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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问题已成为世界关注的重大课题． 需要运用科学

研究方法，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凝练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十四五”规划的研究成果和

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在优先资助领域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作为重点研究课题，包括“中国

经济发展历史事实和数据的系统性梳理和总结”、“经济发展与分配、消费关系的演变规律”、
“国家治理框架下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互动发展规律”、“经济稳定与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
“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及其演变”、“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演变规律和作用机制”等

六个研究方向，同时提出每个方向的关键科学问题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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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基本概念、科学意义与国家战略
需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问题已

成为世界关注的重大研究课题． 需要以过去 ７０ 年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近 ４０ 年来改革

开放所取得的重大经济成就为基础，透过不断变

化的社会、人口、城市、产业、贸易、金融等经济现

象，总结提炼出经济发展现象中的特征事实（ｓｔｙｌ⁃
ｉｚｅｄ ｆａｃｔｓ），挖掘凝炼出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所蕴

藏的一般经济规律，在学习借鉴经典经济学理论

成果和合理运用现代科学分析工具的基础上，构
建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框架，形成系统完整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１］ ．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双

重特征［２］② ． 一方面，对任何科学问题的解析和经

济规律的凝炼都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特征． 从现

实问题中抽象出的规律和理论，其适用性不会仅

仅局限于某个国家的具体国情． 另一方面，不同

国家的发展道路会受到抽象理论模型中一般性原

理制约，是一般规律在经济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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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求在运用一般规律指导中国经济实践时要重

视实际问题的特殊性，需要在完整准确把握经济

理论内核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当代中国的特殊国

情和现实问题． 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性和中国经

济建设实践的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一个整体． 需
要坚持运用科学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中体现

的一般规律进行提炼、总结、归纳，使其成为当代

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使中国经验成为具有

深厚学理基础、能够供广大发展中国家参考和复

制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体系，丰富市场经济理论内容，超越西

方现代经济学研究范畴，推动人类社会科学前沿

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科学意义［１， ２］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

的驱动力”，“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

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３］ ． “十四五”时
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

年． 亟需全面总结过去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经验

与教训，弄清楚中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不断前进

的内在动力和发展逻辑． 这要求把中国经济问题

的研究上升到一般学科规律的理论，强调基础性

研究工作，鼓励原创性研究． 需要重视对中国经济

基础数据的搜集和典型事实的梳理，重视对科学

问题的解析，重视对规范分析方法的使用，重视对

一般经济规律的总结．

１　 国际发展态势与我国发展优势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中国经济发

展面临着来自国际多方面的重大挑战． 伴随经济

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际分工合作的格局正在进

行深刻调整与变化，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

势头不断加强，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

系逐渐从合作共赢模式向竞争对峙状态发展，世
界经济政治局势中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受全球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冲击，世界经济出现严重衰

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

活动大幅萎缩，中国国内消费、投资、出口有所下

滑，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影

响，就业压力显著增加，金融和财政领域的风险也

有所上升．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下，中国快

速建立了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

序，通过制定明确的疫情分区分级标准，有序推动

复工复产工作，使人流、物流、资金流实现有效流

转，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打通经济社会大循

环，这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巨大发展潜

力，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内经济事业的发

展给中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九大报告）． 必须以

全新视野深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 这
是一个有生命力的领域、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在经

济活动的实践方面，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经
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渐进式改革路径选择、国
企改革与私营经济发展、政府和市场“双引擎”，
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具有实践

的成效和理论创新的亮点． 在理论探索方面，中国

经济理论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已经在多方面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推动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

新，从多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产生的原因，
凝炼一般规律． 有关经济增长的主题一直是中国

经济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１］ ． 中国经济学者从政

府分权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４ － ６］，从经济

史的视野描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７］，从国有企业

和非国有企业微观差异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８］，
从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寻找经济增长的源泉［９ － １２］

