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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 经 济 学 教 育 中 摆 正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济 学 与 西 方 经 济 学 的 关 系。要 重 新 明

确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济 学 在 经 济 学 教 育 中 的 主 导 和 主 体 地 位，明 确 西 方 经 济 学 的 从 属

和 辅 助 的 地 位。要 按 照 这 个 原 则，加 大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济 学 的 课 程 的 分 量，缩 减 西

方 经 济 学 的 分 量 （尤 其 减 少 以 论 证 资 本 主 义 合 理 性 为 宗 旨 的 微 观 经 济 学 的 份 量），

恢 复 和 加 强 有 批 判、有 鉴 别 的 教 学 方 式，不 搞 什 么 “原 汁 原 味”，消 除 洗 脑 式 的 西

方 经 济 学 重 复 教 学。为 此，需 要 对 经 济 学 专 业 的 教 学 计 划 和 课 程 设 置 进 行 系 统 地

清 理 和 调 整。

第二，必须深刻反思 “教育国际 化”与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的 关 系 及 其 相 关 政 策。必 须

明确教育国际化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是很不相同的。自然科学很少受

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影响，但社会科学却与社会制度、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具有天然的、

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将在自然科学中进行的国际化教育改革的做法照搬到社会科

学领域，是十分错误的。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严重西化倾向的产生，与对 “教育

国际化”的错误认识和有关政策有着内在的联系。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在社会科学学科

专业评估中，过分强调ＳＳＣＩ发文的导向作用、不适当地鼓励采用外文原版教材、片面

强调引进教师中海归数量的意义和作用等。

第三，加强高校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对于任何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来说，

课程设置、师资队伍、教材建设、科研 能 力 等 是 一 个 相 互 联 系 的 整 体。就 目 前 我 国 高

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来说，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存在较大问题。我们

不仅对问题的严重性要有清醒的认识，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魄力和毅力。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央民族大学校长　黄泰岩教授

（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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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中 国 经 济 学 界 提 出 的 新 时 期 新 任 务 是：要 立 足 我 国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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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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任务可以分解为三项具体任务：

一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中提炼和总结

新概念、新范畴、新规律，形成中国自己的概念、范畴，也就是说出 “中国话”，发出

“中国好声音”。

二是把这些反映中国经验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规律系统化为一个完整的经济理

论或经济学体系，也就是 “中国经济学”，或者说是经济理论的 “中国话语体系”。

三是构建的 “中国经济学”或 “中国 话 语 体 系”必 须 是 继 承 和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经济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结果。这个结果与西方经济学在理

论假定、理论框架、理论逻辑、理论方法、理论命题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别，而在经

济学的一般知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等方面却充分吸收和包容了西方经济学的

一切优秀成果。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是用通用语言讲 “中国故事”，而不是用中

国语言讲 “世界故事”。因此，中国经济学，不是一个地域或国家的概念，而是用中国

来标志我们所创立的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经

济学但又包含西方经济学中科学成分的科学的经济学。

提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新任务，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阶段的时代要求，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我国具有了用于提炼和总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实

践经验。从我国的发展史来看，在１８００年左右，中国ＧＤＰ占世界ＧＤＰ总量的比重超

过３０％，是名 副 其 实 的 世 界 第 一 经 济 大 国，到１８３０年 还 为２９．８％，远 高 于 英 国 的

９．５％。但是１８４０年鸦片 战 争 的 爆 发，使 中 国 进 入 百 年 屈 辱，中 国ＧＤＰ占 世 界 ＧＤＰ

的总量到１９４９年也迅速下降到５％左右。在这期间，多少仁人志士积极探索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道路，最 终 中 国 共 产 党 找 到 了 解 放 中 国 的 社 会 主 义 道 路。新 中 国 成 立 后，

