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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实践中推进经济理论创新
*

黄泰岩

内容提要: 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使中国具备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典型条件。从实践经验中，我国已总结提升出了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但是，在中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

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学说难以指导中国新的实践，已有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为破解发展新难题，我国提出了由经济

发展新常态、新理念、新动力、新路径和新政策等构成的用于指导中国新实践的新理论，并

将该理论与十八大以前形成的理论进行系统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

体系。最后指出了新体系具有的理论价值、世界价值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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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

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新境界。”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提出:“只有

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如下方向和原则:一是理论要来自实践，从而能够

解释实践;二是新理论要能够指导新实践，破解发展新难题;三是新理论既要有中国特色，还要有

世界价值。
自提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任务以来，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通过梳理已有的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就一些基本原则达成一定的

共识，主要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

法，如洪银兴继承了马克思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同时创新性地把生产力纳入研究对

象。②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总结提升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经验的产物，如大部分学者

将发展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逻辑主线，逄锦聚将其概括为发展经济，满足需要。③

张宇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

互作用的逻辑主线中，要更加突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容。④顾海良认为应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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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探索为主体，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发展和完善研究

为主线。① 洪银兴则将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

容。② 刘伟则将其确定为考察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③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应系统化为理论体系。洪银兴认为，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实践获得成功

的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等领域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进行系统化，就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④ 刘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核心命题、主要任

务、根本目的四个方面构建了理论体系。⑤ 张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涵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经济体

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内容。⑥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大部分学者都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以开放的视野汲取和借鉴中外理论成果的科学成

分，⑦但“必须摆正中外本末主次关系，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奉为主流和圭臬”，⑧明确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主导和主体地位。⑨ 同时，强调用通用语言讲中国故事。瑏瑠 周文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了

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和能力，中国发展经验构成了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核。瑏瑡

逄锦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

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

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也才能逐渐为世界所重视、所接受。瑏瑢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虽然学者们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一

些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例

如，从中国发展实践中总结提炼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什么是科学的理论? 又如，为什

么中国在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后强调经济理论的创新，要求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要求把

实践经验系统化为经济学说，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要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中国贡献? 本

文力求在这些方面尝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二、理论创新的中国发展实践

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创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自己的家乡德国前往英国，原因

是要以当时最典型的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例证揭示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同样，今天我们

构建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应该回归马克思，必须“从我国改革发展的

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瑏瑣 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

中国具备了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典型条件。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发生苏联解体和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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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并通过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制和机制，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

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制度红利。这就是说，中国没有按照“华盛顿

共识”，而是按照“北京共识”;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或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出的药方，而是遵循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
第二，中国实现了比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更快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英国在推进工业化进

程中，年均经济增长率最高是 1770—1790 年的 2. 31%，20 世纪最高是 60 年代的 3. 54%，1970—
2007 年仅为 2. 73% ;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 1791—1820 年为 4. 38%，1820—1860 年为 4. 46%，

1860—1913 年为 3. 39% ;日本 1961—1973 年实现高速增长，年均为 8. 78%，1974—1991 年降为

4. 09%，1992—2015 年仅为 0. 8%，出现失去的 20 年;韩国 1963—1991 年实现了年均 9. 57% 的高

速增长，但 1992—2007 年降为 5. 68%，2008—2015 年进一步下降到 3. 11%。① 我国 1978—2015 年

则实现了长达 38 年的年均 9%的快速增长。即使 2012 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仍保持了年均 7%以上的快速增长。这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绘的未来社会所具有的

能够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快经济增长的制度优越性。
第三，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通过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迅速发

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使 7 亿多人口脱贫实现小康。根据麦迪

森的计算，1820 年，我国 GDP 占世界总量的 28. 7% ，远高于同年英国、日本和美国的 5. 2%、
3. 1% 和 1. 8%。② 但 1840 年我国遭受百年屈辱，到新中国成立，GDP 占世界的比重已下降为不到

5%。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使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迅速发展起来，

2015 年我国 GDP 占世界的比重已经上升到 15. 5%，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伟大复兴如