等． 此外，也有不少国内学者在发展理念和现代化

经济体系内涵［１３ － １５］、财政与政府作用［１６ － ２０］、农村

经济发展［２１］、宏观经济调控工具［２２， ２３］ 等方面提

出重要论断、做出重大理论创新．
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中国经济的

研究存在许多亟待提高的地方． 首先，不少研究侧

重于定性分析，以文字描述为主，缺乏定量分析，
尚未建立起科学分析框架和系统理论体系，需要

强化科学方法的开发和运用． 其次，目前还缺乏对

以数据为基础的典型事实整理和总结，对一些重

大问题缺乏共识，特别是在中国宏观经济学、发展

经济学等领域，有大量崭新的课题有待进一步研

究和讨论；第三，中国内地学者发表的聚焦中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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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推广中国经验并产生重大国际学术影响力的理

论成果依然较少． 根据统计，在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９ 年

间，在世界 ５ 大经济学期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
ｍ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中发表的中国问题论文共有 ５２ 篇，
其中有中国内地机构作为署名单位的论文仅有

１３ 篇，合作模式均采用内地加海外机构的形式，
由内地学者独立发表或者内地机构之间合作发表

的论文数量为零［２４］ ． 因此，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

需要强化在核心问题抽炼、科学方法运用和研究

成果推广等方面的工作，需要推动经济学与自然

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融合，需要推动

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与中国改革实践的融合，需
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研究与世界当代经济学

理论体系的融合，构建具有原创性、可借鉴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建设与

经济全球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提升中国经济学

的国际学术影响力［２５］ ．

２　 主要研究方向及其典型科学问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十四五”
战略规划课题组联合厦门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和清华大学经济科学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多次组

织国内外专家召开专题研讨会，研究“十四五”时
期经济科学学科优先资助领域和重点资助问题，
在研究方法、基础理论、多元应用、多维交叉四大

领域寻求创新和突破． 在优先资助领域提出“中
国经济发展规律”这一研究课题作为国内经济科

学领域目前和中长期内研究的重点． 这一课题包

括六个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经济基本事实和数

据、分配和消费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宏观调控体

系、经济开放政策、公有和非公有经济体制等，涉
及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和热点问题（图 １）．
２． １　 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事实和数据的系统性梳

理和总结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不仅创造了人类

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也为研究如何推动经济

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事实和数据． 系统性

梳理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事实和数据，包括各个地

区和行业的不同发展轨迹、政府部门推动的各类

经济政策、企业和个人做出的微观决策等多个方

面，是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奇迹、深刻理解“四个自

信”的基本前提． 丰富的统计与行政数据、各项经

济社会调查与过去几年涌现的企业与个人大数

据都是历史事实和数据的重要来源． 对于重点

经济领域的数据调查范围和统计指标口径的历

史变化情况建立完整的数据档案，构建口径可

比的时间序列数据． 收集和挖掘重要经济政策

出台的历史背景，总结历史经验，注重经济数据

和经济政策的国际比较，也是向世界讲好中国

故事的重要方面．

图 １　 研究方向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中国宏观与微观经济数

据的系统梳理与国际比较；构建重点经济领域统

计口径可比的分地区、高频时间序列数据；大数

据、调研数据与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中国经济发

展政策的量化分析；中国重大经济政策的历史

研究．
２． ２　 经济发展与分配、消费关系的演变规律

过去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极大提高了人们

的生活水平，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储蓄与消费不

平衡的问题也呈现出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中国有近一

半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消费水平不足，抗风险能力

较弱． 另一方面比较富裕的群体要求有更好的发

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但国内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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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与平衡不充分，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每年有大

量游客到境外购买高档消费品，巨额购买力外流．
这正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现． 在全球经

济一体化放慢的大背景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需要更多地依赖内需驱动． 如何在做大蛋糕的同

时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国内的消费力，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是解决经济长期发展动

力不足的重要抓手，也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

目标．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收入分配的演变规律；消

费的演变规律；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收入分配的

代际固化问题；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对储蓄和消费

的影响；数字技术对消费的影响；房地产市场与其

它消费的关系；国内产品质量与消费；人工智能对

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２． ３　 国家治理框架下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互动发

展规律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中最为重要的制

度安排，其反映了经济体中资源配置的总体方式．
中国过去 ４０ 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就是政府与

