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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蒙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伍柏麟教授提供他私人收藏多年的《经济研究》期刊方便我们查阅和统计 ,张军教授审阅本文并

提出有益的改进意见。另外作者曾向樊纲教授谈及本文的构想并得到他的鼓励和支持 ,在此谨致由衷的谢意。文中可能出现的

错误和遗漏均由作者负责。

①　比如林毅夫教授曾经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 :贺《经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见《经济研究》1995 年第 10 期) 一文中指

出 :“在过去四十年里 ,《经济研究》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龙头刊物 ,代表着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 ,在《经济研究》上发表

论文是我国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同仁最感荣幸的事情之一。在各个历史阶段 ,《经济研究》对我国经济理论的研究方向都起到了

主导的作用。近十多年来 ,《经济研究》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的现象、新的概念的探讨 ,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

提出和确立上更是功不可没。在走向下个世纪的今天 ,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水平 ,将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经济研究》编辑方针

的诱导和影响”。

②　参见《经济研究》1992 年第 4 期的《关于〈经济研究〉试行新的“参考文献索引及附录编排方法”的说明》。

中国理论经济学 50 年发展轨迹的缩影
3

———对《经济研究》刊载文章的统计分析与简略评论

夏业良　王　欣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200433)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其前身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主办的《经济研究》期刊是

1949 年以后在中国大陆最早创办的理论经济学专业期刊 ,该刊创办于 1955 年 4 月 ,1958 年由郭沫

若为《经济研究》题写了刊名。45 年来 ,《经济研究》作为中国大陆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理论经济

学专业期刊① ,刊载了大量对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文章 ,成为我国经济理论

工作者必读的专业学术期刊和主要参考资料。尤其重要的是 ,《经济研究》率先实行研究规范、研究

方法的革新与改进 ,倡导逐步实施匿名审稿制和参考文献索引和附录注释的规范化② ,有效地引导

和促进了中国现代理论经济学研究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笔者认为 ,对《经济研究》创刊以来所刊载的文章进行较为全面的统计分析和初始性评论有助

于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 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与探索的基本脉络 ,有助于理解中国当代理

论经济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轨迹 ,有助于总结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中的诸多经验与教

训。鉴于以上认识 ,我们查阅和整理了《经济研究》自 1955 年 4 月创刊直至 1999 年第 12 期刊载的

所有文章 ,并根据我们的粗浅认识对这些文章进行了统计、分类和初步分析与评论。

为了便于进行具有实际意义的统计和分析 ,我们首先以《经济研究》复刊 (其时恰逢解放思想和

改革开放的酝酿时期) 为分界线 ,将《经济研究》创办以来的统计区间划分为改革开放前 (1955 —

1977 年)和改革开放后 (1978 —1999 年)两个历史时期 ,再将时间跨度为 45 年的统计起始期至截止

期时间划分为几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阶段 ,即从 1955 年 4 月创刊直至 1966 年第 6 期 (该刊因

“文化大革命”开始而被迫中断直至 1977 年 12 月 ,在长达 11 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停刊状态) 为改

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自 1978 年第 1 期复刊至 1985 年第 3 期 ,为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的第一阶

段 ;从 1985 年第 4 期到 1992 年第 4 期为第二阶段 ;自 1992 年 5 月 (从 1992 年第 6 期开始 ,《经济

研究》在部分刊载的论文中开始试行参考文献附录制度) 至 1999 年第 12 期 (即截止到 20 世纪末)

为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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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经济研究》刊载文章的内容结构分析

从 1955 年第 1 期上刊登的“发刊词”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经济研究》的办刊主旨主要是 :

(一)配合国家经济活动的需要 ,对于重要的经济问题进行理论性研究 ; (二)研究政治经济学和部门

经济学 ,研究和讨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及其作用 ,阐扬社会主义经济原理 ; (三) 整理和综合

近代经济资料 ; (四)学习和了解苏联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的研究和经验。主要刊载学

术论文、调查报告、中国经济史资料、国际经济资料及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学术动态等。“发刊

词”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 :“本刊欢迎自由讨论 ,欢迎以学术态度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创刊号上刊登的稿约中还明确说明刊物的内容包括 : (1)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理

论的阐述 ; (2)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济理论的阐述和研究 ; (3)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资料整理和研

究 ; (4)对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 ; (5) 关于调查研究报告 ; (6) 有关国际经济的资料整理和研

究 ; (7)关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经济科学情况的介绍和报道 ; (8)关于经济学著作的评介。值得注