此之近。
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源自于成功的实践。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形成了西方主流

经济学及其分支，有众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日本作为后发达国家，依据其成功实践产生了

独具特色的产业经济学。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成功发展的实践经验中，理应孕育

着并可以总结提升出指导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学。③

实际上，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经验中，已经总结和提炼出了一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基本分配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等，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甚至在世界上提出了“中国模式”。中国

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就使我们拥有了对中国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三、新发展实践呼唤新理论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实现的成功发展还是阶段性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没有实现。要

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还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的

发展实践中进一步创新，并指导中国实践走向新的成功。
按照世界银行的国家分类标准，一国的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低收入迈向中低收

入发展阶段、从中低收入迈向中高收入发展阶段、从中高收入迈向高收入发展阶段和从高收入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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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发展阶段。2015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8000 美元，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正在迈向

高收入国家。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都能够利用本国(地区)发展初期

的廉价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廉价环境等低成本优势和资源禀赋实现经济起飞，但通常在达到或

接近中高收入门槛时，一部分国家或经济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

收入国家或经济体行列，如日本、韩国等国家或经济体;①还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则出

现经济增长低速徘徊，甚至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和菲律宾、马来

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见图 1)。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成为中高收入经济体进一步发展面临

的最大挑战。

图 1 典型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人均 GNI 变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如图 1 所示，典型经济体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大约在人均 GNI 达到 3000 美元左右

时，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开始出现明显分化，走出了完全不同的

发展轨迹。这表明中高收入阶段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难题和挑战，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
因此，这就需要“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②探索中高

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
根据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经济体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看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没有及时进行发展战略的转型，出现宏观战略失误;二是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转

型升级，出现中高端没进入、低端被挤出的产业“踏空”现象，产业投资大幅下滑;三是技术创新没

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进而经济增长质量下降;四是外贸增长

模式没有及时转型，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五是收入分配没有实现公平公正，出现过大的收入差

距;六是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经济转型受体制机制严重束缚。
从目前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潜在风险来看，我国已经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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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如产业结构仍处于中低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收入差距过大等，而且从已经跨越了“中等

收入陷阱”的 13 个经济体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更为巨大。一是它们都属于人口和地

域较小经济体，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跨越尚无先例;二是它们大都得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保

护和支持，而中国相反却受到各种形式的遏制。因此，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
面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难题，已有的经济理论难以给出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政策

建议。
1．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推行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理论不能用于指导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这不仅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违背，而且其它

不利于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创造出

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生产力层面，其他因素不考虑，仅仅就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国

家这一点而言，即可以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主张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无效

的。在工业化现代化赶超进程中，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

“压缩式”的赶超发展。这不是因为后发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政府更聪明，也不是因为后发国家

政府比市场更聪明，而是因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

来的景象”。① 这样，后发国家就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少花些摸索的时间，少走些探索的

弯路。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需要公有制经济更好地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引

导力，至少担当以下三方面的责任。一是熨平经济周期。在遇到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时对经济增

长起到托底稳定作用，如 2016 年我国面对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前三季度民间投资同比仅增长

2. 5%，国有企业投资却增长了 21. 1%，起到了稳增长作用。二是引领产业升级。我国经济增长需

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拓展新空间，增强新动能，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风险大、外部性强，政

府引导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如“十二五”期间，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

展，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 2010 年的 3%迅速上升到 2015 年的 8%，拉动 GDP 增长约 1. 4 个百分

点，对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达到 70%。三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

经济安全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大企业，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发展

时间短，规模小，就需要国有企业担当此任。如我国内地进入财富世界 500 强的大企业从 1999 年

的 4 家增加到 2016 年的 98 家，其中主要是国有企业。所以，就承担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而言，仅

仅以企业效率的高低评价其经济效益就有失公平了。实际上，日本、韩国等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

赶超阶段，国有企业的数量也是不断增加的，这表明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

也需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
2． 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发展经济学对破解我国发展新难题也已失效。发展经济学主要是解