经过６０多年的艰苦摸索，最终我们党又形成了发展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

国共产党近百年寻找中国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就为今天提炼和总结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第二，我国在长期 的 实 践 中 已 经 形 成 和 积 累 了 一 系 列 新 概 念、新 范 畴 和 新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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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６０多年探索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的 伟 大 实 践 中，特 别 是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

要理论成果，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理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

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理论、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理念的经济发展理论，等等。这就为创建系统化的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提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新任务，这是我国作为一个发

展中大国创造经济发展 “奇迹”后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这是因为，中国实现３０多年

的高速增长，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引起了世界对产生中国发展奇迹的 “中

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极大关注，这就需要对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做出系统

的理论解释。只有对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做出科学的理论解释，才能增强我们

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坚守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确方向；

才能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提供正确的借鉴；才能给予一些垄断经济学的

流行观点和理论证伪和澄清，增强经济学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毫无疑问，这一历史任务将责无旁贷地落到中国经济学者的肩上，这也是中国经

济学者为经济理论创新做出贡献难得的机遇。

（二）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途径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提炼和总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

概念、新范畴、新理论，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途径：

一是用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

科学性、正确性，以及在当代中国仍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因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

践，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指导的结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基本方法分析中国新情况新问题的结果。这就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

理和方法成为 “中国经济学”的最主要来源。“中国经济学”之所以称为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她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是一脉相通的。

二是用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检验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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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垄断，使人们开始对那些视乎是公理的理论与政策产生了质

疑，至少它对发展中国家不再是惟一的选择。这就是中国改革发展成功经验的世界经

济学意义。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包括三方面的具体内容：经济学的一般知识、反映市场

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理论、在特殊假定条件下构建的理论。经济学的一般知识和反映

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理论是经济学的共同财富和一般财富，从而成为构建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来源。这一方面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是其科学性；另一方面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发展始终没有离开吸收和借鉴世界一切文明成果的阳光大道。但是，对于在特殊假定

条件下构建的西方经济理论则需要对其特殊假定条件进行重新检验，以验证其是否对

我国有效，以及是否具有普遍价值，防止照搬照抄，误国误民。实际上，由于我国的

政治、文化、历史和传统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无论如何都是不可

能消除的，那么建立在西方政治、文化和历史基础 上 的 一 些 经 济 理 论 和 观 点，必 然 在

中国水土不服，这就需要在发 展 当 代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进 程 中 剔 除 和 纠

正那些不适合中国的理论 和 观 点，特 别 是 那 些 被 错 误 地 认 为 具 有 普 世 价 值 的 理 论 和

观点。

三是从中国改革 发 展 的 成 功 经 验 中 总 结 和 提 炼 新 概 念、新 范 畴、新 规 律、新 理

论。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第 三 个 重 要 来 源。我 国 几 代 人 对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 论 和 道 路 的 长 期 曲 折 探 索，积 累 了 丰 富 的 成 功 经 验 和 惨 痛 教 训，

为揭示新特点新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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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成 中 国 特 色、中 国 气 派、中 国 风 格 的 经 济 理 论，提 供 了

肥沃的土壤，创造了难得 的 历 史 机 遇 和 条 件。这 是 我 们 这 一 代 中 国 经 济 学 人 的 福 分

和历史担当。

从以上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来源的关系来看，首先要遵守

了经济学的一般 知 识，遵 循 了 市 场 经 济 运 行 的 一 般 规 律，运 用 了 经 济 学 的 一 般 话 语。

但是，经济学绝不仅仅是一般知识、一般规律的一般话语表达，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从来不掩饰经济学的阶级利益、国家利益。这就使经济学还是

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特定表达，因此，我国要构建的经济学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同时，经济学还 是 一 个 历 史 科 学，要 随 着 历 史 的 发 展 而 不 断 丰 富 和 发 展，因 此，

我国要构建的经济学必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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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体系

要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使之成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就需要找到贯穿 这 一 理 论 体 系 的 核 心 主 线。我 认 为 这 个 主 线 应 该 是 发 展。这 是 因 为：