意的是 ,当时对稿件篇幅的要求是不超过三万字。

表 1 《经济研究》发表论文内容类别分时期统计表

内容类别
195514 —

196616

1978 —

1992 年

1993 —

1999 年

总计

篇数

占总量的

百分比

11 政治经济学研究 63 143 8 214 4176 %

21 计划经济 31 26 — 57 1123 %

31 价值和价值规律 52 88 — 140 3112 %

41 价格问题 53 48 16 117 2160 %

51 合作化、人民公社研究 53 7 — 60 1134 %

61 收入、分配、消费 14 55 43 112 2149 %

71 扩大再生产 30 59 — 89 1198 %

81 生产关系、生产力规律 6 93 1 100 2122 %

91 商品经济理论 23 41 1 65 1144 %

101 过渡时期经济规律讨论 22 1 — 23 0151 %

111 经济效益 62 62 3 127 2182 %

121《资本论》研究 17 36 2 55 1122 %

1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 70 26 96 2113 %

141 改革与发展问题 — 317 212 529 11177 %

151 所有制与产权问题 1 98 66 165 3167 %

161 企业理论、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改革 — 79 147 226 5102 %

171 宏观经济研究 3 170 89 262 5182 %

181 部门经济、产业结构、产业政策 51 244 18 313 6196 %

191 住宅、房地产、金融、证券 36 77 131 244 5142 %

201 工资、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 6 40 31 77 1171 %

211 市场、市场体系研究 11 36 21 68 1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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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类别
195514 —

196616

1978 —

1992 年

1993 —

1999 年

总计

篇数

占总量的

百分比

221 财政、税收 25 48 31 104 2131 %

231 人口问题 2 21 1 24 0153 %

24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 10 — 10 0122 %

251 西方经济学说研究 8 69 28 105 2133 %

261 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 44 37 8 89 1198 %

271 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 7 10 2 19 0142 %

281 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 — 4 6 10 0122 %

小计 620 1989 891 3500 77187 %

其他内容的论文篇数 995 22113 %

总计 4495 100 %

　　有关分类的几点说明 : (1)上表中 1 —28 类合计文章 3500 篇 ,占刊载文章总数的 77187 % ;其它未分类的文章合计 995 篇 ,占

刊载文章总数的 22113 %。(2)“政治经济学研究”一栏包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 ,但由于研究《资本论》的文

章较为集中 ,故单独分为一类 ,归入“《资本论》研究”一栏。(3)有些分类可能有重合部分 ,一般以其主要内容分类一次性计入相应

栏目内。(4)“部门经济”主要指农业、工业、林业经济等。

从上表的分类可以看出 :1955 —1966 年这一时期集中研究的问题主要有政治经济学、价值、价

值规律、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经济效益、价格问题、合作化、人民公社等。

1978 —1992 年这一时期集中研究的主要问题有 :改革与发展问题、部门经济、产业经济与产业

政策、宏观经济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有制与产权制度、生产关系、生产力规律等。

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集中在 80 年代中期以后 ,此后则几乎没有论及。而有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文数量则不断增加 ,这似乎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只是一个过渡

性概念。我们还注意到 1989 年以后总目录不再设立“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一栏 ;1993 年在

总目录中增设“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一栏。

1993 —1999 年 ,有关“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文章仅有 8 篇。有关“西方经

济学说研究”的文章 ,在 1955 —1966 年期间仅有 8 篇 ,且以批判性介绍为主 ;而在 1978 —1992 年期

间则以正面介绍、分析为主 ,且数量上升到 69 篇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在发生范

式转换之前所采用的“拿来主义”主流策略。而 1993 —1999 年期间 ,此类文章数量的下降趋势说明

中国经济学界开始逐步走向成熟 ,也可以说是“本土意识的觉醒”,学界内外都希望更多地“立足本

土”,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并在此方面进行了一些努力和探索 ,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但是从基础理论的层面上说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 ,中国经济理论界仍然是处于学习、借鉴、消

化、吸收的阶段 ,还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创造。

从 1955 —1966 年这一时期所刊载的文章来看 ,在《经济研究》创刊初期就曾出现过对市场作

用、特点和市场经济进行可贵探索的部分文章 ,比如赵清心的《论我国市场季节性改变》(1956 年第

1 期) 、《试论农业合作化后我国市场的淡旺季》(1956 年第 5 期) 、《关于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

的初步研究》(1957 年第 3 期)三篇文章、孙冶方的《把计划与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1956 年