决一国从低收入阶段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最典型的代表是刘易斯的二元经

济理论。对于自己理论的指向性，刘易斯明确讲到:“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大多数国家，其经济

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刘易斯的

二元经济理论，但随着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的转型:一是从要素驱动转向

创新驱动，需要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二是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需要把经济结

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三是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需要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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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作为发展的必要条件;四是从注重“引进来”、沿海开放的单向开放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
沿海沿边沿江开放并重的全方位开放，需要把构建开放新体系作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五是

从强调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需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

的出发点和归宿。
面对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发展条件、发展环境的全面转换，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就显

示出了历史局限性。突出表现在:一是忽视了创新。刘易斯初期创立的二元经济理论甚至假定技

术不变，假定具备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把创新摆在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二是强调非平衡发

展战略。刘易斯开始忽略了农业的发展，费景汉、拉尼斯等虽然弥补了刘易斯的理论缺陷，强调农

业的重要性，但只是把农业的发展看作工业化的一个条件。三是没有强调绿色发展。为了促进发

展，通常要求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自然禀赋和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四是对外开放仍停留在

初级阶段。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短缺，主要强调“引进来”。五是收入分配突出对资

本的分配，而把劳动收入尽可能压低到维持生存的水平，如刘易斯明确讲到，“经济发展的中心事

实是收入分配变得有利于储蓄阶级。”①二元经济理论在中高收入阶段所表现出的理论缺陷，恰恰

是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3．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超越了中国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发达

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虽然其中一些理论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但就整体而言，它不适用于发

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吉利斯等所说:“对经济发展的一些

重大问题，这些经济理论是不提供答案的，至多只提供部分答案而已。”②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追求

的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如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

的优化、经济制度的变迁、资源环境的改善、收入分配的公平等更广泛也更重要的内容。忽视这些

内容则会出现无发展的增长。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仅仅用经济增长率来衡量进步是值得怀疑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GDP 不能够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分配的情况，也没有表明这个社会的福利体

系怎样。另外一个弱点是其忽略了环境因素。”③

对于中国这样进入中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速度固然重要，但在保持中高速增长

的前提下，经济结构、经济制度、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的优化更为重要，以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

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④显然，面对以上

经济发展的历史难题，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远远不够了。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需要依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加以创新发展。一是形成新理论、

新学说。我们党在丰富的中国经验基础上已经总结提炼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用于

指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还需要依据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创新。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系统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从以

往的重点突破转向了整体全面推进，从而需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这就不仅涉及经济总量问题，更多的还是结构问题。发展质量问题;不仅有经济问

题，还要统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问题。这就决定了指导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理论也要从个别

理论转向系统理论，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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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导新发展实践的新理论体系

针对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难题，一方面需要对新发展阶段做

出新的战略判断，以免出现重大战略误判;另一方面要依据新的战略判断提出引领新阶段经济发展

的新理念、新动力、新路径、新政策，形成指导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新

理论。
1． 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对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大判断，其基本特

征，一是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二是产业结构迈上中高端;三是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四是城乡发

展一体化;五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六是自主创新进入创新国家行列;七是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双

向开放;八是更加公平更加公正的收入分配。显然，经济发展新常态所关注的问题与以往发展阶段

完全不同，因而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经济发展阶段质的转变。这就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认

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
2． 经济发展新理念。为了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我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求

必须把创新发展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针对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

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求把协调发展作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针对我国资源环境达到或接

近承受力上限，要求把绿色发展作为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针对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求把开放发展作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针

对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要求把共享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因此，我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梦”，就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根本指导。

3． 经济发展新动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由理论创新、制度

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构成的“四位一体”的创新体系。这就意味着:科技创新固然重要，但创

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了经济体制改革和解放思想等创新。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体制转型

国家而言，必须把深化改革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来看，每一

次重大改革决定的推出，都带来了 5 年左右的经济快速发展。① 同样，理论创新也是新阶段经济发

展的强大动力。麦肯锡 2015 年 10 月 22 日的报告明确指出:迄今，中国的大部分创新工作都是比

较容易进行的，中国在渐进性创新方面成绩显著。但中国在“更具挑战性”的创新领域成就有限，

而更具有挑战性的创新是科学或工程的重大突破。② 由于缺乏这种突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潜

