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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研究员及7位专家学者共同发起的“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

论坛”于2018年12月23日在中央民族大学宣告成立。国家民委专职委员（副部长级）、中央民族大学党委

书记张京泽同志，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副部长级）洪银兴教授，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他们认为这一论

坛的成立是发出中国声音、塑造中国话语体系的良好开端，是中国学术体系建设的一种创新，具有传播价

值。会议围绕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建设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一、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的缘起
关于经济学管理学有没有“中国学派”，金碚提出：有人认为不会有什么中国学派，经济学管理学都

是世界性、普世性的，没有必要为建立“中国学派”花费精力，但是，认为不会有“中国学派”的人，其

实本身也是一个学派，如同早年部分医生不承认中医，说中医不是科学，这样的认识尽管有失偏颇，但也

可以算是一个学派。其实，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文学艺术，客观上都是有学派的。任何学科

只有存在不同学派，才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也分很多学派：

有“主流”就有“非主流”“主流”中又细有划分，“非主流”中更是派外有派，派中亦有派。例如，有

按国家得名的奥地利学派、德国学派等，有按学校得名的芝加哥学派、哈佛学派等，也有按内容得名的供

应学派、货币学派等。

学派英文为“School”，跟“学校”相同。得名于古希腊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学

者在学校发表演讲，学派的存在是学术研究探索的客观事实。正是因为各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学术体系才

会有重大创新。甚至可以说，无学派即无学术，或者学术没有学派就没有生命。

二、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经济学发展以马克思的《资本论》范式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

学术思想来源，产生了与实践直接结合的学科门类。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在以马克思《资本

论》作为指导思想和范式体系的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形

成了如今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科学术领域与庞大学科体系，也形成了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庞大队伍。

金碚提出，现阶段经济学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有“登山”和“下海”两个方向。所谓“登山”，

就是要将经济学管理学做得更加精致化、形式化、数理化，努力往高水平处走。具体表现为，按照西方经

济学管理学的现有范式撰写论文，争取发表在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所谓“下海”，就是要开拓经济学管

理学发展的“蓝海”，建立新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范式。

向“下海”方向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国经济的实践。按照托马斯·库恩的理论，科学进步

中会出现两种现象，一种是现有的学术范式很难解释新出现的“反常现象”，但还是可以在现有的范式框

架中来解开这些谜团，这些反常现象可能只是“特例”，不会改变大局；另一种是发现现有科学范式完全

无法解释的现象，即发生了科学范式的“危机”，意味着要进行范式革命。现在还不敢说经济学管理学

是否到了范式革命的发展阶段，但是说面临范式创新，应该是没有错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人

口总数约占世界的1/5，其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不能说是“特例”，还不得不承认它具有“主流”

的性质。中国经济作为巨大且重要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经济学在中国一定会有重大的进展，并将发生范

式创新。二是经济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底层逻辑，跟西方主

流经济学有很大差别。经济学管理学都是关于人的行为和关系的学科，它的底层逻辑是从对人性的认识

出发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管理学一般是从假定抽象的人性出发，称之为“经济人”，尽管也有一些研

究人的行为的社会性或心理倾向的学者有所拓展，但是整体逻辑还是基于抽象的人性假定。马克思对人

性的假定不同，他认为人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经济学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维框架，同时加上人

类共同文化的遗产，这是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的特色，也是范式创新的重要前提。三是西方经济学也走

到了范式创新的边缘上。近几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实际上已经逐渐突破原有西方经济学底层

逻辑范式，例如，把气候、人力资本等因素放进去，这就使人的假定概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经济学理论

已无法驾驭现在的新经济现象，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中国的经济学都已经走到了原有范式不能驾驭现实

的境地。所以，进行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进行范式创新，推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不仅具

有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而且是中国学界的不容推卸的重要使命。

三、中国学派的研究思路
现今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在很多方面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和现象，我们在继承和发展理论时，既

要清醒认识、科学辩证地继承，又要发现不足、扬弃创新，形成中国学派，中国学派形成的一些结论可以

对西方学派进行有效的完善、补充、甚至是扬弃。建设中国学派要在大框架中谈，要结合伟大事业和伟大

梦想的目标，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伟大斗争的过程，前提是一个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是其中的政治统领。

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只是伟大工程的上篇，现在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转折点，开启了更加艰难的下篇，这需

要我们进行充分的理论建设，为伟大的斗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传统经济学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常规部分，而经济超常增长的部分是传统经济学没有办法解释

的，理论方面如何解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理论与实践如何相统一，其研究的核心结论就

是中国学派的重要内容。中国学派要有自己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推出有自己风格的好作品，构建中国

学派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时要将中国实践在教学和人才培养里面体现出来。

四、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整合
在经济学管理学西学东渐的模式下，西学范式一直缺少文化元素，能否将中国文化理论化、系统化并

纳入管理学理论之中，是衡量中国学派成功与否的标准，也是中国学派能否健康成长的分水岭。中华文化

博大精深，中国自己的文化基因和和传统智慧，一定要加以重视和充分利用，如我们对人性的假设与西方

明显不同。在解释中国问题时，要更多关注中国自身传统的文化影响，结合中国文化背景讲好中国故事，

结合中国制度讨论中国文化。以人民群众为中国学派研究的立足点和逻辑起点，旗帜鲜明地为了人民群众

的利益，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60人论坛的核心特色就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解决我们全球化过程中

面临的现实问题。

五、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的发展方向
成立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目的是汇聚国内一些最有活力的学者，研究经济学管理学的

学术创新问题。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的秘书处设在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和郑州大学商学

院。论坛将组织年会、专题研讨会等多样性的活动，并向全国发布主题性的研究建议，鼓励国内外学者围

绕着这些主题进行研究，就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研讨和汇集发布。各个单位、学校、地区组织的研讨活动也

可以邀请论坛成员参加，论坛的秘书处将承担中间联络工作，将研究和交流扩展到更大范围。

（李曦辉，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沛，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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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曦辉，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沛，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