首先，从一般意义上看，发展中国家 面 临 的 共 同 任 务 就 是 发 展；其 次，从 我 国 社 会 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来看，仍然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

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出路还是发展，这正

是我国把发展看做是硬道理，是执政党的第一要务，要求始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原因所在；最后，从中国经验来看，这个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把我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

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发展都应成为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线。当然，这里所说的发展不是西

方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分支，而是以发展为主线构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学说体系。

以发展为主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

七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是引领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指导思想，要用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解释我国的发展经验，总结和提炼经济发展

规律，破解我国未来的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二是发展目的。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

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体现。

三是发展道路。我国必须 走 工 业 化、城 市 化 的 道 路，但 在 知 识 经 济 的 新 形 势 下，

我国要走的工业 化 道 路 必 须 是 新 型 工 业 化 道 路，努 力 推 进 工 业 化、信 息 化、城 镇 化、

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四是发展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创 新 包 括 三 方 面：观 念 创 新、制 度 创 新 和 技 术 创 新。在

三大创新中，观念创新居于重要 地 位，只 有 首 先 解 放 思 想，才 能 最 终 深 化 改 革，实 现

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和条件。

五是发展资源。发展首先表现为资源的投入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利用好国际

国内两种资源，以及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是我国实现３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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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经验。

六是发展制度。我国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

制度上发展市场经济，实现我国经济３０多年的高速增长，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把市场经

济与私有制天然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假定，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七是发展文化。我国３０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在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实现的，突破了只有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才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假定。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何自力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政治经济学时的讲话，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地位、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的创造性贡献，以及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进一步开拓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目标和任务等进行了深入阐述，对推动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代的需要

用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成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驾驭好这艘大船乘风破浪，勇

往直前，必须用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新的经济发展

时代面临许多新情况，提出许多新问题，要求运用科学的经济理论研究新情况，回答

新问题。习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 这 艘 大 船，要 正 确 认 识 新 常 态、适 应 新 常 态、引 领

新常态，除了马克思主义，没有别的 什 么 主 义；除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也 没 有

别的什么经济学可以依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其特点决定的：首先，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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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和青年学生，从而提高 他 们 坚 持 社 会 主 义 的 自 觉 性。同 时，必 须 彻 底 改 变

当前我国高校经济学教育 和 科 研 中 存 在 的 严 重 西 化 倾 向，在 我 国 高 校 开 展 正 常 的 西

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我们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列重要讲话，能够成为

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的强大动力。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大力纠

正我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中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我国经济学教育教学中的主流和主导地位，使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科研更好地适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贡献智慧。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ｅｉ　Ｘｉｎｇｈｕａ　Ｇｕ　Ｈａｉｌｉａｎｇ　Ｌｉｕ　Ｗｅｉ　Ｐａｎｇ　Ｊｉｎｊｕ　Ｈｏｎｇ　Ｙｉｎｘｉｎｇ
Ｌｉｎ　Ｇａ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Ｔａｉｙａｎ　Ｈｅ　Ｚｉｌｉ　Ｚｈａｎｇ　Ｙｕ　Ｑｉｕ　Ｈａｉｐ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ｎｏ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ｍａｋｅ　ｇｏｏｄ　ｕｓ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ｔ　ｆｏｒｕｍ　ｈｅ　ｈｏｓｔｅｄ　ｏｎ　Ｊｕｌｙ　８，２０１４．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３ｒｄ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ｗｈｅｎ　ｈｅ　ｈｏ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ｅｉｇｈｔｈ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ｒｅｖｅａｌ　ｎｅｗ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ｌａｗｓ，ｒｅｆ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ｋ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ｏｐｅｎ　ｕｐ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

ｔａｒ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ｐｅｅｃｈ，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ｔ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３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ｔ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ｔ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ｃｏ－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Ｔｈｉｓ　ｔｏｐｉｃ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Ｗｅ　ｈ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ｒｅｆ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ｏ　ａｄ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