市场边界不断磨合和演变的过程，关于政府与市

场关系规律的认知与理解对于理论创新和政策实

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时代，社会组织与社会

规范也开始成为影响资源配置方式的重要因

素，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个维度的国家治理体系

与经济运行模式逐步形成． 伴随着经济发展、技
术创新和制度变革，未来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互

动将面临更多复杂因素，探究其中的经济发展

规律是研究中国总体经济发展规律的不可缺失

的环节．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新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

演变历程与规律；国家治理能力与中国经济长期

增长；政府间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动力；政府、市
场与社会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经济制度与

经济绩效．
２． ４　 经济稳定与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不仅包括聚焦短期内

经济稳定、以货币和财政工具进行的总需求政策，
还包括聚焦中长期经济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等手段进行的总供给政策［２６］ ． 中国经济高速稳

定发展离不开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

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指出，要“健全以国

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

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中国的宏观调

控不仅仅是一个系统性政策体系，其背后还体现

中国经济学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政府

和市场关系等重大问题的深刻理解，反映了中国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多次有效化解了内外部经

济环境变化对经济稳定造成的巨大冲击． 因此，有
必要对中国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

结，发掘一般经济规律，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宏观经

济调控体系提供理论支持，为合理选择宏观调控

工具应对外部冲击、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提供科学

依据．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与经

济稳定关系识别；最优宏观调控政策设计；宏观调

控政策之间的协调；微观异质性与宏观调控政策

传导机制；区域异质性与宏观调控政策溢出效应．
２． ５　 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及其演变

１９７８ 年前 ３０ 年与后 ４０ 年，中国经济最为重

要的差别是逐渐引入市场机制并逐步融入全球经

济． 毋庸置疑，跨境贸易、投资和技术转移是中国

增长奇迹最为根本的决定因素，而挖掘和总结中

国经济发展规律显然需要研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

济的关系，既包括中国如何从全球化中受益，也包

括中国是怎样影响世界、主要区域（如欧盟、东
盟，非盟）以及单个重要国家的经济增长，还包括

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战略互补与竞争关系．
除了生产要素与产品的跨境流动视角，还有必要

从双边和多边援助、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政策协调

等维度考察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动． 特别地，通过

比较（中国与前苏联、印度、日韩等）研究提炼或

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也具有相当的学术和科

学意义．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

的贡献及其机制；中国对外投资、贸易、互联互通

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带路经济体）的贡献及其影

响机制；经济（包括国际援助）与外交之间的相互

影响；逆全球化浪潮及其应对策略；中国与前苏联

经济体、印度、日韩增长历程比较研究；国际秩序

解体背景下，中国如何推动经济一体化和经济秩

序的构建；中国与欧洲的产业关联现状、发展趋势

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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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６　 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演变规律和作用

机制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有过国有化浪潮

和私有化浪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比例和存在

空间也是不断变动的，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范围、方
式和力度，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和方式，也是

变化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指出，要毫不动

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要毫不动摇鼓励、
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充分肯定了

非公有经济的作用，要求营造支持非公有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 如何认识公有经济和非公

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一般规

律，如何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如何增强国有经济的创新能力、抗风险能力，
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都值

得从理论上深入研究．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发

展演变的规律及一般理论模型；影响公有经济与非

公有经济发展演变规律的因素分析及作用机制研

究；国别与发展阶段对公有和非公有经济的影响；
中国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国有经济共同或一般需

要和特殊需要；影响国有企业改革方向、范围和力

度的因素分析；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之间比重变

化规律；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之间关系演变．

３　 结束语

“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

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 ［３］ ． 随着中国经

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问题已成为世界关注的

重大问题． 需要运用科学研究工具，在凝练科学

问题的基础上，总结、归纳、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

一般规律．
希望中国的经济学者，能够在当下和中长期

内关注“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从不同方向

探索、挖掘并解答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关键科

学问题，从而真正构建起原创性、可借鉴的中国经

济学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经济发展

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学术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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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Ｇｕａｎｇｈｕ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ｐａｉｄ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ｓ⁃
ｓｕ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ｏ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ＮＳＦＣ，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ｏｎｅ ｍａｊｏｒ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Ｉ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ｓｉ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ｙｌｉｚｅｄ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ｓｏｍ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ｋｅ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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