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而科技创新的加快推进，还有赖于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破除一切阻

碍科技创新的观念、体制和机制。这一创新理论超越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创新理

论，把创新理论推上了新的高度。
4． 经济发展新路径。知识经济的出现，超越了刘易斯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二元经济理论

框架，形成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三元经济格局，这就需要构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发展的三元经济理论框架，以替代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的发

展新路径，一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工业化、信息化与城镇化的互动，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三是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动，走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四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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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的互动，为信息化快速发展开辟广阔道路。
5． 经济发展新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

架。这就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发展为方向，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为经济

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整套经济政策框架。
把以上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理念、新动力、新路径、新政策系统化为经济学说，就构成了引领

我国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新理论体系，弥补了现有经济学在这一发展阶段上的理

论缺陷或不足，从而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境界。
把党的十八大以前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以上新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就构成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体系，主要包括:一是研究对象，即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时

代任务决定的研究对象是，既研究生产关系也要研究生产力，即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的

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通过研究生产力的运行规律发展生产力。二是逻辑主线，依据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矛盾确定的逻辑主线是发展。三是理论框架，即围绕发展这一逻辑主线，分别从发展理

念、发展目标、发展目的、发展速度、发展转型、发展动力、发展道路、发展资源、发展环境和发展制度

等方面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范畴、原理和运行机理。①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的理论价值在于:一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就是对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如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发展，就是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协调发展则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两大部

类平衡理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和“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理论。二是包

容和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如创新理论既包含了熊彼特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

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等，以及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又超越了熊彼特把创新主要局限

于微观领域即企业家创新，将宏观层面的创新，如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等纳入到创新体系中;又如，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发展的三元经济理论，就是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

论的包容和超越，也是对结构主义经济学、传统工业化理论、城市化理论的包容和超越。三是从

中国成功经验中总结和提炼出新的理论。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就是依据中

国的特殊国情，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创新;又如，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创新性地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统一在一起，拓展了市场经济的内涵和

外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的世界普遍价值在于:在理论上，一是创新性地构建了指导

从中高收入国家转为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理论，解决了世界上现有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缺陷，形成了能

够指导发展中国家整个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为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完

善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二是经济发展新理念、新动力、新路径、新政策等新理论，对已有经济理

论的包容和超越，也为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在实践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那些仍苦苦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摸索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指引，有助于引领

它们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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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Theory Innovation and China’s Development Practice

Huang Taiya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mmary: Having maintained dramatic economic growth over more than 30 years，China has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 This achievement has been called“the China Miracle”．

In contrast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China has developed its own approach，the Beijing Consensus，follow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ath of western countries． The history of this approach provides basic principles and key factor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cluding the insistence on a basic
economic system that is socialist in nature，tak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central task to promote productivity，and
follow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by letting the market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not by only
increasing overall wealth but also by ensuring socialist fairness and justice．

To avoid the“middle-income trap”，China must achieve the following: maintain a moderately high economic growth
rate，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high-end industries，accelerat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chieve a high technology growth
rate，increas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and work toward a fair social allocation system that increases overall wealth．

China requires new concepts，ideologies，and strategies to construct the framework of a new economic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hieving this will mean adhering to the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hat
encompasses innovation， balance， opennes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sharing． Specifically， it will inclu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target，speed，and impetus of development to maintain a medium-to-high rate of
economic growth，an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transition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a full-scale annotation of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eor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hie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 complete blueprint for the
development path，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development quality，and a balanced conside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goal to achieve fair distribution．

The economic theory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new system that inherits and develop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 theory and not only contains but is also superior to all other economic theories． In this sense，it is a
creative theory that can guide the entire process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and modernization，and absorb
the merits of all other economic theories．
Key Words: The Economic Theory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New Practice; New Theory; New
System; Theoretical Value
JEL Classification: O11，P36，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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