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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直接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广义生产力理论、劳动价值论、历史唯物论。习近平经济思想，大大拓宽
了实体经济的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货币金融制度、产权制度、财税制度，以“十大经济关系”与“五大内外互通”描绘

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丰富了世界市场概念，基本完成了恩格斯畅想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极大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向新的高度，引领人类经济学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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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艰辛的理
论探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政治、

法治、科技等各领域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

并在各领域形成了思想分支，就像一棵博大精深的

思想之树，根深枝繁叶茂，既浑然一体又各自成篇，

其中的经济篇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在本文中简称“习近平经济思想”。本

文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九大）报告，尝试分析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历史方位、基本体系

（实践着的理论体系表现为基本方略）和历史贡献。

　　一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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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其

直接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广义生产力理论、劳动价值

论、历史唯物论。

（一）马克思广义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

义地看，“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

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１］１７８劳动者和

劳动资料构成狭义生产力，而狭义生产力的物的形

态表现为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两大部类。马克思

这样论述“广义生产力”：“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

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

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

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

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

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这类

劳动资料中有的已经经过劳动的改造，例如运河、

道路等等。”［２］１８０这里，“物”即实业，包括吃穿住行

用、科技等劳动产品，此即狭义生产力；“土地”即资

源，包括金木水火土、生物等自然物品；“运河、道路

等等”即工程，包括海陆空天地、建筑等公共平台。

实业、资源、工程，这三者加在一起就是广义生产

力，而广义生产力的实体形态就是实体经济。

（二）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劳动创造价

值。这里的劳动指狭义生产力，即广义生产力的实

业部分。价值乃至货币从实业劳动和交换中产生，

其运动形态就是金融。这样，人类经济活动进一步

分为实业、资源、工程、金融四部分，于是有了经济

四分法。笔者将四分法比喻为“鸡蛋理论”：实业即

“蛋黄”，资源即“蛋清”，工程即“蛋壳”；金融则好

比母鸡，其常常被称作“金融孵化器”［３］。

诞生于实业的价值以及标志价值的货币并不

局限在实业，而是在整个经济的四大领域流动和分

配。实体经济三部分浑然一体，是无法分开的，其

价值、货币、金融形态则是数字化存在，分配得一清

二楚。价值流动的路径是：实业是中心和源泉，留

在实业内部的叫工资、利润，流到资源领域的叫地

租等，流到工程领域的叫路费、基建投资等，流到金

融领域的叫利息、分红等。金融的实质为实体经济

的量化形态和数字形态，而数字形态是虚拟形态，

因此人们将金融称作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和虚拟

经济的矛盾产生了，这是生产力本身的矛盾。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与价值流动的路径恰恰相

反，货币流动的路径是：央行是中心和源头，央行发

行的货币先流向商业银行等金融领域，后者投向实

体经济———工程、资源、实业。由于工程的垄断性

和资源的稀缺性，这二者更容易获得金融支持，实

业获得最少货币量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创造价值

的实业反而极有可能成为货币的弃儿。投资土地、

煤炭等资源的货币，会利用资源的稀缺性待价而

沽，在下一轮货币发行中高价出售，获得确定性利

润甚至暴利。这样，实业—实业金融、资源—资源

金融，成为此消彼长的经济—金融矛盾。这一矛盾

是当代贫富差距问题的一个新根源，也是现代金融

危机的内因。“金融危机的首要原因是一国内部实

业与资源、实业金融与资源金融的结构失衡。”［４］这

是劳动价值论在货币层面的重要内容，不同于其价

值形态本身的存在方式。

（三）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这段关于

历史唯物论的经典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

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

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

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

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

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

基础。”［２］３２人们一般把这段话理解为三个基本矛

盾：生活与生产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马克思有一个６册
研究计划，包括《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

《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三个基本矛盾属

于《国家》册以前的研究内容，《对外贸易》《世界市

场》研究“国内与国际的矛盾”，它们一起构成社会

历史问题的四大基本矛盾研究。基本矛盾构成的

社会运动是一种复杂运动，不同内外条件下会形成

不同的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就是一定历史时

期中占主要地位、支配地位的矛盾。在社会基本矛

盾和主要矛盾的综合作用下，人类历史浩浩荡荡奔

涌向前。

　　二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历史方位

治学先治史，治史定方位；历史方位就是每代

人在历史长河中具体的落脚点和使命。以马克思

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立足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深

入剖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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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人类最终必将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科学结论。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

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世界上最

伟大的民族之一。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样是各种社

会矛盾运动的历史，中国同样最终必将进入共产主

义理想社会。然而，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

患的黑暗境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

把民族复兴与共产主义理想动态结合，团结并带领

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

丽史诗。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一代代中国共产

党人科学、动态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并主动、

勇敢解决中国社会各种内外矛盾的历史，其间先后

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和建设历

史是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进行的。２０１６年 １月 １８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以下

简称“１·１８讲话”）［５］，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３
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二是

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在

经济全球化阶段，中国开始全方位改革开放，实现

了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加入到全球经济大循

环中。２００８年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肇始，改变了经
济全球化进程。此后至今，全球主要经济体包括中

