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 “第十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

暨第十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 综述

齐子修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 四川大学联合主办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

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 “第十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十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青年论坛” 于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３—２４ 日在四川大学举办ꎮ 来自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

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全国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世界经济» «经济学动

态» «政治经济学评论» 等重要期刊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论坛ꎬ 就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

和现实问题展开学术研讨ꎮ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熊兰教授主持开幕式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院长辛向阳研究员在线上致辞中指出ꎬ 本届论坛围绕 “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ꎬ
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这一主题展开研讨具有重大意义ꎮ 他认为ꎬ 要在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中充分体现 “两个结合” 的要求ꎬ 要掌握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ꎬ 掌握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ꎬ 深入把握中国的国情ꎬ 深入研究中国文化

与中国经济的关系ꎬ 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方法论ꎬ 不断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理论建构ꎬ 促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ꎮ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蒋永穆教授代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向与会嘉宾表示诚挚欢迎ꎮ 大会主旨发言

由青年论坛执委会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副主任杨静研究

员主持ꎮ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简新华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院副院长邱海平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余斌研究

员、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教授、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张衔教授作主旨发言ꎮ
本次会议的召开ꎬ 对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ꎬ 深刻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ꎬ 构建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的平台ꎬ 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ꎬ 在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与国外前沿研究、 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

新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以及数字经济与数字劳动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ꎮ
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与国外前沿研究

余斌研究员在题为 “论社会形态的划分” 的主旨发言中指出ꎬ 社会形态的划分实际上是对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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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占有和利用方式的不同ꎬ 社会主义社会适应的是按劳分配制度ꎬ 这和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制

度不一样ꎬ 故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劳动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剩余劳动的处理是不一样的ꎮ
张衔教授在题为 “经济周期、 利率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思考———马克思经济学视角” 的主旨发

言中指出ꎬ 市场经济存在周期是必然的ꎬ 原因不是货币供给不足ꎬ 也不是企业负担过重ꎬ 而是再生

产比例失调、 生产与消费等的冲突、 周期性产能过剩ꎮ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乔晓楠教授认为ꎬ 生产集中分别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维度导致劳动收入

份额下降ꎮ 在生产关系维度ꎬ 生产集中可以通过改变劳动过程和劳动者议价能力ꎬ 直接降低劳动收

入份额ꎮ 在生产力维度ꎬ 生产集中会通过实现规模效应与加快技术扩散等方式促进生产效率提升ꎮ
通过利用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验证ꎬ 结果显示生产集

中与劳动收入份额负相关ꎬ 其中生产效率提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间接影响约为 ２０％—４０％ ꎮ
青年论坛执委、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召峰教授指出ꎬ 学者有必要从物质要素与社

会形式区分的视角ꎬ 来观察、 剖析当代中国学者关于 “资本是否具有二重性” 的争论ꎮ 马克思 “资
本不是物” 的论断ꎬ 所要表达的准确意思是: 资本不是 “物作为物就具有的自然属性”ꎬ 而是 “物”
在资本关系中获得的 “社会形式”ꎮ 劳动有 “生产劳动” 与 “非生产劳动” 的区分ꎬ 物质要素也有

“生产要素” 与 “非生产要素” 的区分ꎮ
２. 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邱海平教授在题为 “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思考” 的主旨发言中ꎬ 围绕什么是

“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为什么要建构 “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如何建构 “中国自

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进行了阐释ꎮ 他指出ꎬ 我们要反复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不负时代ꎬ 不负党、 国家和人民的期待ꎬ 真正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ꎬ 创立中国经济学范

式ꎬ 走向世界ꎮ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志耿教授认为ꎬ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ꎬ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仍然在农村ꎮ 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ꎬ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基

本特点、 重点、 难点ꎬ 科学认识风险和挑战ꎬ 才能走出一条组织再造、 数字赋能、 城乡融合、 产业

融合、 安全可控的农业现代化道路ꎬ 为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展现中国力量ꎮ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岳利萍教授指出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 “中国

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的论述ꎬ 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悖

论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ꎬ 深刻地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内涵、 新特征和新任

务ꎬ 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方向ꎮ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历史演进、 独特优势和价值意蕴的梳理ꎬ 有助于更全面、 准确、 系统地把握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方向ꎬ 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ꎮ
青年论坛执委、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朱鹏华副教授提出ꎬ 习近平关于新型城镇化重要论述继承马

克思主义城镇化思想的精髓ꎬ 确立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新型城镇化的根本立场ꎬ 指导

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ꎮ 习近平关于新型城镇化重要论述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

务是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ꎬ 关键任务是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ꎬ 基础任务是提升城市发展质

量ꎬ 根本任务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ꎬ 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实践方向ꎮ
３.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

简新华教授在题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理论的若干争议问题” 的主旨发言中ꎬ 对资本是

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 应该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所说的 “资本一般”、 认为资本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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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又是生产关系是否自相矛盾的折中主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ꎮ 他指出ꎬ 马克思的论

断、 历史事实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ꎬ 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ꎬ 客观

上存在着 “非资本主义资本”ꎮ
周文教授在题为 “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的主旨发言中指出ꎬ 中国经济学研究

者的使命ꎬ 是要建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ꎮ 尽管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ꎬ 但是必

须承认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成就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高帆教授认为ꎬ 中国的发展路径主要是两点ꎬ 即围绕要素组合效率作文章ꎬ

依靠生产力的调整来形成新质生产力ꎮ 他对我国为何需要和能够提出 “新质生产力” 这个新概念、
在政治经济学视阈中 “新质生产力” 究竟是指什么、 “新质生产力” 这个概念具有什么理论和实践

意义等学术问题进行了剖析ꎮ
青年论坛秘书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赵峰教授指出ꎬ 从生产社会化理论出发ꎬ 系统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是以整体协调的发展新理念ꎬ 全面促进生产领域、 分配领域和流通领域中

技术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ꎮ 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社会化理论的发展演进ꎬ 生产社会

化规律的实质、 范畴含义和整体协调观以及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路径ꎮ
成都市社科联主席、 成都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杨继瑞教授认为ꎬ 不同学科不同学派对概念及属

性的界定不同ꎬ 同一个学科对某一个概念内涵的界定也是有区别的ꎮ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资本” 内

涵在基本社会制度之中ꎬ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 “资本” 内涵于经济体制之中ꎮ
４. 数字经济与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慎萧副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理论为基础ꎬ 通过拓展

莱博维奇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双循环模型ꎬ 系统考察了数字经济下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新变化ꎮ 他提

出ꎬ 为促进数字经济服务于高质量发展ꎬ 各类社会主体应当更好地保障劳动力再生产顺利进行ꎬ 不

断填补数字经济领域的监管空白ꎬ 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ꎮ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余澳教授认为ꎬ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ꎮ 他

通过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从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三个维度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中国

式现代化的理论依据ꎮ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唯物史观理论逻辑ꎬ 深刻反映了技术进步

带来生产力水平提升、 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ꎮ 数字经济赋能

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ꎬ 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ꎮ 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的最

重要保证ꎮ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邓金钱副教授认为ꎬ 整理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信息ꎬ 构造县域面板

数据等可以发现ꎬ 数字乡村建设影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数量效应” 和 “规模效应” 均成

立ꎬ 这种影响是通过 “农业上行” 和 “产业融合” 机制实现的ꎮ 此外ꎬ 数字乡村建设影响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 “数量效应” 在中西部地区成立ꎬ “规模效应” 在东部、 中部、 西部地区均成立ꎬ
而 “数量效应” 和 “规模效应” 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均成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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