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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回顾

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Ａ.Ｐ.Martin）讲授美国经济

学家福塞特（H.Funcett）所著的《A Manual of Po-

litical Economy》。后来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

订，于1880年出版。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

学著作，除了《富国策》之外还有1886年由海关总税

务司翻译的《富国养民策》（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作者为英国人Ｗ.Ｓ.Jevons），以及1889

年英国人傅兰雅口述、徐家宝笔述的《保富述要》。

可惜的是，这些译作当时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传

播开来。实际上，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经

济学才像其它“新兴“学科一样真正开始引起国人的重

视。1905年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加上科举

制度被废除，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传统经书的羁绊，

投身于社会现实之中，出国留学、兴办实业蔚然成风，

甚至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特别是辛亥革命

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逐渐传播

开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传播西方先进科学

文化的热潮，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国得以扩散开来。

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设立，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

持工作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

授，及至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出版，中国经济学科的

近代化进程加速。北京大学于1912年设立了中国最早

的经济学系——商学科。同时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

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

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财政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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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以来，现代经济

学传入中国已经历时100多年。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

中国经济学发展，充满了无数的艰辛与曲折。作为一门

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 ，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中

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的

一百年。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术史。鸦片战

争之后，中华文明由盛而衰，与之伴随的是外来学术思

想与理论在中国的广为传布。矢志于救亡图存的先进

知识分子努力从外来的先进思想理论中探索建国、富

强的真理，西方各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

传播也由此开始。

经济学的传播：
          危难中国的渴求

两次鸦片战争既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同

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发展差

距。从此以后，向西方学习、重振中华成为一股越来越

强大的社会潮流。这股社会潮流的第一件事情是洋务

运动，推动了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此

后，经过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鼓呼，

近代重商主义思潮得以发端，并达到了高潮，对于商品

货币经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早在1867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富国策“课程，

经济学的传播：危难中国的渴求

经济学的初步繁荣：30、40 年代中国的折射

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孪生兄弟

21 世纪：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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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

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

从19世纪80年代到“五四”运动前夕的40年中，

中国出版了40部左右的经济学著作。从 1901年严复

翻译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版了大约

十六七部经济学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

学著作，并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这反映了1905 年

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激增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上

升。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几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

济学著作，比如1910年出版的《调查户口章程释义》

（陶保霖著）、1911年出版的《中国国债史》（梁启超

著）、1911年出版的《比较预算制度论》（吴琼编著）。

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又有近20本经济学著

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约占三分之二，多属

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

比较快的。译本则绝大多数来自日文著作。在1902年

以前的译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译而成，对原书内容多有

省略，且常运用我国传统的旧经济概念与术语来附会

经济学，更使人难以理解原著的真正含义。从1902年

以后，这类情况有所改进。随着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大

量译介，中文的经济学专业术语也大量采用日文译

法，中文经济学概念体系开始建立。当然，从整体上

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所谓

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译

整理，没有什么创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之后直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

展。从1914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

从 698个发展到1759个，增加了157.7%；资本从3.

3亿元增加到5亿元，提高了54.5%。新增加的资本额

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 “五四”运动之

后至20世纪50年代期间，中国经受了日本侵略、国内

战争、资本主义大危机等冲击，一方面经济有所发展，

另一方面，经济当中的沉疴积弊并没有消除。无论袁世

凯及其继任者的北洋军阀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

党政府，都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

施，积极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个期间是中

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化水平和资本

积累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五四”运动之后直到20世纪50 年代，中国经济

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

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

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

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地在中国传播。前

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

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

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

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

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

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的初步繁荣：
    30、40 年代中国的折射

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这两方面的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展开研究，现

代意义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是发端。从“五四”运动到

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

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第一，1919－1927年期间关

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第二，与中国近代社

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有关，在30年代围绕中国农村经济

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性

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第三，30年代，针对

中国货币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承继“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之势，国内逐渐开始真

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围

绕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所撰写

的著作大量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914年获哥伦

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15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

学。1923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经济

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

其《经济学概论》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部

门经济学也有长足进步。

胡寄窗老先生曾经对“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

期间中国国内翻译和自编（撰写）的经济学书籍进行了

统计研究。从中可以看出1929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初

步繁荣情况。这一时期之所以有这么多中文经济学著

作问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息息相关。1928 －

1936年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

开始出现工业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战争对国防经济

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在经济发展方面做

评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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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定的努力，“实业救国”一时蔚然成风，经济学