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要从国内和国际大

角度审视我国的发展。从国内看，具有五千年历史

的中华民族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几个大时期，

今天的新常态是这种大时期更替变化的结果。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

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

的奇迹。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中

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面临速度换挡节点、

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

从国际范围看，我国在出口形势和参与国际产

业分工模式方面面临新挑战，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

种变化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大踏步发

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充分和有效

利用。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结束黄

金增长期，直接导致我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与此

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

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

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动力更多地放在

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上。

经济进入新常态，与之相对应，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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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将整个社会带入一个新时代。一个伟大的党，总

是能够在传承中发展并由此进入新时代。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

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从社会主义运动史看，这个新时代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新时代；从中华民族复兴史

看，这个新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分两步走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一个新时代。

　　三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体系

（一）十大经济关系

现代化，是新时代的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

的主题是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如何现代化，答案是贯

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

体系是四大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方面的表现。照

历史唯物论看，这些矛盾客观存在，虽然在新时代

不再是对抗性矛盾，但是处理这些矛盾不会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解决不了这些矛盾。在“四个伟大”中

解决这些经济矛盾，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离不开党

的坚强领导。习近平经济思想至少论述了“十大经

济关系”，它们是：

１．党与经济规律的关系。
２．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
３．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
４．国内区域的城乡关系。处理好城乡关系，实

现各类区域协调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亮点之一是以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建设美丽

乡村。

５．虚拟经济内部关系与金融内部关系。遏制
各种“炒”，坚持去杠杆。金融内部各子行业间加强

防火墙，支持发展标准金融产品，谨慎发展非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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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产品，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市场上３
秒钟的买卖，与实体经济中３０年的坚持，无论如何
无法相提并论。应当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总

体利润分配。

７．实体经济内部的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实
业、资源等产业发展的关系。

８．实体经济内部的资源开发、生态文明与实业
发展的关系。

９．实业内部的传统产业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既要大力发展传统产业高端制造集群，又要大力促

进高新产业发展。

１０．实业内部的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即生
活、消费与生产、供给的关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原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

经济走向依靠内需拉动的消费型经济。

（二）五大内外互通

实践着的理论体系表现为基本方略；理论上的

“十大经济关系”，在实践中表现为“五大内外互

通”。习近平经济思想主张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着力构建市场

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内外

互通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内国际协同联动发

展，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内外互通是新

常态。“通”的哲学，是新的全球经营哲学。

１．内外互通的现代美好生活需要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这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开篇之作，

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出发点。人民是全体人民，

所以要精准扶贫，不让一个人掉队。人们必须劳

动，但不是为了劳动而劳动，而是为了美好生活而

劳动。劳动是“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

有物质”。［１］１７７在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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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体现了一种目的论和价值

论的科学思维。要从目的出发，从人民的美好生活

需要出发，重新审视各种经济手段。如十九大报告

强调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

这就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以党代会的

形式重申和明确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这就把房子问题提高到人民根本利

益的政治高度。经济思想的目的论，将从根本上改

变片面追求ＧＤＰ的倾向。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一种世

界性存在，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是一种内外互通的

全球化生活，石油、苹果手机、汽车、豆油等的交易

或旅游、留学、通商、通信等交往，都是在世界市场

上进行的，空气、气候等更是全球共同的生活必要

条件，更具现代感和现实感的是我们所处的微生物

甚至病毒环境也是全球一体的。最近，中美双方表

示，将共同维护全球卫生安全，共同促进全球卫生

发展，共同推进卫生创新。双方将根据“健康一体

化”方针，继续落实遏制抗生素耐药多领域国家行

动计划；双方将快速持续分享有可能引发大规模传

染的流感病毒，并制定清晰的流程和时间表。这些

都是内外互通的现代美好生活需要。没有哪个国

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

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中国人民的现

代美好生活，与各国人民的现代美好生活休戚

相关。

２．内外互通的现代广义实体经济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坚定

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是解放和发展现代广义

社会生产力，提高全要素效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中论述的实体经济，就是现代广义实体经

济。实业层面，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资源层面，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

美丽中国。自然是人的无机躯体［６］。习近平强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

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的理念，这是对马克思广义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

展。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

机构，则是现代广义生产力对上层建筑提出的现实

要求。工程层面，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经济的

长项，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亮点。“一带一

路”建设是工程先行，并以工程业务为平台进行贸

易、金融、科技、文化等友好交往。三个层面构成了

广义的供给侧，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内外互通的

现代美好生活需要，就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解决现代广义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

３．内外互通的现代货币金融制度
现代货币金融市场是内外互通程度最高的世

界市场，也是最需要改革和重塑的市场。中国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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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Ｍ２就有很大的输入性因素。世界各个主要经
济体都在探索尝试改变旧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在货币方面，中国以货币互换等形式，稳步推进人

