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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革”结束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要搞好经济建设，就离

不开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晚年胡乔木围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重视两个根本问题的研究、

注重对世界经济的对比研究、培养应用型的经营管理人才等方面就深化经济学研究作了认真的思

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思考，对深化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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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

家和社会科学家，也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被

邓小平称之为“党内第一支笔”。“文革”结束后

的1977年,被冷藏了十年之久的他重新复出,这年他

65岁,已步入人生晚年,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胡乔木

思考的脚步，他依然笔耕不辍，以极大热情投身于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中,特别是对深化社会主

义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新观

点。这些新认识,有些至今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学

研究仍有启示作用。 

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长

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十年“文

革”，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遭到巨大破坏。此时，恢

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全党上下一项迫切的任务。

结合当时国情，顺应民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

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全党工作重点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胡乔木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经济学

的研究。为了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必须加大对社

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时，他号召大家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大胆思考问题、研究新情况，提出新思想，解决新

问题。他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为了

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不大力加强经济学的

普及和提高。”
[1](P431)

必须要大大强化我国经济学的

研究。时下的中国，由于长期受“文革”影响，我

国经济学研究的力量异常薄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重大复杂的问题，还没有能够深

入地去研究，我们强有力的经济学研究的学科队伍、

系统化的研究体系也没有构建起来。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还需要许多调查

研究、积累资料和展开讨论。”
[2](P328)

他感到，这样

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现状，离党中央提出的以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差甚远。为此，他提出

要强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研究、生产的规律、建设

的规律的研究、管理体制的研究、计划工作的研究、

财政工作的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

改革步骤的研究、对流通过程的研究、分配的研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么能够把各方面的力量、各方

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用经济的方法把各方面的力

量调动起来，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经济效益，来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在这些方面，可以包含

许多比较大的题目，也可以包含一些比较具体的题

目。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研究的。他认为，在这些方

面研究出来的成果，“都会对于帮助社会主义现代

化事业的实现，起很重要的作用。”
[2](P189)

“如果我

们提出来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对于客观规律的正确

认识，是完全符合实际的，那就能够推动实际工作

前进。”
[2](P189)

同时，他提出，搞社会主义经济学研

究，“不但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而且

要重视研究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经济学，要利用资

本主义社会中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包括资本主义国

家中早已存在并且取得经济实效的公司组织形式托

拉斯等，还要学习计量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要将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进行。”
[4](P121)

 

在文革刚刚结束之际，胡乔木所说的这些，在

过去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视为禁区，噤若

寒蝉，是大家想讲不敢讲或不愿讲的东西。而胡乔

木在“文革”结束不久就大胆地讲出来，这在当时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认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不是写几

本书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需要订出长期的规划，



第 3 期                         姚娇等：胡乔木晚年对深化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思考                          33 

进行长期的科学探讨。不仅如此，在他当社会科学

院院长时，由他提议，先后在社会科学院增设了农

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财贸金融经济学和技术经

济学等学科和相应的研究所。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

需要，他倡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立了分国别和分

地区的研究所，如美国研究所、日本所、西欧所、

苏东所、拉美所、亚太所等。 

二、关于对经济学的两个根本问题的研究 

要强化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从什么地方着手

呢？胡乔木根据“文革”结束后，我国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要首先研究的两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是对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进行研究；二是对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的优点和不足进行研究。 

首先，关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研究。

他说，社会主义经济，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开始，

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继苏之后，我国也建立了社

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一方

面显示了其优越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在实践的过

程中，“也遇到许多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许多

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原来提出的各种各样

设想里所没有设想到的问题。这里面，有些问题在

实践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了，而有些问题还没有或没

有完全解决。”
[2](P329)

他举例说，比如在社会主义社

会中仍然有资本主义的活动产生，这是为什么？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正确处理

两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都没有

预料到在社会主义中仍有资本主义活动这个问题。

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有些论述也不甚

符合实际。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方面的一个

非常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

济学家处在社会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的中国，在

这个问题上应当作出自己的贡献。”
 [2](P331)

他建议“为

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要准备像马克思研究资本主

义经济那样付出毕生的精力。”
[2](P330) 

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基础之上，这门学科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

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所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学不仅是理论上所迫切要求的，更是实践上需