当然就有了传播和发展的土壤。经济学译著以30年代

最多，其中 1930年一年出版了63本译著。从国别构

成看，到30年代为止，由日文翻译而来的经济学著作

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以前有较大增加，但是已经不能像

20世纪前 10年那样高度垄断，其相对的重要性则已

经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已经大大超过

了日文。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翻译由

西方贩运来的日文二手货，也说明由欧美返国的经济

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大学讲坛。

30、40年代经济学的繁荣还体现在专门性的经济

学刊物的创办上。据胡寄窗先生估计，除了统计期刊

外，1919 年到1949 年各类经济期刊约为112 种，其

中20年代有10种，30年代48种，40年代 53种。不

过，这些刊物创刊后一年内就停刊的在半数以上，能维

持一两年之久就很难得了。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队

伍仍然很弱小，社会对经济学的关注和支持仍然是很

有限的。在为数不多能够长期支撑下来的经济期刊中，

属于一般经济理论探讨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国经济

学社1930年创刊的《经济学季刊》成绩最为显著，一

直维持到抗战前夕，是当时全国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认

可的经济刊物。

在30年代，学界围绕中国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发

生过争论。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

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

中，关于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有人主张实行多商品的

本位制，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

围绕这些问题，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

先后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1937）

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杨荫溥（1936）的《中国金

融研究》、刘大钧（1934）的《我国币制问题》等。

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问题是“经济建设”与

工业化。1928 － 1937 年期间，国民政府在工业化方

面的政策稍见成效。抗战爆发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

为了国家的富强，奋力探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途径。张

培刚教授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

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

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

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

解放前一大批中国学者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了深

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中国本土经

济学的杰出代表。这其中有比较特殊的历史原因。解

放前中国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

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农村的情况，

才能全面把握中国的经济全貌。著名学者陈翰笙

1928 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

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村

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发起成立了有500多名会

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第一届理事会

主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于 30年代曾就中国农村

和农业经济问题，与几方面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争论。

同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

优秀的经济学家，比如后来名噪一时的孙冶方、薛暮

桥、钱俊瑞、许涤新等，都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有

不浅的渊源。此外，南开大学的何廉、方显廷等人也

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何

廉还被誉为中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著有《中

国农村之经济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

后，经济学在中国已经走出了单纯的学习、普及阶段，

出现了一批既掌握先进经济学理论，同时又能运用这

些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学者。总结解

放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凡是在学术上

有重要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几乎全是研究中国经济

问题的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被称

为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四大经济学家，享誉国内外。他们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

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

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

土经济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如马寅初所

说：“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的中国，实际上

有什么好处呢？”

早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中国零星传播。

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在十月革

命之后。李大钊是最早向国内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现实问题

的理论家。 1930年之前，先后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和译著出版，也有不少关于《资本

论》有关专题的介绍。在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的同时，不少中国学者也在勉力进行本土化的尝试。这

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该书自

1934年北平经济学社初版起至1947年共发行了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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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是销行最广的一部，

其社会影响可见一斑。王亚南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家中著作最丰富的一位，《中国经济原论》是其

代表作。

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孪生兄
弟

社会科学的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

的逻辑体系。一般来说，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

响也就越大。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经济。生活在英

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英国成为当时世

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多出于此。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经济理论研究中心和著名经济学家的产生地也就逐渐

随之转移到美国。

自1920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开始系统搜

集宏观经济数据，以及1947年萨谬尔森出版《经济

分析的基础》一书以后，国际上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开

始大踏步朝向实证化、数理化方向发展。然而，中国

的经济学自 1949年开始，随着国土和政治的分裂而

走了不同的道路。有些经济学家随着国民党政府搬

迁到台湾，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等学校继续教授现

代经济学；有些则漂泊海外，当中一些人对国民党政

府在台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不少影响；也有如蒋硕杰、

费景汉、张五常、邹至庄、刘遵义、李龙飞、萧政等

一些新、老经济学家在货币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

制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领域在国际经济学界崭

露头角。

大陆本身则走向了另外一种发展方向。自 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体制就开始全面向计划经济转轨，自从中

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除了继续翻译

出版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围绕总路线开展

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成为经济理

论界研究的核心内容。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快

速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社会主

义道路，成为国家领导人优先考虑的对象，也自然成

为经济学界的中心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

生活泛政治化，特别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经济学研究

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

块，一是普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二

是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找支持现行路线、方针和

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对后者加以诠释，增强其在理论

上的合法性。

这一时期经济学界比较著名的理论争论有三起，

即 50年代后期围绕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争论，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围绕李平心“生产力理论”的争