民币国际化。这方面，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在海外的

探索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金融市场，各国间

利率和汇率的沟通协调日益重要。

４．内外互通的现代混合所有制度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

企业。现代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度是产权多元

化制度，有利于公有制实现形式与人民获得感相结

合。目前所采取的举措包括吸引民间资本参加国

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度改革以及将一些公司的国有

股份数量的１０％无偿划转给社会保障基金等；还有
其他形式，如管理层持股和员工持股等也在积极探

索中。现代混合所有制度能够激发和保护企业家

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

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是深化改革

面临的硬骨头之一，现代混合所有制度是一种国际

意义上的产权制度。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要求内外产权互通，发展国际混合所有

制。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８日至１０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中国访问期间，中方决定放宽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

者直接或间接投资中国金融企业的比例限制，是近

年来最大规模的金融开放举措，表明产权内外互通

的国际混合所有制步伐显著加快。

５．内外互通的现代财政税收制度
财政税收制度同样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在实体经济深度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

的大背景下，财税的正反作用不断凸显。十九大要

求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健全地方税体系。地方税

征税对象将主要指向广义生产力之资源。“根据税

基弱流动性、收入成长性、征管便利性等原则，合理

确定地方税税种。在目前已实施的城镇土地使用

税、房产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土

地增值税等为地方税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地方税的

范围，同时逐步扩大水资源费改税改革试点。”［７］房

地产税是地方税的重头戏，健全地方税体系意味着

房地产税真的不远了。房地产税等财产税是深化

改革面临的硬骨头之一，征不征、征多少、怎么征，

将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产生长远和重大影

响。内外互通的经济和企业活动，必然与内外互通

的财政税收制度相伴。一国财税制度改革，将影响

其它各国财税制度，各国应当加强沟通交流。

习近平经济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谨，我们要

在“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中，在“八个明确”和

“十四个坚持”中，完整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

的基本体系。习近平经济思想是理论和实践的统

一，实践上就是新时代基本经济方略。

　　四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历史贡献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历史贡献是全方位的，至少

有如下３个重要方面。
（一）从历史唯物论角度看

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四大社会矛盾科学维度，

完整阐述了“十大经济关系”和“五大内外互通”，

第一次建立起完整的党坚强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经济是党领导的

经济。党领导各行各业，主动认识、自觉遵循经济

规律。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第一次明确强调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生

产关系和所有制方面，明确并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

这一现代产权制度。

（二）从劳动价值论角度看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强

调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

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

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

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８］在货

币层面，习近平经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

明确提出“管住货币”，将引领我们完成纸币时代的

劳动价值论。

价值规律是货币之轨。在金本位时代，由于作

为货币的金银本身也是商品，所以价值规律自发发

挥作用。由于金银天生稀缺，所以金币媒介的经济

常常表现为通缩。金本位结束后开始的现代货币

制度是一种纸币制度，纸币发行成本极低，在电子

支付条件下发行成本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纸币不

再是商品，只是一个信用符号。在金币时代，黄金

比信心更重要；在纸币时代，信心比黄金更重要［９］。

纸币制度给金融业特别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带来了颠覆性变化。几乎为零的发行成本，为超发

纸币提供了条件，因而“出轨的纸币”成为了现代货

币活动的常态。纸币媒介的经济常常表现为通胀。

价值规律的实现需要一个外在机制了，这是一个全

球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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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央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调整以往的货币需

求管理政策，明确提出“管住货币”和“定向宽松”，

表明中央认识到纸币时代要同时管控货币的数量

和流向。数量方面，２０１７年 Ｍ２增速明显下降，１０
月末更是创造２７年来的历史最低点，达８．８％。在
流向方面，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多种措施

引导货币更多地流向实业，特别是“三农”和高新产

业。当然，由于长期路径依赖，因此深化货币制度

改革任重道远。

（三）从广义生产力角度看

习近平经济思想以现代广义实体经济为最终

取向，强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现代广义实

体经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强调财税、产权、

金融都要服务于现代广义实体经济发展；强调内外

互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以整个地球人类的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作为研究和服务对象。

恩格斯曾经畅想：“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

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

和交换规律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

待创造。”［１］４９２我们处在“从最广的意义”上看经济

的新时代，要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新时代

带来的创造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机遇。习近平

“１·１８讲话”指出：“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

流。”因此，我们既要敢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

又要敢于引领人类经济学发展潮流。

前面说过，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３个阶段，
与此对应，现代经济学也经历了３个阶段：第一阶
段由英国经济学引领，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马克

思主义扬弃了“自由主义”，并成为第二阶段两个平

行世界之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帜。第三阶段为二战

后美国逐步建立起的“新自由主义”，其在冷战结束

后迅速在全球扩张，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走下神
坛。马克思扬弃了“自由主义”，习近平经济思想进

一步扬弃了“新自由主义”。第一次扬弃，主要发生

在狭义生产力领域；第二次扬弃，升级到广义生产

力领域乃至整个内外经济领域。习近平经济思想

的历史性重要贡献之一便是发扬了马克思的广义

生产力理论，大大发展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将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向新高度，将中国政治经济学

推向新高度，引领人类经济学走向成熟。因此，十

九大报告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份高扬广义

生产力理论、发展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 －学术文
献。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广义生产力基础上审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臻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一个极为突出、也极为成功的

特征［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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