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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经济学发展历史的回顾，证明经济学是在解决问题中发展的。已有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是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的。并以

探讨经济学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为基础，提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深

层次问题。进而指出应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科学而深入的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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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在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中诞生、创新和发展

简单地回顾一下经济理论的发展历史，会从中发现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规律性，会给我们很多的启

示。从重商主义开始，资本主义需要原始积累，对外贸易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西欧封建社会晚

期或资本主义初期，商业居于工业之上。重商主义者从商业资本的运行出发，认为金银是财富的唯一代

表，且来自流通领域，主张多卖少买。为了多卖少买，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贸易保护，兴办“国家工场”。

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安图安·徳·孟克列钦 1615 年发表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这里的

政治经济学是指管理国家经济的科学。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 1621 年发表了《论英国与东印度公

司的贸易》。这本书后来经作者彻底改写，1664 年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为书名重版。我们看

到，最初的经济学理论回答了当时给定条件下一国如何致富的问题。既有理论分析，更有政策建议，还

有社会实践。重商主义在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之初的原始积累问题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之后，斯密系统提出了市场经济理论，从体制层面解决了人类如何富裕的问题。历史进入了工业资

本主义。这是真正市场经济的开始。斯密面临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使人类富裕的问题。他于

1776 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其书名可见，就是要回答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富其

国裕其民的问题。他批判了重商主义者只有对外贸易才创造财富的偏见，在经济思想上第一次宣称: 任



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他从体制或制度安排层面回答了人类富裕之路，这就是分工加交

易的市场经济体制。斯密的家乡在格拉斯哥，这里是苏格兰的工业中心，分工和交易十分发达。斯密的

时代工业革命还没有大规模展开，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分工和交易的魅力。他的书第一章是“论分

工”，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

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 P5)。

从“利己心”和分工出发，斯密给予市场经济以高度评价。斯密指出，人们在支持国内产业的投资

时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会把一切资源配置得很好。他强调，投资的权力不能委托给那些“大

言不惭地，自以为有资格的人”。他说:“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

社会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的用途上。”［1］( P199) 生产出

来的东西会自动地卖出去，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斯密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工商业一般事务进行干

预，认为政府的职能是保护私人产权，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斯密因直接观察

且善于分析，抓住了人类何以致富的根本问题，描绘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从体制层面回答了人

类何以富裕的问题。斯密的理论创新在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芒。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按照斯密所描述的模式一路前行，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市场经济充分

展示了他的魅力。然而，始料未及的经济危机在 1929 年发生了，危机打破了古典经济学以及供给学派

的先驱法国经济学家让·萨伊关于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论断。

历史造就了罗斯福。1933 年 3 月，罗斯福面对着惊涛骇浪般袭击的经济萧条的严峻形势，就任美

国总统并宣布着手治理经济萧条。罗斯福是在缺少治理经济危机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摸索前行。罗斯福

新政着重于需求管理，其基本特征是:①鼓舞民众信心。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讲过一句十分精彩而著名

的话:“我们唯一畏惧的就是畏惧本身。”这是其新政的指导思想。②一反自由放任，强调国家计划和需

求管理，包括直接对农业生产进行干预。③摒弃了传统的财政平衡的做法，接受了财政赤字或扩张性财

政政策的观点。④扩大信贷，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刺激私人投资。⑤向国外转嫁危机，包括宣布美元

贬值，组织美元集团等。在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需求管理的措施后，从 1933 年开始，经济开始复苏，

尽管速度比较缓慢。

凯恩斯适时地出现了。经济危机造就了凯恩斯旨在应对经济危机和经济下滑的经济理论。凯恩斯

对经济危机做出了划时代的分析，主张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干预，以需求管理力阻经济的下滑。1936

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详细地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他一反古典经济学把

供给放在第一位的传统，把消费，甚至是奢侈性消费放在第一位，认为经济萧条的原因不在经济制度，经

济制度没有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即有货币购买能力的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基于三大心理规

则。第一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第二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第三是灵活偏好，即人们愿意保持和拥有更

多的货币［2］( P121 － 130)。基于上述的分析，凯恩斯一反自由放任，主张积极的政府干预。他的政策的特点

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其目的在于阻止经济下滑，不在于平衡预算，稳定通货膨胀。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可

以发挥乘数效应，即可以带动民间更多的投资，并由此形成更多的就业岗位。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被称为

通向繁荣的经济学，凯恩斯本人也被称为“经济学界的哥白尼”。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确