第 6 期) 、和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1957 年第 3 期) 。但在当时的

政治和社会环境下 ,这种声音极其微弱 ,并且很快受到批判 ,这种批判在创刊初期曾经是较为温和

的 ,比如郑必坚《关于林里夫同志论文中的错误》(1955 年第 5 期) ,而到了 1957 年下半年 ,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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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种批判的特点是以政治定性甚至人身攻击来代替学术争鸣或批评。客观地说 ,从 1955 年创

刊至 1965 年底这 10 年中 ,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的文章屈指可数 ,而政治性的批判文章却

占相当大比重 ,除反右时期的批判文章外 ,还有“四清”运动以及以后一段时间的批判。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 1966 年 ,《经济研究》上所刊载的文章已经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

而在复刊后的 1978 年所刊载的众多文章中 ,也鲜有值得再读的学术性论文。

从表 1 的“计划经济”一栏可以看出 ,从 1955 年创刊至 1992 年第 12 期共发表此类文章 57 篇 ,

仅占总数的 1127 % ,因此产生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曾对标准教科书上所定义的“计划经济”进行过

真正深入的研究 ? 值得深思的是 ,以阐释某一时期党的文件和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和出发点的政

治类学术文章 (相对于较为纯粹意义上的学术性理论文章而言) 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因此一旦

事过境迁便鲜有理论参考价值。

二、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学术期刊文献附录和技术规范的形成

自 1978 年复刊开始至 1999 年第 12 期 ,《经济研究》共发行 264 期 ,合计刊载 3405 篇文章 ,根

据研究主题的转换、学术规范的引进与建立、总体学术质量的提升、作者队伍的变化等因素 ,可以把

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发展时期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1978 年第 1 期至 1985 年第 3 期) 共发行

87 期 ,1237 篇文章 ;第二阶段 (1985 年第 4 期至 1992 年第 5 期)共发行 86 期 ,1139 篇文章 ;第三阶

段共发行 91 期 ,1029 篇文章。通过这三个阶段的比较分析 ,可以大致看出研究规范与技术方法的

引进、编辑方针的转换与定位以及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之专门高级研究人才的增多 ,与经济学理论

方法和总体研究水平的转化与提高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

　　1978 年《经济研究》正式复刊 ,复刊号 (1978 年第 1 期)上刊登的征稿启示上宣称该刊物将刊登

以下几方面的文章 : (1)宣传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

展 ; (2)宣传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 ,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 (3)从政治经

济学理论上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 (4)阐述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经济理论问题 ; (5)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对有争论的问题展开讨论 ; (6) 批判现

代修正主义经济理论 ,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经济的实质 ;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各种流派的经济理

论 ,研究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问题 ; (7)从经济理论方面阐述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的科学论

断和研究三个世界经济关系问题 ; (8)中国及外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 ; (9)有关经济方面的调查报

告 ; (10)介绍国内经济理论研究动态 ,读者评论 ,书评 ,有关经济资料等。

表 2 　改革开放后第一阶段 (1978 年第 1 期至 1985 年第 3 期)《经济研究》刊载文章内容分类表

内容分类 篇数统计 内容分类 篇数统计 内容分类 篇数统计

经济体制改革 121 农业经济 67 经济史、经济思想史 51

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 70 工业经济 29 再生产理论 40

价值、价格、成本 65 财贸经济 67 经济模式 15

国民经济综合问题 54 劳动、就业、人口、工资 56
社会主义建设和四个

现代化问题
230

经济发展战略 24 《资本论》研究 45 批判“极左”路线 84

经济效益 41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 31 其它难以归类的文章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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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后第二阶段 (1985 年

第 4 期至 1992 年第 5 期)《经济研究》

表 3 　刊载文章内容分类表

内容分类 篇数统计

经济体制改革 129

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 11

经济机制 8

国民经济综合问题 97

商品、价值、价格、成本 62

再生产 7

农业经济 91

工业经济 7

城市经济 9

财政、金融、贸易 150

劳动、就业、工资 18

经济效益 8

数量经济学 1

经济史、经济思想史 8

所有制结构、产权制度 58

经济思想评述 40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7

马克思经济理论 21

宏观经济理论 88

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12

企业经济问题 47

收入、分配、消费 33

区域经济 18

产业结构 17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43

市场 14

其他 128

　　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四个现代化问题 ;批判“左”的经济路线 ;生产力、

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问题。总体特点是 ,以老一辈政治经济学家为主 ,清算“极左”路线对经济理