论，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围绕价值规律和孙冶方

价值规律论展开的争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核心

观点是主张人口增长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反

对人口盲目增长。本来无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都能推出这一结论，但是，由于政治上的

原因，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受到批判，与马寅初

持相同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吴景超甚至

被批判为“帝国主义的走卒”。李平心的“生产力理

论”核心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内强调生产

力的重要性，将生产力的“社会联系”看成生产力的

社会属性，在那个特别强调生产关系的年代，这一点

被批判为将生产关系当成生产力的附庸。至于围绕

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引发的争论，实际上是计划经

济理论和意识与不能取消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经

济现实之间矛盾冲突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对孙冶方

的批判，只是因为他坚持价值规律高于计划规律，与

毛泽东等领导人强调计划规律高于一切相冲突。用

今天的标准看，50、60年代发生的三大理论争论都

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或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从学术上讲，基本上都属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诠释上的分歧。“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非颠倒，经济

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学迎来了发展的春

天。一部分经济学家秉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相

当长一段时间仍然以论证和诠释现行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职志，特别是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为

改革开放寻求理论支持。公允地说，这些研究虽然带

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是针对性很强，在一定时期确

实起到了从理论上证明改革开放合法性的作用。另外

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

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眼

界也大大拓宽，而且随着中外经济学学术交流的迅速

评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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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现代西方经济学文献大量流入中国，年轻的中

国经济学者们从中受益颇多，有的还留学海外，纯粹

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圭臬的年轻学者基本

上没有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越来越成为时尚。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重新普及，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

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并呈逐渐

增多之势。他们的研究同样对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的

理论贡献，特别是90年代以后，许多改革措施都凝聚

着他们的智慧。而且，即使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也都

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影响，墨守传统理论

的已不多见了。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

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

高，而当中国经济在下个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

经济的时候，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

中国来。实际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已经越来越受到

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

顿·弗里德曼甚至断言，谁能成功地解释中国经济改

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以世界上最早出

版并且最权威的七个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

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

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经济学季

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计

量经济学》（E c o n m e t r i c a）、《经济研究评论》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和统计学

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 Statistics）为例，

它们在 70年代总共发表主题是中国问题、或者主题

不是中国问题但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文章数为78 篇，

80 年代为82 篇，而90 年代就增长到134 篇。

在60年代中期以前，华人学者在国际权威期刊上

发表文章的数量是很少的。以后随着台湾、香港和新

加坡的经济崛起，到国外留学研习经济学的华人越来

越多，华人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开始上升。80年代以

后，随着大陆对外开放，到海外留学的华人更多，华

人经济学家队伍不断壮大，因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也就进一步提高了。十分可喜的是，已经有一部分华

人经济学家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有的还是以

研究中国本土问题见长。可以预期，以研究中国问题

为主的国内经济学界将来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

会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100年了，回眸百年令人感

慨万千！“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实际处于

起步阶段，社会的重视程度也很有限。“五四” 运动

以后，国外社会科学思潮纷纷进入中国，作为其中一

个重要分支的经济学迎合了国内实业救国的需要，

也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在30年代，经济

学在中国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那时的中国政局

较为平静，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经济

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第一次卷入了中国现实

经济生活之中，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以

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的历程，从研

究范围到研究方法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而使现代

经济学在大陆的正常发展中断了。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

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开始普及，并在年轻一代取得主

流地位，出现了迅速弥补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趋

势。然而，由于长期封闭落后，在短短10年、20年

的时间里既要消化国际经济学界过去几十年、几百

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又要努力追踪其发展前沿，艰难

程度可想而知，难免不走弯路。比如照抄照搬国外理

论，而忽视了任何理论的分析都以特定的制度和发

展阶段为前提；或以概念代替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

理论争论常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争论等。尤其，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下，整个社会出现失序、浮躁、

急于求成的风气，一些经济学者也受其影响，发表的

论文和著作经常出现抄袭和缺乏深入的逻辑分析、

经验实证等现象。

总结我国百年来的经济学发展，国人自撰的出版

物大多属于述而不作的性质，真正的理论创新少，介

绍国外理论或以国外现成理论为框架研究中国问题或

就事论事地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占绝对大多数。按现

代经济学的规范，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

对理论推论进行严谨的经验检验的研究和著作还不多

见。后者是我国经济学研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并同时对国际经济理论发展做贡献的必由之径。只要

在研究规范上自觉改进，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

展，致力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必然能迎来中国经济

学家的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