实带来了一个时期的经济繁荣。凯恩斯抓住经济发展面对的新问题，创新了经济学。如果没有凯恩斯

的理论贡献，罗斯福新政就可能只是一时的政策选择，正是由于凯恩斯的理论创新以及凯恩斯的信徒们

前仆后继地论证和完善该理论，需求管理才上升到科学的层面。至此，需求管理成为各国政府面对经济

萧条时条件反射式的选择。

面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负面效应，为了解决滞胀，诞生了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是打阻

击战的，是花钱保速度或者买速度，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短期内会推高物价或复制原来的产能，时间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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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就会出现严重的结构问题，进而引发滞胀，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都是为了解决滞胀应运而生的。

供给学派的理论指导下的经济政策是里根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这一理论的代表是阿瑟·拉弗的

代表作“拉弗曲线”。拉弗是里根竞选班子里的经济顾问，一天早餐时在餐桌上画了一条曲线。这条曲

线描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即超过某一点后，提高税率会强烈抑制纳税者的经济活动，以至税收会

减少。意即税率太高，纳税者觉得不划算，因而不愿意生产，税收反倒减少了。税率低到某一点，人们认

为值得干，微观层面的蛋糕做大以后，税收反而更多。据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给人们以更大的刺

激，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更多地投资，更好地发明创造，更勇于承担风险，甚至更敢于消费。他们认

为，人们的这些行为会提高生产率，增强经济实力，降低通货膨胀。里根担任总统以后，实行了供给学派

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也对于解决滞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货币主义认为凯

恩斯理论分析的前提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弗里德曼

认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有三种情况，或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二者之间是负相关，即此消彼长的阶段，

凯恩斯仅看到了这种关系。第二阶段，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由于人们已经根据通货膨胀的过程

调整了自己的预期，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不存在了，成为难以消灭的“硬核”。第三阶段是政府

实行错误的干预政策，自由市场机制受到干扰，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变成相互加剧的关系。于是人们看

到了这样的情况: 在最初阶段( 短期内) ，由于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减少了失业。然而到了第二阶段( 长

期) ，事情又恢复到了老样子。不过还是有一个重要区别: 经济恢复到了先前的就业水平，但工资和物

价都比以前更高了。弗氏的结论是: 在短期内，失业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是成反比的，具有替代关系，但在

长期内这种关系却会消失，那时就业水平与通货膨胀之间就没有关系了。再要实行扩张性政策，结果只

能是滞胀。据此，弗里德曼主张“单一规则”，即为了保持物价稳定，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

预，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期的经济增长基本一致的水平，

例如每年增加 4% ～5%，其他问题都让市场去解决。

依据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设计的经济政策曾经使不少国家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1979 年，以撒切

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将货币学派政策主张付诸实践，奉行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政策; 里根担

任美国总统后提出的“经济复苏计划”中，也把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经济思想作为主要内容。弗里德曼

成了治理滞胀、反通货膨胀的旗手。

以上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简单回顾，说明了经济学是在解决问题中发展的，是实用

的科学。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在解决问题中发展的。就经济体制而言，我们曾经选择了计划

经济体制。理论的推导证明计划经济有无比的优越性，然而实践中的低效却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体制选

择的问题。我们既要解决计划经济的低效问题，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于是经过长期的理论探讨，

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可以使国家致富，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各国的市场经

济又各具特色。我们试图把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人们的认识随着实践的

发展和思想的解放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

的职能。

从以上简要的回顾可以看出:

第一，经世济民是经济学的宗旨。经济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为了富其国裕其民，是为了一国，

甚或世界的经济发展。尽管经济学理论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其历史局限性，其正确性也是

相对的，但经世济民，不尚空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富其国裕其民的宗旨一直没有变。

第二，直面现实的问题导向。任何学科都是在解决本学科特别面对的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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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成为问题，或者是说已有理论不能解释，或者是新出现的现象，理论尚未来得及解释。敏锐、准确地

发现这些问题，加以剖析、解释、抽象，形成理论，这些理论再经过实践检验。如果实践证明是可行的，问

题就得到了相对的解决，理论就上升到了新的层次。任何学科，包括经济理论就是在解决无数的问题的

过程中不断累积不断发展的，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连在一起，就形成了理论体系。

第三，研究者要深入实践，对实际情况有深切的感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认识分成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感

性认识就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参与或深切感知。如果没有直接感知，格拉斯哥最初因分工带来的