论以及社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关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比如董辅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

所有制形式问题》(1979 年第 1 期) 、刘国光《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79 年第 5

期) 、孙尚清《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几个理论问题》(1979 年第 5 期) 等。这一

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

时期 ,过去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几近空白的社会

主义公有制发展形式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等

都在这一阶段提出并讨论。围绕着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问题 ,不少作者以不同的表达方式论述了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基础 ,并且应受价值

规律的调节。要以价值规律为依据 ,发挥市场机制的

作用 ,恢复价格即反映价值又反映供求的经济杠杆功

能 ,确立企业的商品生产者地位 ,开展企业间的竞争

等。

这一时期作者队伍的特点是 ,以老一辈政治经济

学家为主 ,他们大多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和领导人 ,他们对 1949 年前后的

中国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理论和认识 ,许多人曾经在

逆境中坚持探求真理 ,他们忧国忧民的学术勇气令人

钦佩。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薛暮桥、孙冶方、于

光远、许涤新、马洪、董辅　、刘国光、孙尚清、骆耕漠、

卓炯、苏星、蒋学模、宋涛、宋则行、佐牧、林里夫、何建

章、何伟、桂世镛、谷书堂、王琢、冯兰瑞、陈征、戴园晨、

李成瑞、吴敬琏、周叔莲、张卓元、厉以宁、何炼成、卫兴

华、王梦奎、杨坚白、刘诗白等。在这一时期后期出现

的新生代经济学者有周其仁、周小川等人。

1985 年 2 月 27 日 ,《经济研究》编委会讨论了新

形势下的编辑方针 ,认为该刊应着重探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以及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经济理论问

题 ,最近若干年特别要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

实践的研究和讨论作为重点 ;同时要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密切联系 ,开展马

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问

题的探讨 ,包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经济范畴

和理论体系的讨论。在学科方面 ,《经济研究》的内容

应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主 ,同时兼顾政治经

济学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部分以及其它经济学科的

基本理论问题。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 ,《经济研究》编辑

部在唐宗　的主持下开始倡导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 ,

从办刊方针到选题内容等方面都作了较大程度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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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该刊自此呈现出承前启后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问题主要有 :经济体制改革 ;国民经济综合问题 ;财政、金融、贸易 ;宏观经

济理论 ;农业经济 ;商品、价值、价格、成本 ;所有制结构、产权制度 ;经济思想评述等。这一时期的方

法论特点是 :不再囿于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和工具范畴 ,而是有限度地借用西方经济学的术语和工

具 ,并且转向对具体经济运行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除薛暮桥、董辅　、刘国光、厉以宁、宋涛、杨坚白、赵人伟、王琢、何建章、

张卓元、谭崇台、朱绍文、陈岱孙、黄范章、乌家培、戴园晨、赵海宽、陈吉元、宋养琰、张曙光等一批老

一辈和中年学者 (以当时的年龄而论)外 ,还在《经济研究》上推出了一大批新生代学者。这批代表

主要有樊纲、刘世锦、李拉亚、林毅夫、刘小玄、张维迎、卢中原、李扬、贝多广、罗小朋、江小涓、郭克

莎、宋国青、平新乔、秦朵、陆德明、钟朋荣、朱玲、刘伟、杨瑞龙、张军、符钢战、史正富、袁志刚、盛洪、

孙祁祥、孙莱祥、周小川、李剑阁、胡汝银、蔡　、黄季　、华生、张军扩、马建堂、洪银兴、史晋川、魏

杰、荣兆梓、刘志彪、张学军等人。他们大多数是 50 年代 (只有个别人是 40 年代末或 60 年代初)出

生的 ,大多数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 ,他们在恢复高考制度后取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或留学 (进

修)海外 ,目前已学有专长 ,成为著名学者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的负责人。

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甘于寂寞和清贫 ,坚持科学精神与学术规范 ,成为推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界中

坚。

从 1992 年第 6 期开始 ,《经济研究》编辑部在部分刊载的论文中开始试行参考文献附录制度和

新的文献索引方法。编辑部指出 :“参考文献附录制度是我国及国际学术界多年实践中被证明行之

有效的一种学术交流方法 ,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学术风气、展开学术争鸣、促进学术研究、传播科学成

果 ,并借此建立起学术界特殊的科学评价体系 ,同时 ,也有利于我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