要的。 “要找出有充分事实依据和科学论证的、经

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得起各种反对意见的反驳的、

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基本观点的、也符合社会主义

社会实际生活的、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答案。”
[2](P330) 

其次，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研

究。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有较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

性，但是，胡乔木说：我们也要承认，在工业生产、

农业生产的发展方面，还有其他经济活动方面，还

是存在着许多严重的、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有

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企业，工业企业、农

业企业反而比我们搞得好。胡乔木认为，经济学家

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为了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搞好，也为了避免一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质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用

事实来说明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2](P331)

 

“经济学家应该研究这个重大问题，弄清楚这种现

象的原因，找出使社会主义经济工作克服自己的缺

点、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途径。”
[2](P331)

也就

是说，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学，要研究某些资本主义

企业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下，比社会主义企

业显得效率高，生产发展快的原因是什么？“研究

我们的经济发展怎样就会快，怎样就不会快，怎样

效率就会高，怎样效率就不会高，社会主义经济学

需要答复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地、严肃地、切实地

答复这个问题。”
[2](P332)

  

再次，胡乔木还谈到研究这一问题的途径，他

说，研究问题，离不开搜集和占有大量的材料。研

究社会主义经济学自然更是要将其研究建立在坚实

的基础之上，绝不能是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他说，

研究经济科学“不能依靠引证，不能依靠演绎的推

理，更不能依靠武断。经济科学是要运用抽象法的，

但是必须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
[2](P330)

胡乔木

不赞成一味的引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一项严

肃而重大的任务，必须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

下功夫系统整理，这样才能科学论证研究的问题。  

胡乔木提出的这两方面问题虽然不是涵盖社会

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全部，但却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研

究的根本问题。搞好这两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推

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

认识，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推动我国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关于研究要与经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与理论的经济学的研究是

互相联系的，胡乔木认为，二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

既要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学根本问题的研究，也要特

别关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对实际问题的研

究。从理论上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遇到的许

多现象是重要的，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具

体问题尤为重要。 所以他主张，“不管是工业、农



 
 34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 3 期 

业、交通、运输、商业，每一个比较大的企业里面

都应该有经济学家。”
[2](P333)

他们“要从经济学的角

度去通盘地研究、处理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
 [2](P333)

这样就可以把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商业、各方面

企业和管理机关的管理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使社

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把社会主义经

济的应有效率、应有的速度、应有的合理化充分地

变成现实。他认为，仅有先进的技术设备是不够的，

经济学家必须在整个生产的运转方面、资金的使用

方面、人力的使用和组织方面，职工的积极性的调

动方面提出并实施完全先进的、合理的、科学的管

理制度。 

胡乔木不仅给经济学家提出要求，而且自己也

身体力行。“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他用很大

的精力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1978 年 7 月 28 日，胡

乔木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言，之后其发言在《人

民日报》头版发表。他对建国后我国经济建设的经

验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就尊重客观经济规律、

反对长官意志，关于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

四个积极性，关于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

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等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篇文章被国内外认为在经济

理论方面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 

四、关于与世界经济的比较研究 

胡乔木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有无可比拟

的优越性，要坚定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建立在对

其系统地研究、科学地论证的基础上，而不是盲目

地坚持，盲目地说它如何如何优越。而要做到这一

点，我们经济学家，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

义经济学的时候，“不能不跟外国的经济、外国的

经济学作一种比较的研究。”
[2](P335)

“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是战斗的，我们对于资本主义 ⋯⋯一定要批

判，可是这种批判要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上，

不能是简单的谩骂。”
 [2](P332)

胡乔木说，对资本主义

经济，既要批判，又要借鉴，所有对于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有益的，都应当拿来学习。所以“对中国经

济的研究，不能离开对世界经济的比较研究，要研

究总结中国的建设经验也要研究外国的经验。”
[3](P187)

“否则，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就会遇到限制遇

到困难。”
[2](P332)

而且，科学没有国界，离开比较的

研究，“我们要做出一种全面的科学的结论是不可

能的。”
[2](P332)

 

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就一定会不断

发展前进，所以，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研究。

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者

应有的基本态度。资本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

就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我们研究世界经济，

就必须要掌握这些规律，但是“不能以过去多少年

前著作中的材料和论点为限。”
[2](P335)