经济效率，就不可能有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如果不是当时在英国的观察和阅读，就

不可能有马克思的《资本论》; 如果不是对计划经济的实践的感知和反思，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选择。据此，要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研究者一定要深入火热的经济实践。

第四，要善于使用科学的抽象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

剂。二者都必须使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举例说，“面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

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些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

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所要做的那种琐事”［3］( P8)。所谓抽象法，就是从大量的现象入手分析

其内在联系，从中找出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得出科学的结论，并形成特定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马

克思《资本论》就是这一方面的典范。既有自己的范畴，又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还有该理论所揭示的规

律性层面的结论。如果不擅长于科学的抽象，那就只能是一堆材料，就只能从现象到现象。现在在经

济学的研究方面有一种倾向，热衷于模型，而不是擅长于抽象。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4］中将此

与科学的抽象法做了对比，称此为一般擅长于技术层面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事的工作，而科学的抽象则

需要智慧。

第五，经济学的发展要有竞争。从简单的回顾中可以看出，经济学有很多流派，他们都从自己特有

的角度研究特殊的问题。他们的理论是他们所处环境、所处角度的问题，是特定立场的观察和思考，都

旨在解决特定的问题，因而其正确性也是相对的。这些供决策者选择的经济学流派之间存在着竞争。

如果没有竞争，经济学就很难谈得上发展。

二、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肥田沃土

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一场巨大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为中国经济学家研究

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肥田沃土，其意义如同当年英国的发展为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肥田沃土和研

究对象一样。需要的是中国经济学家积极地投身其中，进行科学的研究，就能有丰厚的收获。

在这块开放的肥田沃土上，诞生了一系列以其为研究对象的观点和理论。例如: 第一，解决了历史

悠久的大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并作出了理论贡献。与成功实现持续发展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发

展的起始条件是大和发展的不平衡。同时，我国历史悠久，几千年所积淀的历史、文化深厚。怎样去其

糟粕、汲其精华，使其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是一个划时代的课题。我们把大的特点转化成了发展优

势: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保证了社会的团结和稳定。稳定是公共产品，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

条件。②中国历史上政府资源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强，只要作用的方向是正确的，还是可以起积极作用

的。中国的实践证明了这种特点在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③实现了非均衡发展战略。这在一个幅员

辽阔、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第二，解决了体制方面的问题，为研究经济发

展的制度条件和体制条件作出了贡献。当几乎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都选择了休克疗法的时

候，我国则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择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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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济体制没有截断历史，遵循了“路径依赖”的原则，不会产生剧烈的社会震荡。这样的体制还

可以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保证经济稳定地发展。第三，为研究农业大国如何转型发

展作出了理论贡献。传统农业国如何发展成现代工业国，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课题。我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比非常高。一般认为这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但我们把这个不利条件变成了有

利条件。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资本缺乏而劳动力充裕，我们利用这样的比较优势进行资本积累，发展外

向型经济，实现了丰富的劳动力红利。当然，我们并没有陶醉于劳动力价格低这样的比较优势，而是随

着人力资源转为人力资本，随着资本的相对丰富，不断推动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我们明确

宣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其显著特征是从高速度经济增长转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第四，面

对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为研究追赶型国家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早期的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面对的任务相对简单，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21 世纪以来，推

进现代化面临两个重大条件的变化: 一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二是全球生态问题凸显，资源环境约束趋

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及时指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

协同推进“五化”，是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深化了追赶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三、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

1． 怎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真正落到实处 十八届三中全

会指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至今在

实践中落实得还不理想。面对的问题是:①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资源必须在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里加以配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是难以高效，二是更易产生腐败。

难以高效因为信息和能力有限，这已被计划经济体制所证明，腐败则是在掌握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寻租可

能是一种“最大化”的理性选择。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引用《评论家季刊》的话说:“资本逃避动乱

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

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有

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 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 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

律; 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2］( P829)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出发，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应当成为我们研究如何使体制

高效运行，最大限度地克服“寻租”现象的一个有意义的思路。②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

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出发，积极推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改革。最佳状

态的经济运行是兼具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③怎样才能做到宏观调控有度? “救火”式

的宏观调控说明市场经济的体制还不健全，体制本身的运行有问题。此外，过度的宏观调控使指导市场

的信号频繁变化，这会影响到人们对市场的预期。我们的改革应当首先在完善体制上下工夫，其次是使

宏观调控体系更加科学，更加健全。④地方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问题。我们的地方

政府承担着发展经济的主要责任，各级地方政府存在着事实上的“竞赛”。地方政府的官员首先是人。

他们会遵循人类行为的一般原则，在约束软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更易于搞政绩工程，形成了潜在