这一制度在国际上的经济学出版物 (无论是著作还是刊物) 中已是一种通行的惯例 ;《经济研究》作

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份主要学术刊物 ,愿为此起一带头的作用。本刊将推行新的文献索引及附录

编排方法这件‘小事’,视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规范化、现代化的一项具体步骤”。

从表 4 可以大致看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问题是 :改革与发展问题 ;宏观经济理论 ;国有企业

问题 ;财政、金融、价格 ;金融理论 ;农业经济 ;所有制、产权改革 ;基本经济理论问题 ;工资、消费、就

业 ;开放经济 ;微观经济和产业组织等。

表 4 　改革开放后第三阶段 (1992 年第 6 期至 1999 年第 12 期)《经济研究》刊载文章内容分类表

内容类别 篇数统计 内容类别 篇数统计 内容类别 篇数统计

宏观经济理论 117 教育经济学 2 财政、金融、价格 79

微观经济和产业组织 28 理论经济学述评 18 工资、消费、就业 50

金融理论 90 改革与发展问题 123 农业经济 73

开放经济 47 基本经济理论问题 51 区域经济 20

收入分配、反贫困 4 所有制、产权改革 64 经济效益 3

市场研究 13 国有企业问题 116 其它 126

制度经济学 5

　　从作者队伍来看 ,老一辈学者的文章数量显著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 40 岁以下学富力强

的中青年作者群 ,其中绝大多数作者曾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林毅

夫、樊纲、刘伟、张维迎、易纲、马建堂、张曙光、张平、张宇燕、李实、田国强、汪丁丁、盛洪、张军、余永

定、郑超愚、袁志刚、刘迎秋、周天勇、刘小玄、江小涓、蔡　、陈东琪、贺力平、邹恒甫、杨瑞龙、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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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黄少安、陈学彬、石磊、杨晓维、李善同、李晓西、左大培、胡景北、藏旭恒、张春霖、平新乔、杨小

凯、胡永泰、刘溶沧、刘勺佳、陈彩虹、郑京海、华民等人。

三、《经济研究》在推动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进步方面的贡献和影响

学术自由是学术繁荣的前提 ,社会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土壤 ,而科学严谨的学术规范和专门人才

的培养则是提高学术质量的长期保证。其中保障学术言论自由与遵守基本的学术道德、科学规范

是最根本的制度因素。我们认为《经济研究》之所以能够在 1992 年确立新的编辑方针以后逐步拉

开与其它理论经济学刊物之间的距离和档次 ,在于她在倡导“百家争鸣”的同时 ,强化了对研究规

范、技术方法和手段以及体例等方面的要求 ,同时她还注意培养和造就一批初步掌握现代经济学研

究方法和手段的新一代经济学人。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研究》已经为一大批经济学家

发表初期研究成果提供了最佳园地 ,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最为活跃的代表人物

和学科带头人。

从 1978 年复刊到 1991 年底 ,《经济研究》在刊载文章的内容和结构安排上有过几次调整 ,但具

有转折性意义的调整是从 1992 年开始的。这种调整主要表现在积极倡导经济理论研究范式的转

换和文献附录与技术规范的形成方面。自 1992 年第 6 期《经济研究》在部分刊载的论文中开始试

行参考文献附录制度起 ,至 1999 年第 12 期止 ,合计刊载文章 1040 篇 ,占总数的 23114 % ;从 1996

年起 ,《经济研究》开始对部分稿件试行专家单向匿名审稿制 ,从 1996 年第 1 期至 1999 年第 12 期 ,

合计刊载文章 522 篇 ,占刊载总数的 11161 %。

表 5 根据两大不同范式划分的简略统计 (自创刊至 1999 年第 12 期)

研究范式的基本划分 合计刊载文章数量 占刊载文章总量的百分比

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 2694 篇 60157 %

现代经济学范式 1754 篇 39143 %

　　注 :本表在统计时剔除了明显无法归入这两大范式的 47 篇文章 ,故实际统计文章篇数为 4448 篇 ,表中的百分比也是以此数

字为分母计算得出的。

笔者认为 ,近年来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有关经济理论研究范式转换和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

发展与进步方面的文章中 ,有三篇值得特别重视。这三篇文章分别是樊纲的《“苏联范式”批判》

(1995 年第 10 期) 、林毅夫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 —庆祝〈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1995 年第

10 期)和张曙光的《立足本土 ,走向世界 —1998 年中国经济学述评》(1999 年第 8 期) 。

樊纲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宣告了在中国占据垄断地位达 40 年之久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 (苏联