科学在前进，

我们对科学的研究也要前进，没有创新，只是一味

地重复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他特别强调“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

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做出独立的、科学、认真

的研究。要对他们去世以后世界经济领域所发生的

一些基本的现象作出解释。”
[2](P335)

这样的研究才是

完整的、科学的，才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迅速而稳步地发展，我国经济才有可能赶超世

界经济先进水平。 

要批判、分析地研究外国经济学。胡乔木认为，

对世界经济的研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研

究，“要批判、要分析，有用的我们就要用，错误

的我们就要反驳。”
[2](P337)

他说，要“坚持自力更生

不但不排斥学习外国先进事物，而且如上所说，必

须以学习外国先进事物为条件，否则就要陷入爬行

主义，”
[1](P408)

“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

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

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

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1](P408)

 

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成分，是建设我国社

会主义经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需要，胡

乔木举例说，“马克思从来没有抹杀过、忽略过哪

怕是在经济学史上不那么重要的经济学家的科学发

现。”
[2](P336)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大发现的背

后都或多或少地有他们前人或者同时代人研究思想

的影子。他们“都没有任意地把他们的前人或者同

时代人说成一钱不值。”
[2](P336)

另一方面，经济学研

究是一项严肃的工作，需要诚实的学者做诚实的工

作，绝不能局限于国内某一位经济学家或某项经济

学成果，他建议，必须扩大同外国进行学术交流，

到国外参观访问或者邀请外国经济学家到我国来访

问。另外，不同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也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外国经济学根植于西方国家经济社会，

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实际有很大的不同，这决定着研

究外国经济学绝不能生搬硬套。 

在“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针对

我国现状，胡乔木秉持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对如何做好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提出了许多好的

建议，这些建议为社会主义经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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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指导，他的主张，对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经

济学的研究，仍有借鉴作用。 

五、关于对实用型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学

研究，首先，胡乔木高度重视对经济学研究人才的

培养，尤其是对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他认为“这

个工作因为过去很长时间的耽搁、浪费，就显得特

别重要，特别迫切了。”
 [2](P179) 

早在1978年2月，胡

乔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就决定八年内拟

新建工业、农业等一系列的研究所，借此来培养一

批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全党上下形成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全

新氛围。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会议上多次强

调，全体社会科学工作者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积极承担各项重大任务，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做好党和国家的助手，在实践

中培养自己的才干。 

其次，胡乔木提出培养一大批实用型经济管理

人才。胡乔木认为“经济学历来被认为是最实用的

一门科学，”
[2](P333)

国家不只限于需要经济理论的研

究，“我们需要实际参加工作。”
[2](P333)

他建议，全

国每一个比较大的企业里面都应该有经济学家，不

是参观或调研，而是深入企业内部去工作。经济学

家掌握大量经济学理论，要从学术角度，结合企业

实际的生产运行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企业发展意

见。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企业效益的提高，以及经

济学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水平的提高都有好处。另

一方面，他又提出高等学校要承担培养工商业管理

人才的重任，这对我国整个企业行业管理水平的提

高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他在给胡耀邦并赵紫

阳的信中说：“我还建议把人民大学改组为专门培

养厂长、经理一类人员的大学，⋯⋯这样的大学非

办不可，否则势必影响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这

样培养出来的第四第五梯队的人才，才能完成按现

代化要求管理我国各大中型企业，完成我国的现代

化大业。除厂长、经理外，我们还需要培养一批有

现代化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的其他行政人员为市

长、司局长、厅长以至特区的行政人员等⋯⋯考虑

到我国需要的这类人才很多，单是一个人民大学恐

怕不够，至少上海、广州、大连等地也需要陆续设

置或就现有性质较近的学校改建。”
[5]
 

胡乔木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重要性的

论述、特别是关于要强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学根本问

题的研究、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要与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实际相结合、关于要强化对世界经济的研究，

对外国经济的批判比较分析研究以及强化对实用型

人才培养的观点，对我们今天深化社会主义经济研

究仍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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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arty's work focus shifts to the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To do 

well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tudy of socialist economics. In his later years, Hu qiaomu 

ponders on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s research,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wo fundamental problem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world economy, fostering applied management talents, etc.. He 

makes a serious thinking on deepening economic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his own views. His thinking promotes 

the deepening of our socialist economic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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