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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周年发展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会于 １２ 月 ７ 日—８ 日在云南大学召开。
会议由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
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产业与科技史》编辑部和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南财经大
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海洋大学、聊城大学、贵州财经大学、云南民族
大学、河南信阳师范学院、长江师范学院、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云南大学等 ２０
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５０ 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与会专家以新中国 ７０ 年发展成就与经验为
主题，围绕经济发展经验与探索、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经济创新与管理体制变迁等三个层面展开，
探索长时段历史发展规律，为当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经济发展经验与探索

７０ 年来，我国从区域性经济体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全球性经济体，经济发展经验成为与会学者
热议的重点。 武力阐述了 ７０ 年来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及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 他指出，建国初
期，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背景下，工业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的号召下，依靠改革开放，我国走出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在理论逻辑和现
实需求中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党的领导与中国道路的和谐统一。 郑有贵指出，７０ 年间新中
国成功突破了旧中国长久陷入徘徊的历史趋势、实现经济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跨越，实现
发达程度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提升的跨越，实现民生由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跨越，
实现在全球发展中的位势由跟跑追赶向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引擎转变的跨越。 赵学军阐述了经济
“站起来”的前提、制度基础、实力基础、发展模式，探讨了“富起来”的体制培育、人力资本积累、市场
机制及全球经济体系，并分析了我国 ７０ 年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因、举措、内在机理和演化路径。

从对经济理论的经验总结与思考来看，牛飞亮认为各国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是影响全球收入差距
的主要原因，指出没有一个单一标准能够清晰解答几十年来国家之间或全球收入分配的状况。 张丽
阐述了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主要内容，指出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对欧洲中心论、依
附论、加州学派等诸多思想的解读，诠释了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为中美贸易纠纷提
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杨帆基于“中美经济半脱钩”视角，认为中国应制定自己的“半脱钩”战略规
划，为中美贸易政策作理论准备。 贾子尧指出应利用好外国经济学的资源，做到“洋为中用”，注重分
析外国经济学的时空特定性，注重阐发经济学对当代中国的借鉴意义。 柴毅以时间为轴，阐述和梳
理了改革开放前后经济理论的时空演进和时代特征。

从具体方向来看，王丽等介绍了疏浚业从打捞修复沉船设备和技术革新、模仿既有技术设备、引
进国外先进设备、自主研发并迅速超越四阶段演化特征。 毕学进阐述了公债史在债务结构上经过了
外债到内债的研究、在地域上经历了从中央公债到地方公债的区域转变、在内容上经历了从统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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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探析、在方法上经历了从定性到定量的转换。 陈俭阐述金融体系经历计划时期、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国际化与多元化三个阶段，形成了坚持金融改革、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坚持金融改革有
序发展等基本经验。 郭立珍阐述了改革开放前的贸易部层级 ＋ 专业总公司的具体内容及改革开放
后商业行政机构的变迁过程。 曲韵阐述了改革开放前 ３０ 年对外贸易体系在极低起点上启动了工业
化进程，在发展速度方面相对滞后也带来了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并成为政策突破的促进剂。

冷功业阐述了我国医疗保障建立了“国家—社会保障”的制度框架和“全民医保”体系，正在经历
支持城乡居民医保、以基本医保改革牵动“三医联动”的渐进式改革方式，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 王秀云强调应围绕投融资改革创新、消除各种机制障碍，确立适合我国基础社会产业发展
的新型投融资体制。 宋士云阐述利率市场化改革历经调整双轨制、双轨合一、市场化体系三个阶段，
完成了“放的开”目标，但距离“形的成、调得了”目标任务还有差距。

二、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 ７０ 年，也是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 ７０ 年。 叶明勇认为我国的经济
结构经历了两次由政府主导的大变革，政府改革的方向在于“各在其位、人尽其才”，中国经济结构就
会协调、合理发展。 李天健立足历史事件塑造产业格局的视角，采用工具变量法，证明源于计划经济
时期大规模产业投资形成的路径依赖是塑造当前城市产业集聚最基本的因素之一。 王年咏等通过
考察作用机理并借助计量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率、金融自由化（金融管制放松或解除）、社会保障水平
对于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的中国经济失衡具有显著影响。 韩煚华指出扩大消费经历了宏观经济政策推
动、消费主导经济的两个阶段。 霍强基于历史维度、全球视域和经济增长的视角，阐述了在世界大变
局中中国的方位和势能。

肜新春介绍了中国轨道交通技术的转型升级过程，认为国家规划与行业发展高度契合、市场换
技术的合理规制，完成了从适宜性技术引进到有效扩散的转变，实现了从落后到同步再到赶超的转
换。 王蕾以闽南茶产业为例，考察了地方传统特色产业的发展与转型，探讨了倡议视角下中国传统
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转型路径。 柳平生介绍了宋代产业结构变迁及社会经济转型，认为宋代
社会实现了从“广泛性成长”向“斯密性成长”的转变，对我国当前产业转型具有借鉴意义。 宋梅追溯
ＳＦＣ（流量存量一致性模型）的历史根源，考察了 ＳＦＣ 模型会计方法的理论谱系、思想渊源、发展演变
及与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关联。 叶娇介绍了当前学界、国外右翼学者及少数政客对“修昔底德陷
阱”三重误读的具体内容、内在演变和现实影响。

三、经济创新与管理体制变迁

岳仁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西南地区山林纠纷案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既考虑政治原则又
考虑农民经济利益，通过明晰产权从根本上解决了山林纠纷。 常明明基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民利
益，指出人民群众的经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人民公社的某些制度向有利于社员群众切身利益
转变。 姜长青指出毛泽东通过对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现路径，这对改
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深影响。 李飞龙基于建国初期“小季种植”案例，阐述了国家在贵州推行
油菜、大麦和小麦的种植与农民基于经济利益、饮食习惯等的行为选择，以及国家全面推广“小季种植”
的制度演进。 赵俊红基于工分制视角，阐述了在农业合作化初期与农业集体化时期，工分制从农村经济
的劳动管理和分配制度演变到集体劳动的计酬和管理制度，凸显了工分制内涵的本质变迁。 李进纬基
于环境史视角，介绍了建国初期抗性良种经过了重视期、缓慢停滞期、恢复期的制度演进。

自近代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侨汇是侨眷赖以维生、弥补国家外贸入超及国家外汇的重要来源。
任贵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３０ 年侨汇政策经历了从“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到“保护侨汇”的
过程，而侨汇显现出的波浪起伏的上升曲线，反映了侨汇政策的执行充满了艰辛曲折。 迟爱萍梳理
了抗美援朝财经工作的提出、拓展、转变及中共中央“三边”方针的历史演变过程，指出该方针是根据
战局变化、根据国内建设需要不断调整的过程，对军事胜利、经济建设、国家稳定、政权巩固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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