范式)的破产及代表着过去一个时代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范式的终结。虽然争议仍然存

在 ,但是主流发展方向已经比较确定 ,这似乎可以从近年来《经济研究》所刊载的文章所归属的研究

范式方面得到旁证。林毅夫的文章主要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责任和本土意识 ,强调在规范

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带动下实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 ,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作出自己的理

论解释。他本人认为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对如何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中国

具体的经济问题以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的看法①。张曙光指出 :“应当清醒地看到 ,中国

经济学的整体水平还很低 ,不仅基础不厚 ,训练不够 ,积累不足 ,而且缺乏相应的学术规范 ,也没有

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制度。在中国 ,由于时代发展的形势的需要 ,经济学虽然贵

为显学 ,但却潜藏着很大的危机 ;经济学家虽为时代的宠儿 ,但却有被宠坏的危险。也许有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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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宠坏了。⋯⋯学术界面临着‘礼崩乐坏’的局面。再加上商潮滚滚 ,巨大的压力、冲击和诱惑 ,也

使学者们难以静下心来 ,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思考、研究和创造。因此 ,建立学术规范 ,发展学术

评价 ,实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此外 ,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在《走近〈经济研究〉—初读〈应用经济学方法论〉》一文① 中指出 :中

国经济学研究的水平整体来说在国际上是相当落后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研究”还不被作为一种严

格遵循科学程序和规则的寻求知识增长的系统过程。“研究”的程序化还不被广泛接受。在此情况

下 ,大量对策性研究的凭空想象和粗制滥造就肯定不可避免了。我们大家所要努力的不是什么“将

经济学重新引回到道德的、政治的道路 ,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而是脚踏实地地树立经济研究中

的制度规范 ,提倡并鼓励经济研究中的逻辑经验主义精神 ,健全经济学家的理论素养。

笔者认为 ,学术精神的主旨是各种学术思想和观点的自由交锋、融合、互补和综合。学术争论

的前提是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学养、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 ;不因某一具体观点的得失而怀疑并诋

毁对方的立场、思想、动机和思辩能力 ,不因个人的好恶来评判对方 ,更不能因与对方的视角、理解

和观点有较大的偏差 ,就宣告对方不懂得哲学、历史和经济学基础理论。

熟悉自然辩证法、社会进化论和学术思想史的人们都知道 ,一种研究范式或一个理论体系的真

正终结并非能以某一具体的时点来作清楚明了的分界线的。最为一般的情况是 ,直到具有共同思

想特征的某一派别和群体中的大多数人离开这一世界 (亦即这一思想的载体 —人的肉身消亡) 时 ,

这种不能得到继承和传播的思想才会真正终结②。

每两年评选、颁发一次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学术荣誉奖 ,自

1985 年开始设立和评选以来 ,至今共评出获奖论文 111 篇 ,其中有 27 篇是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

论文 ,占获奖论文总数的 2413 % ,而历届获奖的 187 人几乎都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过论文。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经济研究》上所刊载的文章 ,在注释、图表、数学模型、引用文献和参考文献

的引用方面比 90 年代前期以及 80 年代有显著的增加 ,在参考文献索引的规范化方面也有一定的

进步。在引用文献中 ,国外原文 (主要是英文)文献的引用较前有明显的增加 ,他引和自引数目 (主

要指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或在较有影响的、具有某些学科群体优势的专业出版社

的理论著作)也有所增加。有些文章已经开始突破问题分析、前期理论铺垫、对策性研究的简单行

文模式 ,就事论事的空泛议论也有所减少③。

我们相信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化以及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整合与重建 ,中国经济

学界将会有更多能够较好地阐释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文献问世。同时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的成功实践也将促使中国经济学理论取得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逐步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理论研

究水准方面的巨大差距 ,并将有可能对世界经济科学的理论宝库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955 年—1999 年各期《经济研究》。

夏业良 1998 :《中国经济学界透视》,《山西发展导报》10 月 20 日第 3 版。

张军、夏业良 1999 :《1998 年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综述及其简评》,《社会科学战线》第 5 期。

(责任编辑 :边 　齐) (校对 :林)

57

2000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参见张军、夏业良 :《1998 年中国经济理论研究述评》,载《中国经济年鉴 1999》。

参见夏业良 :《论经济学研究的资源配置》,复旦大学《南区人》报 1998 年 5 月 28 日。

参见张军 :《走近〈经济研究〉—初读〈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 年冬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