的金融风险。个别地方政府甚至为污染环境保驾护航。明确地方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定

位以及怎样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在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今天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应当研究怎样摆脱两个陷阱 两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所反映的发展路径曾经为我们所大力推

崇。一个是比较优势，一个是后发优势。所谓比较优势，传统的意义就是发挥劳动力便宜，资源环境便

宜的比较优势，以低端的产品通过对外贸易完成最初的原始积累。一些追赶成功的国家虽然在最初也

遵循了“比较优势”原理所指引的道路，之后及时摆脱了资源、环境便宜，处于产业链低端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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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进入了科技创新的比较优势，成功跨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我国的发展也证明了不能陷入传统比

较优势的陷阱。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兴建了关键性的工业部门。如果我

们仅仅是发挥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我们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解决了发展之初的资本缺乏问题，但这样的模式只能使

我们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由于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产业门槛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这样的产业。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和越来越多的人被这样的产业所吸引时，人们紧接着会发现，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处

于产业链的低端，少有的利润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事实上，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在科学技术的创新对

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的今天，一国的经济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显然，

资源环境、劳动力变得昂贵并非坏事，它逼迫我们摆脱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的路径依赖，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我们应当研究怎样适时地摆脱传统的比较优势，不至于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另一个是如何避免后发优势陷阱。后发优势是指一国虽然后发展，但可以利用先期发展的国家在

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技术，通过模仿而少走弯路，节省大量用于探索和研究的费用。发挥后发优势的模仿

可以做大，让 GDP 迅速膨胀。后发优势陷阱指的是由于模仿可以发展，从而淡化了改革创新，一旦需要

创新的时候，由于缺乏创新的环境和制度安排，货真价实的创新很难出现，以至陷入后发优势陷阱。事

实上，创新不是号召和规划出来的，是制度安排、环境使然。创新是探索未知领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

性。首先是技术方面的不确定性。创新能否成功取决于创新者所掌握的信息是否充分，作出的判断是

否符合事物发展的方向以及必须攻克的技术难关是否能够取得突破。其次是来自市场的风险，即使技

术方面的创新成功了，但不等于市场就接受这样的创新。创新的这些特点，要求社会文化既激励冒险，

又包容失败。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创新是人们广泛参与的创新，并因广泛参与而具有多样性。多样性是缺乏协调、

缺乏规划的反面。美国学者埃德蒙·菲尔普斯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指

出，缺乏协调，或者说缺乏规划，才使创新具有了多样性［5］( P9)。他写道:“如果让国王一个人选择投资的

项目，那只能造就色调单一的国家。”故此，市场经济下的万众创新需要特有的商业氛围。因此，如果我

们仅仅满足于后发优势的模仿，不是着力于通过改革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我们就

可能陷入后发优势的陷阱。
3． 应当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耦合问题 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和生产

关系在精神层面的反映，并会反作用于经济体制。体制与文化是一个广泛的制度体系，是一个有机

结合。

产生于自然经济与封建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征是:①缺少独

立人格，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②封闭。自然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偶然发生的交换

也只是小生产者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在生产的范围和规模上都是十分有限的。这种生产方式缺少优

胜劣汰的竞争，且难以发挥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是一种封闭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的观念也是封闭

的。③在农耕文明和封建等级制度下，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狭小，社会价值诱导信号单一，对为仕

趋之若鹜。④追求终点平等和安贫乐道的知足常乐，稍富即安，目标层次不高。在消费方式上由于生产

规模的限制，崇尚小生产方式的借鉴和自给自足是其必然选择，由此又抑制了需求对生产的刺激作用，

减少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⑤推崇“中庸”，冒险和创新精神不足。所有这些，与市场经济条件

下浓厚的商业氛围和企业家精神、自由选择、公平竞争、诚信、永无止境的奋斗等文化因素相去甚远。当

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必须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以此为原则，对传统文化进

行融合和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经济发展还要深入研究和解决一系列问题，例如国有企业改革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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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民营经济平等进入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城镇化的问题等。通过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推进中国经

济学理论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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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 Yi-ping
( School of Economic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72，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co-

nomics in achieved in the problem solving． The already － established theories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also been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solving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China'

s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eded condi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it points

out the profound problems to be solved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rough a scientific and profound research of these problems，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pushed forward．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litical economics; new era;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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