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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12月13—14日，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在北京
清华园举行。
来自海内外30余所高等院校和40多家媒体及企业界共计18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隽琪与清华大学副校长汪劲松共同为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揭牌。
中心主任蔡继明和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王振中分别致辞。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尚全、谷书堂教授分别受聘担任中心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心理事会名誉
主席、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刘伟、林岗、庄宗明、冼国明、脒志武、王一江
等担任中心顾问；著名企业家、天津环渤海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郑介甫担任中心理事会主席；来自29
所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或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担任了学术委员会委员；来自海内外30余所
大学的著名教授担任了中心特邀高级研究员。
　　成立仪武结束后，吴敬琏、高尚全、谷书堂教授做了专场演讲；陈志武、迟福林、温铁军、文贯
中、韦鸿、党国英、常修泽、于建嵘、陶一桃、李昌平、郝寿义、黄少安、蔡继日月、刘恒中、王伟
彬、刘俊、赵学增、温锐、周天勇等19位专家学者做大会主题演讲；另有15位专家学者做专题演讲。
这些专家学者回顾7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分析了目前制约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土地问题，在借鉴国外土地制度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土地制度改革方案的
比较，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相关法律法规修改意见以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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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12月，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在北京清华园举行。
根据大会专家学者的发言和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我们编辑了《论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一书。
共收录了69篇论文，分成了12个专题，从改革思路到方案设计和政策建议、从经济发展到粮食安全及
社会目标、从历史演变到国际比较和经验借鉴，几乎涵盖了我国土地制度研究的各个主要领域，为读
者了解我国土地制度研究的现状提供了广泛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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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绪论：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　　1.1　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　　吴敬琏　　
谢谢蔡继明教授！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发祥地之一，早年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岱孙教授等一批学人对现代
经济学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现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努力倡导百家争鸣
，这对于推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兼收并蓄，扬长避短，培养高层次政治经济学专业人才，发挥经济
学对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基础性和指导性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政治　　经济学研究的状况　　我国进行市场化改革前的30年，中国政
治经济学的发展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我自己在进大学时就是选的政治经济学专业。
今天出席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仪式，让我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
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满怀着学以致用，用学得的知识来报效国家的愿望考入大学。
那时候毛主席讲过一句著名的话，叫做：“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
世界。
”①旧政权已经推翻，新中国已经建立。
我们希望学好政治经济学，能够在“建设新世界”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然而事与愿违，我们这门学科在往后的30年里其实并没有能够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我们原来
所期望的好作用。
　　我是1948年考进金陵大学的。
1950年入学。
上了一年经济学原理、统计学、会计学，以后，就开始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我们在年轻时很不懂事，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也积极参加了对老师上纲上线的“批判”。
运动结束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我所在的经济系调整到复旦大学，开始使用新的教学大纲和教
材，教员也换上了从中国人民大学经过苏联专家培训的年轻教员。
一年级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教员是苏绍智老师，二年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员是
蒋学模老师。
他们在人民大学跟着苏联专家学了两年，然后再把从苏联老师那里学得的斯大林那一套经济学理论教
给我们。
　　1954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就是这一套苏式政治经济学理论，再加上毛主席语录。
跟着当时“左”的路线和政策转。
这样的“理论研究”自然对于经济发展有害无益。
　　刚才一进入会场，就见到谷书堂教授。
这使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那是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上。
当时我们还很年轻，很有专业热情，在大会的简报组编写简报。
　　1958年开始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吹起了一阵“共产风”。
理论上的典范作品则是获得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那篇现在看起来
荒谬绝伦的文章。
由于自己完全没有独立思考和分辨能力，在为薛暮桥先生起草会议论文时，就按照毛泽东“批判资产
阶级法权”的精神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殊不知薛暮桥先生看后非常不满意，认为我们在和中央唱反调。
这使我们感到十分委屈。
一打听才知道，毛主席有了“最新指示”，说是“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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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讨论会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是我们研究所在河北昌黎的“试验田”的副“田头儿”王绍飞
放了一颗“政治卫星”。
事情是这样的：“红小鬼”出身的王绍飞深感浮夸虚报粮食产量等生产成绩为害严重，就给我们的所
长孙冶方写了一封信反映。
孙冶方先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老革命家，把这封信作摘要送到党中央。
毛主席就王绍飞的反映给全国六级干部写了一封信②，号召干部千万不要说假话。
这件事在经济研究所被传为美谈，也促使昌黎实验田的“田头儿”董谦同志也想就群众关心的问题上
书中央。
他组织经济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员做了认真的调查，发现群众一个最现实、最迫切的要求是解散公共
食堂，让他们能够回到自己家做饭吃。
不巧这份调查报告送到毛主席手里时，政治风向已经从反“左”转向反“右”。
毛主席在1959年6月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所谓“意见书”时，拿出了这封信，说是中国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有几个右派，居然反对公共食堂。
这一下子可把经济所弄得人仰马翻，搞了大半年“反右倾运动”。
一批研究人员，包括王绍飞在内，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这只是一个小的缩影，这个灾难大家都知道。
往事不堪回首。
这一时期对新中国建设起主导作用的“政治经济学”不是什么科学。
其所起的作用不可谓不大，但是是反面的作用。
　　后来在文革中，和顾准先生讨论西欧古代史时，我对当时自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打了
一个比方：我们自以为习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就好像吸纳希腊文化经过的是拜占廷。
这就是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状况。
当然，这种扭曲也是有历史’由来的。
没有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就必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和批判精神，因此也就很难有什么
科学性和学术价值。
　　二、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仍在发展的科学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突破极“左
”路线羁绊的思想解放运动。
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②
，照搬遭到扭曲的政治经济学，给中国人民造成大灾难。
同时，人们开始去探索能够对我们国家的兴盛、对于人民的福祉有好处的经济学理论。
　　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才打开了新的境界。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睁开眼睛朝外看。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例如列宁就说过，马克思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
但是在“左”的思想钳制下，我们竟然同外部世界隔绝了几十年。
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有了国际学术交流，能够请人来讲课，我们也能够出国学习。
这时我们才发现，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经济学研究，并不像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已经完
全停滞，没有任何发展了。
目睹西方国家经济和经济学的发展，大家都已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如果马克思在世，他的学说其中包
括政治经济学，就像他当年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一样，肯定也会根据现实的变化有很多新的发展。
　　在扬长避短、兼收并蓄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探讨，使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有了真正的进
步。
明确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经济改革的目标明确地概括为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往
往就来自于经济学研究的倡议。
　　不过在近年来，这些支持市场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说是中国改革遭到所谓“
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误导，被引向市场经济的错误方向。
　　其实，读一读这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旗号攻击市场化改革的文章就能发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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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什么是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也不知道什么叫“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把“新自
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当作一块砖头砸向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支持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而已。
　　从世界范围看，所谓“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古典经济学是
主流经济学。
到了20世纪初期，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成为主流。
再后来，把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盼“新古典综合”
（Neoclassical Synthesis）或“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成为主流。
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被欧洲人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New ClassicalEconomics
）④又在西方国家遭遇“滞胀”的条件下兴起。
不过，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偃旗息鼓。
经过修正的“新凯恩斯主义”依然是重要的经济学派。
近年来的确有不少属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同时也有好几位属于“新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获此殊荣。
而且在一些经济学家身上，这两个学派有互相取长补短、相互融合的趋势。
所以，当代的国际经济学界并没有单一的主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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