 论 体 系 构 建 的
'对象论 ( & '起点论 ( & '红线
论 (和 '体系论 ( % 一本教材
关于 '四论 (的回答 "也就构
成了这本教材在国内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方阵中的基本定
位 % 蒋学模教授积极参与了
关于 '四论 (的讨论 "将自己
关于 '四论 (的理解认真贯彻
到 ,政治经济学教材 -体系之
中 % 因此 "虽然教材的

%-

个
版 本 始 终 锐 意 创 新 不 断 调
整 " 但是基本的理论框架却
保持了严格的逻辑一贯性 %

这是 ,政治经济学教材 -的理
论骨架和灵魂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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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蒋 学 模 教 授 的
, (政治经济学教 材 2 )社 会
主义部分 $辅导讲座 - % 此书
的 基 础 文 稿 来 自 蒋 学 模 先
生 在 贵 州 省 委 党 校 做 的 辅
导报告 "是教材前四个版本
历次辅导报告的汇总集成 %

这 本 书 的 第 一 讲 就 集 中 回
答 了 关 于 理 论 体 系 的 +四
论 ( % 具体内容的编写集中
概 括 形 成 自 己 的 理 论 叙 述
风格 "使 ,政治经济学教材 -

的体系特征更加鲜明 %

蒋学模先生在回答上述
四论的同时 " 也概括了学界
关于上述四论的不同观点 %

这里 "就蒋先生对 +四论 (分
歧的概括与自己的回答进行
简要梳理 " 就可以清晰地总
结出国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体系构建的理论方阵 "以
及 ,政治经济学教材 -在方阵
中的定位 %

关于 +对象论 ("蒋学模
先生总结 "学界存在生产力 &

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三种不
同观点 " 他认为政治经济学
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 %

虽然生产力非常重要 " 部分
教材也设专章论述 "但是 +我
们还没有看到哪一部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是研究生
产 力 和 生 产 关 系 并 重 的 %

11研究生产关系 " 总要从
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
用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
反 作 用 这 样 两 个 方 面 来 考
察 "才能把问题看透 (%

关于 +起点论 ("蒋学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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